
6月2日，观众在“何以永春”千年
海丝非遗艺术展上了解永春漆篮工艺
品。

当日，“何以永春”千年海丝非遗
艺术展开幕式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
行，该展览展出来自福建省泉州市永
春县的近百件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品。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历史
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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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巴黎5月28日电 （记者 徐永春 孙鑫
晶） 2024年度“欧莱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杰出
女科学家奖”（“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颁奖典礼 28
日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
中国科学家颜宁等5位科学家获颁本年度这一奖项，
以表彰她们在生命与环境科学领域的卓越贡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在贺信中表
示：“在科学界，性别不平等依旧存在……即便到了
今天，每三位科研人员中也只有一位是女性，在人工
智能领域，这个比例甚至跌到了约十分之一，导致新
兴科技领域中存在着大量的性别偏见。”“世界需要
科学，科学需要女性，我们将持之以恒、竭尽全力支
持她们。”

法国欧莱雅集团董事长安巩表示：“赋予女性科
学家应有的科研地位，消除她们遇到的种种障碍，激
励未来的女性追求科学事业，能够为社会中的大多数
人创造福祉。除了关注平等问题，给予每个人高质量
的科学创新机会也相当重要。”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讲席教
授、深圳医学科学院创始院长颜宁在获奖致辞中表
示：“成为女科学家的道路或许充满挑战，但还不足以
阻碍你前行的脚步。所以，请勇敢做自己！”

颜宁27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小时候得
奖是一种骄傲，现在获奖更多意味着一种责任。首先
是以科学家身份面向公众进行科普与知识传播；其次
是体现榜样的力量，尤其是作为年轻科学家的榜样；
第三是在国际上发挥交流与传播‘使者’的作用。”她
认为，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是介绍当今中国的机会，也
是民间交流的一部分，有助于消除误解与偏见。

今年的其他 4位获奖者分别是喀麦隆雅温得第
一大学医学和生物医学学院传染病和免疫学系前主
任罗丝·莱克、巴西圣保罗大学生物化学教授阿莉西
亚·科瓦尔陶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儿科和人类遗传
学系教授娜达·贾巴多、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
主任热内维耶芙·阿勒穆兹。

“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
颁奖典礼在巴黎举办

“茶和天下·雅集”活动 6月 1日在明斯克市中心
自由广场举行，来自中国鄂尔多斯草原的奶茶香气飘
飘，吸引近3万人次参加活动。

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谢小用说，茶文化涵养了中
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性格，促进了中华民族融合和
文化认同，深刻影响了全球文化的发展。

内蒙古鄂尔多斯茶文化展台前人头攒动，明斯克
市民尤里接过赠饮的小杯奶茶，抿了一口后询问工作
人员：“有牛奶，有点咸，这个小颗粒是什么呢？”待工
作人员解释了正宗的内蒙古奶茶制作流程后，他感叹
奶茶做法新奇，口味浓郁，并立即买下了一包砖茶。

带团到白俄罗斯参加活动的鄂尔多斯市文化和
旅游局局长李芸说：“代表团带着内蒙古独具特色的
歌舞和美食来到美丽的白俄罗斯，希望以茶为媒，以
文化为帆，为促进中白两国交往作出贡献。”

乌兰牧骑艺术团的马头琴柔和浑厚，呼麦悠扬婉
转，长短调子拉着观众们感受鄂尔多斯草原牧民的奔
放与热情。

在中华美食区，奶茶、拉面、糖葫芦、煎饼等小吃
摊位前排起长龙；在传统文化互动区，写大字、下象
棋、打快板、和身着传统服饰扮演新郎新娘的演员合
影，体验者络绎不绝；在活动现场的空地上，中国留学
生和白俄罗斯青年围在一起踢毽子……直到深夜，茶
售罄，曲奏毕。

明斯克市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娜杰日达·拉扎
列维奇说：“明斯克市民对中国的文化充满兴趣，举办
这类活动成为明斯克的美好传统，让人们更好地了解
中国地方特色。”

谢小用说：“茶有缘，饮无疆。中方愿同白俄罗斯
人民以茶会友，促进中白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

联合国大会 2019年宣布将每年 5月 21日定为
“国际茶日”。2022年11月，“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
相关习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

鄂尔多斯奶茶飘香明斯克
——“茶和天下·雅集”活动在白俄罗斯举办
新华社记者 鲁金博

在重庆，黄葛树遍布城市的各个角
落，在黄葛树下拉家常、讲故事，是独具
巴渝特色的生活风貌。

“你看她一举一动多和气，我们两家
多年是老邻居……”民间艺人李明手拿
小竹板击打伴奏，结合充满乡音的说唱，
讲起邻里关系故事，引得不少观众喝
彩。在沙坪坝区三峡广场的一棵黄葛古
树下，每周五晚上，“黄葛树下龙门阵”故
事会准时“开讲”。

