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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本报讯（记者 修菁）“厚重、动人，这是
中华文化最吸引我的地方。通过策划、创
作、表演，我们在活动中增强了文化认同感
和归属感，体验了中华文化的无限魅力，也
感受到了自己作为中华文化传承者的责任
与担当。”近日，由中央音乐学院港澳台办
公室打造的“我眼中的音画中国”——京港
澳台大学生文化交流节在中央音乐学院成
功举办。中国香港籍学生吴洺蕙作为这场
音乐会的策划人及演奏员，分享如上感慨。

据中央音乐学院港澳台办公室主任陶倩
介绍，“我眼中的音画中国”是中央音乐学
院立足专业特色打造的港澳台学生国情教育
项目品牌，旨在带领港澳台学生以中华音乐
文化为起点追寻民族记忆、感悟家国情怀。

台湾省籍二胡专业研究生司宇辰参与了
“情系山海·共续华章——港澳台传统文化音
乐会”的演出。《山与幻》和《赛马》两首曲目，
如同战马奔腾在祖国的大好山河中。在他看
来，聆听整场音乐会如同漫步在一组和谐的

音律之间，感受着祖国的亲情纽带。“通过这
次演出，我感受到海峡两岸的文化融合，仿佛
是音符在空中跳跃，跨越海峡，连接了我们的
心灵。每一曲旋律都是一段故事，是我们共
同的记忆，也是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深刻体
会到一家亲的深厚情感。”司宇辰说。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交流节活动在一
周内集中推出了11场子活动，包含6场创
意音乐会、3场艺术互动工作坊、1场极具
民俗特色的户外热身活动，以及1场师生

代表座谈会。10多所高等院校的200余位
学生共同参与，旨在助力京港澳台高校学
子协同发展、共同担负起中国音乐文化推
广的时代使命。

从合唱指挥、钢琴表演、声乐表演到幕
后策划，澳门籍指挥专业学生吴荻身兼数
职，感触颇深。他说：“此次活动展现了中
西方音乐语言的融汇，还展现了港澳台文化
艺术的独有魅力。在各场专题音乐会上，我
领略到祖国大好河山，以及不同地域文化对
音乐的理解，受益良多。”

“看到港澳台同学和我们以中华音乐为
起点，共同演绎那些流传至今的音乐作品，
我感到非常高兴。无论在祖国的哪一方土
地，大家的心都是聚在一起的，对祖国的热
爱情深意长。”中央音乐学院学生郝佳璇说。

京港澳台大学生文化交流节在京举办

“我眼中的音画中国”什么样？

由台湾沈春池文教基金会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敦煌研究院合办的“妙音莫高——敦煌乐舞专题线上
展”2023年 12月 23日在台北颁发动画短片竞赛奖
项，鼓励年轻人激发创作活力，用更新颖丰富的方式
展现中华文化之美。

此次竞赛分别以主体与创意、文化底蕴、风格与
视觉表现作为评选标准，从近百件参赛作品中评选出
金、银、铜奖及10名“优秀奖”，以及网络票选得出
的“人气奖”。获得金奖的作品《升莲》制作团队为
台湾云林科技大学数位媒体设计系大二学生。评审团
认为该作品故事有创意、角色有新意，兼具现代与传
统之美，人物动作表演与情绪到位，视觉画面与后期
制作清新且符合故事调性。

沈春池文教基金会秘书长石静文表示，参赛动画
短片诠释了敦煌壁画中婀娜精彩的乐舞，将古老壁画
的魅力纳入创作，不仅在技术层面有极佳表现，更在
叙事和技巧上突破传统框架。期待通过这次竞赛能让
青年学生对敦煌文化有更深层次认识与了解。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港澳台事务部副部长赵波线上
致辞表示，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宗。源远流长的中
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是两岸同胞共
同的宝贵财富和精神纽带。作为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一
颗璀璨明星，敦煌壁画一直深受两岸同胞喜爱。期待
与两岸各界朋友一道，持续为增进两岸文化交流、促
进两岸民心相通贡献积极力量。

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副
研究馆员朱晓峰线上致辞表示，通过这次竞赛看到
了台湾学子对敦煌文化的热爱，优秀作品启发自己
思考讲述敦煌文化的各种可能性，也再次领略到优
秀传统文化无穷的魅力和价值。希望这次展览和比
赛能成为引子，让敦煌乐舞在台湾开枝散叶、开花
结果。

“妙音莫高——敦煌乐舞专题线上展”聚焦敦煌
乐舞，设置“乐舞合璧”“诸天伎乐”“无量乐器”