“天上不落（雨），地上就说。”这棵树
龄 130年的黄葛古树，见证了“龙门阵”
一摆就是66年。“黄葛树下龙门阵”最早
可追溯至 1958年由四川巴县说书艺人
程梓贤举办的“坝坝故事”，1993年定为
现名并沿用至今，重庆市沙坪坝区文化
馆副馆长唐亮说。

这项活动不设门槛、没有门票，表演
形式涉及相声、竹琴、金钱板、四川评书、
重庆言子等多种类别，涵盖历史典故、红
色故事、民间轶闻趣事等题材。

今年77岁的说书艺人艾泽云，已在
茶馆里、院坝前、黄葛树下讲了几十年的
故事。站在台上表演的他精神矍铄，讲
到故事高潮，观众纷纷鼓掌叫好。

“我从小就爱听红色故事，想讲给更
多人听。”艾泽云说，沙坪坝区是红岩精
神的重要发祥地，自己常讲的本土英雄
人物故事深受群众喜爱。

近年来，沙坪坝区通过比赛、培训、
社会合作等多种形式，持续挖掘优秀故
事员，老一辈民间艺人也发挥“传帮带”
作用，把“爱听故事的人”培养成“会讲故
事的人”，更好传承传统文化。“区里现有

100余名故事员，既有民间艺人和专业
演员，也有企业职工、社区群众、学校学
生等。”唐亮说。

“除了传统历史文化故事，故事员
也因时制宜讲起创业、婚恋等时兴话
题，并在区文化馆的指导下不断丰富
题材。”唐亮说，以“黄葛树下龙门阵”
为基础，当地创新打造“黄葛树下有

‘理’了”宣讲品牌，将文明实践理论
宣讲阵地移至黄葛树荫下，紧扣文明
新风、法制宣传等主题打造一批精品
故事。

《邻居对唱》《话说宪法》等节目倡导
文明礼仪、邻里互助，弘扬时代新风。根
据真实案例创作的《诈骗伎俩》《电话来
了》等故事，生动地向广大群众普及反诈
骗知识。据了解，目前该区文化馆已编

撰同名季刊《黄葛树下龙门阵》21期，收录
新编近500个故事。

“我经常来听‘龙门阵’，这些表演艺
术形式非常有趣，故事内容也很有意义。”
重庆邮电大学学生石昱璐说，常常是离故
事开讲还有半个多小时，黄葛树下就已坐
得满满当当，成为三峡广场上一道亮丽的
文化风景。

据了解，截至目前，“黄葛树下龙门
阵”活动已累计开展 5000余场次，举办专
题宣传故事演出 1000余场次，讲演故事
5000余个，服务群众近800万人次。

沙坪坝区基层干部介绍，当地正把
“黄葛树下龙门阵”的服务触角继续向基
层一线延伸，开展故事进社区、进校园、进
景区、进农村等系列文明实践活动，让更
多群众就地享受文化服务。

黄葛古树下摆起新“龙门阵”
新华社记者 周思宇 李富玉

● 这是5月28日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总部拍摄的“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颁奖典礼
现场。 新华社发 朱利安·马蒂亚 摄

香港湾仔茂萝街7号，
是一座有百年历史的香港二
级历史建筑，红砖墙、木楼
梯、斜瓦顶……看上去古朴
厚重。日前，一个以“万物有
文 文里寻花”为主题的文学
展览在这里举办，备受关注
的香港文学馆也正式对公众
亮相。

5月27日开馆当日，宾
客盈门，熙熙攘攘的人流挤
满几间不大的展室。“这是香
港史上第一个文学馆，也可
能是世界上最‘迷你’的文学
馆。”香港文学馆馆长、香港
作家联会会长潘耀明笑着
说，“它是萌发于春天的一棵
绿芽，为香港文学发展带来
新的生机与希望。”

宋腾飞不慎将延安市宝塔区建兴居民 9区 1
号楼 1705室购房合同丢失，购房合同号：328，声
明作废。

赵林润不慎将延安市甘泉县城关镇关家沟
村林权证丢失，证号：甘泉林证字（2009）第
004101号 ，声明作废。

郭莉不慎于2024年6月2日将公民身份证丢
失，身份证号11010819650730226X ，声明作废。

父亲张宝、母亲朱艳艳不慎将女儿张雨迪出生
证明丢失，出生证明编号：T61044758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在香港文学馆的三个展厅中，有
一个是专门留给孩子们的。通过全息
投影等生动有趣的方式为青少年讲述
香港的文学故事。

“传承和推广文学，特别是在年轻一
代心中播下爱好文学的种子，是香港文
学馆的重要职责。”潘耀明说。为此，香
港文学馆特别重视与教育部门合作。此
前他们举办了“全港中小学生文学写作
金句征集活动”，香港近20所学校约200
名学生积极参与。还连续举办了7场

“流动书车”进校园、进社区活动，为中小
学生和社区居民带去新鲜的文学体验。

“我们希望走出馆所，走近大众，

用他们更易于接受的方式推广文学。”
潘耀明说，“文学馆和文学不只属于作
家，更属于大众。”

接下来，香港文学馆将与北京的
鲁迅文学院合作，在香港的大学举办
短期的文学写作大师班。

文学馆很小，但潘耀明的愿景很
大。“我们希望依托文学馆的平台，搭建
香港与海内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一方面，他们加强与内地的交流
互动。他们到北京拜访中国现代文学
馆，与上海、广州等地的文学馆洽谈合
作，与广东和澳门相关机构联合组建
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联盟。“岭南文化

在中国文化史上建树颇多，希望通过大
湾区文学联盟推动相互交流，促进各地
文学共同繁荣。”潘耀明说。

另一方面，香港文学馆还计划与海
外文学馆加强合作，推动香港文学与世
界文学的交流互鉴。此前举办的“香港
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的互动与前瞻”国
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来自埃及、韩国、
日本等20多个国家的汉学家参会。

“我始终认为，文学是文化的重要部
分。文化这棵大树，离不开文学的支
撑。”潘耀明说，相信香港文学馆的建立，
将在香港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
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3 搭建文化交流桥梁

香港文学馆的建立，历经20载。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内地改革开

放开启，在对外文化交往中，香港成为
一个“文化驿站”。内地的作家代表团
出访往往以这里为中转站，当时任职
于出版行业的潘耀明因此有机会结识
了王蒙、艾青、萧乾等文学大家，有的
还结成了忘年交。

“内地作家途经香港时，香港作联
就邀请他们举办文学讲座，至今已举
办了 200多场。”潘耀明说，内地作家
的文化底蕴和写作经验，为香港文学

带来滋养和启迪。
另一方面，香港作为对外文化

交流的窗口，有机会更早接触外国
文学作品。潘耀明举例说，作家刘
以鬯较早吸收了西方意识流写法，
在香港创作出国内早期意识流小说
《酒徒》。

“作为中外文化荟萃的国际大都
会，香港理应有自己的文学馆。”2004
年，潘耀明与饶宗颐、曾敏之、刘以鬯
等 30多位香港文学艺术和学术界名
人，联名发起成立香港文学馆的倡议，

如今夙愿终于达成。
“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

间和平台。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为
搜集、梳理、研究和推广香港文学略尽绵
力。”潘耀明说。

“我们要争分夺秒，对香港老一辈作
家及其家人进行口述历史记录。”他说，
要对金庸、戴望舒、张爱玲等南来文人的
手迹等相关文献资料进行发掘保护，填
补历史空缺、抢救历史。同时，通过现代
科技手段比如电子扫描，将手稿等转成
电子档案，方便研究和展示。

1 香港理应有文学馆

今年5月，由香港文学馆、香港作
联及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的“南来作
家手迹遗物展——走进文学的时光卷
轴”在香港中央图书馆开幕。展出的
逾 300件展品，为许地山、萧红、金庸
等 24位由内地南迁至香港的作家手
迹及物品。

香港文学馆也在自己的常设展览
中展出张爱玲、萧红等多位南来作家
的手稿、出版刊物及签名本等。

“香港文学发展离不开南来作
家。”潘耀明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

批内地文人来到香港，他们或在港创
作，或参与各类文学活动，把浓厚的中
华传统文化氛围带到香江。

那段时间，南来作家在香港的
创作成果丰硕，戴望舒、萧红等都
曾在此写下自己的名篇……

更为人熟知的是20世纪50年代，
在《大公报》子报《新晚报》任职的梁羽生
和金庸，先后发表《龙虎斗京华》和《书剑
恩仇录》，由此开创的新派武侠小说在海
内外风靡一时。“香港人生活节奏快、压
力大，希望通过武侠小说得到精神寄托

和抚慰。”潘耀明说，这也成了香港文学的
重要板块之一。

南来作家的文学创作也深深影响着
香港电影、电视、流行文化等不同艺术领
域。许多经典香港电影的原型与灵感源
于南来作家的作品。

“所以当我们谈论香港文学时，不
能忽视南来作家这一群体，他们为香
港文学注入养分，让香港文学的文化
积淀更为深厚。”潘耀明说，“我们希望
通过展览，致敬南来作家对香港文学
的贡献。”

2 致敬南来作家的贡献

香港文学馆：萌发于春天的一棵绿芽
新华社记者 黄茜恬 陆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