“缤纷俗乐”“卷出雅音”五大展区，展期将持续至
2024年1月15日。 （刘斐 陈键兴）

两岸合办敦煌线上展
动画短片竞赛在台北颁奖

本报讯 （记者 修菁） 以中华传
统民俗“炸寒单”为线索，讲述人性
的救赎与宽恕的台湾青春题材电影
《寒单》，1月5日在京举行首映礼，台
湾省籍导演黄朝亮携主演台湾新生代
演员郑人硕，与京城观众做了面对面
的交流。

在台湾地区，中华传统文化在民
间依旧保留着深厚的人气，如何借助
艺术化的呈现方式对其展现，也是台
湾影视工作者一直在努力做的。《寒
单》 即展现了台东地区特有的元宵文
化习俗“炸寒单”。传说寒单爷赵公明
怕冷，出门就要用鞭炮一直炸肉身来
驱寒，于是每年元宵节要由男子充当

寒单爷肉身，赤身接受信众炮炸。《寒
单》从这一民俗出发，讲述底层小人物
的人性救赎。故事核心围绕郑人硕饰演
的阿义和胡宇威饰演的正昆展开。正昆
家中靠废品为生，正昆是一个品学兼优
的小伙子，他们一直默默暗恋着同镇的
萱萱。在一次“炸寒单”的活动，萱萱
意外去世，阿义和正昆则一直活在痛苦
和悔恨中。影片以三人之间的爱情为线
索，深刻地勾勒出人与人之间感情的错
综复杂，以及在面对命运抉择时作出的
艰难决定。该片曾在大陆金鸡百花电影
节、丝绸之路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
上受邀展映。

导演黄朝亮表示，他无论拍什么类

型的电影，最重视的都是情感。《寒单》
的故事并没有原型，是他在拍摄纪录片时
与台东一位充当寒单爷肉身的青年人朝夕
相处，触动了他创作的灵感。“我发现，
有的人当寒单爷，是想通过这一有些‘受
虐’的行为，为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赎罪。
他们觉得，当神明的‘替身’遭受鞭炮的
洗礼会减轻罪恶感，身体越痛，心里越舒
服。我觉得这里有故事，所以就冲着这个
发展出剧本。”他在影片首映礼上如上分
享了电影剧本的创作灵感来源。

为了最大程度还原真实的民俗，影
片主创还花了大量的时间做田野调查。
黄朝亮还亲自上阵体验“炸寒单”，以确
保拍摄时不会有人因此受伤。

“电影里每个人物种种人生际遇的交
替、心里的挣扎，会让我有共鸣，在我
们的生活里，也会有这样的时刻。我们
的感情生活、兄弟情、和父母的关系，
肯定没有办法实现一切完美，这也是这
部电影带给我的启发，如何去处理这些
关系。”

“这部电影让我感受到，电影里讲述
的故事不是编出来，是在真实的生活里生
长出来的，是带着台东泥土味道的故事。”

观影后的大陆观众反馈，也让 《寒
单》剧组人员十分欣慰，“未来会带给大
陆观众更多从两岸土地里自然生长出来
的故事，让更多的台湾电影留在大陆观
众心里。”黄朝亮寄望道。

从中华传统民俗出发 讲述爱、责任与宽恕

台湾电影《寒单》新年登陆大陆院线

2023年12月31日晚，台湾猫头鹰儿童实验剧团
带来妙趣横生的亲子剧《蔬果狂想曲》，为首届闽台
（平潭）儿童戏剧嘉年华画上圆满句号。

“本来我们在台湾已有工作安排，听说有闽台儿
童戏剧嘉年华，我们特意赶过来参加。”台湾猫头鹰
儿童实验剧团团长苏友萱说，以前自己在大陆旅游
过，这是第一次带剧团来福建参演。第一次来平潭，
苏友萱为平潭国际演艺中心的建设和现场观众的热情
点赞。“闽台同文同种，大家都很重视亲子艺术体
验，交流起来很愉快。”她说。

首届闽台（平潭）儿童戏剧嘉年华由福建省文化
和旅游厅、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指导，平潭综合实
验区旅游与文化体育局主办，福建人民艺术剧院、平
潭综合实验区旅游文化服务中心承办。主办方希望积
极践行“两岸一家亲”理念，探索海峡两岸文化融合
发展新路，以儿童戏剧共同发展为纽带，为两岸艺术
团体和少年儿童搭建文化交流桥梁。

“我们期许有一就有二，闽台儿童剧交流可以持
续下去。”苏友萱说，两岸都要努力为孩子们创造梦
想，给他们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许雪毅）

首届闽台（平潭）儿童戏剧嘉年华
搭建两岸文化交流桥梁

“唱出你的热情，伸
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
你的梦，让我拥有你
真心的面孔；让我们
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
骄傲，让我们期待明
天会更好！”2023年
的最后一天，发行近
40 年仍传唱不衰的时
代金曲《明天会更好》被
再度唱响，30余位来自海峡
两岸的电影人、音乐人携手献
唱，用歌声咏唱人间万象更新，用真情祝祷山河光彩
重生，祈愿家国安泰，共迎融合发展的美好未来。

时光倒回至1985年，由罗大佑、张大春、李寿
全、邱复生、徐乃胜、张艾嘉、詹宏志作词，罗大佑
作曲的歌曲《明天会更好》正式发行。为“和平”主
题而生的首发版本，不仅囊括蔡琴、苏芮、潘越云、
李宗盛、江蕙、费玉清、齐豫、齐秦等台湾一线歌
星，更汇集香港地区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共
60位歌手，打破地域、签约局限，精彩缔造时代经
典。近40年来，每逢需要凝心聚力的重要时刻，这
首歌曲都会被华人世界不断重唱。蕴含于歌词与曲式
中的闪亮希望，与一代代演唱者的用情用力，都持续
赋予歌曲新的时代力量。

此次重新制作的歌曲MV，由大陆资深音乐制作
人小柯担任制作人，不仅汇集胡德夫、张信哲、信、
潘玮柏、萧敬腾、韦礼安、颜人中等台湾老中青三代
实力歌手，吴奇隆、林心如、郭采洁、陈妍希、陈意
涵、王大陆等台湾电影人，更有韦唯、张靓颖等大陆
实力歌手。歌曲 MV从创意到组织，从邀约到落
地，从录音到拍摄、制作，在短短10天内从无到
有，并在北京、台北等地迅速完成拍摄，可以说开创
了业内的奇迹，也有力印证了两岸电影人、音乐人凝
心聚力的共同愿望，希望新一年两岸音乐人共同携
手，一起见证两岸一家亲的更美明天。 （修菁）

两岸群星新唱《明天会更好》
温暖贺岁共迎未来

■《寒单》能够在大陆院线上
映，是对大陆电影市场多元包容的
正向印证

记者：《寒单》 作为一部很具台湾
地域特色的青春主题故事片，能成功登
上大陆院线，对您来说，是一种惊喜
吗？对票房，您又有怎样的期待？

黄朝亮：努力了5年，《寒单》终
于可以在元月5日，登上大陆的院线，
这对我这个常年参与两岸电影交流合作
的导演来说，无疑是最好的一种认可，
相信对广大台湾电影人来说，也会与我
一样，心怀欣喜。我个人对这部电影的
票房，还是很有信心的，相信它会叫好
又叫座。最近我跑遍了大陆的大江南
北，最重要的工作，也是为了宣传这部
电影，希望这部讲述中华文化民俗与小
人物情感的台湾电影，能在大陆收获好
票房，也希望大陆观众能给予这部电影
以支持。

同时，我还特别想表达的是，以
《寒单》这部作品本身的背景而言，它
能在过去几年的大陆金鸡百花电影节、
丝绸之路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上受
邀参加展映，我想无论电影上映后票房
最终取得怎样的成绩，在我看来，它能
够上映本身，已经是对大陆电影市场多
元包容的一种正向印证。

记者：您刚才也提到，《寒单》 是
一部极具台湾地域色彩的影片，片中构

成主要戏剧点的“炮炸寒单爷”，是台东
地区特有的一种传统民间信仰，加上故
事发生的年代设置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
在您看来，这样一部讲述青春爱情主题
的片子，对于大陆年轻一代观众可以轻
松理解您想通过电影传递的深层思考？
能够形成同辈共鸣？为什么这样看？

黄朝亮：“炮炸寒单爷”的民俗活动
其实源自福建闽南，而民间信仰的寒单
爷即是武财神赵公明，这其实说明中华
传统民俗文化在两岸一直得到传承与发
展。所以，我也相信“炸寒单”的民俗
本身对大陆观众不会有太大的心理距离
感。《寒单》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
90年代初，带有我个人的一些情结，我
怀念那个纯朴的年代，同时也希望借助
发生在这个淳朴年代里有关兄弟情、爱

情、亲情的故事，带给两岸观众一些思
考。在电影里，他们都是普通阶层的小人
物，他们的生活很艰辛，但是我们也会看
到，即便他们的生活中有再大的痛苦、
爱、恨、挣扎，他们始终在努力做好作为
儿子、兄弟、母亲应该做好的事情，体现
中华传统美德里的忠孝仁义礼智信。我相
信人性情感的底色，是全世界共通的语
言，更何况两岸年轻人近年来透过网络，
在视听娱乐节目上，早已经相互接受与熟
悉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寒单》会受
到大陆年轻观众的喜爱。

■两岸电影人交流减少的现状
需要去改善，否则将给华语电影的
未来带来局限

记者：2022 年，您曾作为第三届金
鸡电影节海峡两岸暨港澳青年短片季评
审会主席，在您的电影职业生涯中，还
参加了哪些两岸电影交流活动？您如何
看待两岸电影界当下和未来的合作和交
流空间？

黄朝亮：我是2019年与金鸡电影节
结缘的，《寒单》入选为当年金鸡电影节
港澳台影展的开幕影片。接着 2020-
2022 年，我又有幸担任金鸡电影节海
峡两岸暨港澳青年短片季终评审，这些
经验让我有机会发现很多优秀的两岸青
年导演，也意识到两岸电影界交流的重
要性。

我参与两岸电影交流最早的经历，
应是在2010年前后，我随同大陆和台湾
电影界的两位前辈李行导演、朱延平导
演，参与了两岸影展。2015年，由我编
剧并执导的电影 《大喜临门》在大陆院
线上映，是我个人执导的片子首次在大
陆上映，开启了我与大陆电影界、观众
交流、对话、合作的新篇章。这部影片
以两岸婚姻家庭为背景，讲述了两家人
因婚俗不同而引发的一连串冲突、令人
啼笑皆非的故事，最后这些矛盾都在爱
情的力量下一一融化。这部电影当时受
到了大陆观众的喜爱和好评，也给予我
信心，让我在两岸电影合作交流中继续
向前。

近年来，只要是有关两
岸文化和影视界相关交流活
动，如历届的海峡论坛海峡
影视季，金鸡青年导演新翼
计划、两岸青春影展、两岸
青年航拍大赛等等，我都积
极参与，可以说是两岸影视
交流活动中最常见的台湾影
人了。参加了越多的相关活
动，越让我感受到两岸影视
共融共好的重要性。我认为
两岸可以在院线电影上开展
更深入的合作，甚至未来能
共创共享华语电影市场的荣
景，这需要两岸电影人的一
起努力。

新冠疫情三年，阻隔了
两岸电影人许多的合作，也
使得台湾电影鲜少在大陆上

映，两岸影人间的交流也减少了，这些
现状必须有所改善，否则各自发展久
了，将给华语电影的未来带来局限，电
影创作的多元性也会难以伸展。《寒单》
作为一部台湾电影，能在新年开篇之际
登上大陆院线，对台湾影视圈也是一种
激励，能让更多的台湾影视人对大陆市
场抱有希望，我想也能给大陆的影视公
司以启发，新一年与台湾的优秀影视人
才合作，两岸影视界携手合作，才能迸
发更大的力量，拓展和提升华语电影在
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

记者：您通过参与两岸电影界的交
流互动活动以及和大陆电影同行的合
作，增进了您对大陆的哪些更深入的
了解？

黄朝亮：我在2001年就开始在大陆
拍摄两岸电视机构的相关电视节目，23
年来不间断的来来往往，对于大陆近年
来的进步与发展有更深刻的体验。大陆
民众的生活品质和城市环境不断提升、
社会治理能力也有令人惊讶的进步，这
些变化，我可以说，都是一个见证者。
同时经历这些年的发展，大陆影视制作
的水平也已经很成熟。但因由两岸影视
机构面对的主要市场不同，使得双方对
于影视内容的偏好以及创作者的信任，
还有着许多可以沟通拓展的空间。因
此，只有两岸影视界开展更积极的交流
与合作，不断地在磨合中包容与理解，
才能在未来打造出华语电影在文化强国
中应担任的地位。

■电影人先行，能够将两岸同
胞的手拉得更紧

记者：大陆电影市场和台湾电影市
场和电影制作方式有哪些不同？您认为
大陆对台湾电影人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

黄朝亮：市场决定电影的体量，内容
决定电影的质量。大市场自然能够吸引更
多的优秀人才的投入，因为可以拍摄出更
宏大的制作，台湾影人会越来越多因为这
个原因，选择来到大陆发展。但我们也应
看到，由于一些方面的局限性，台湾电影
人不能很好地适应或者说融入大陆的创作
环境。而大陆的电影近年来偏向现实题材
的作品，这类取材自当下社会生活层面的
内容，则是台湾创作者做不出来的风格韵
味。两岸各有特色，也各有需要克服与相
互学习的地方，电影是当代影视文化的领
头羊，我相信在持续的合作后，一定会找
到最好的方向。

记者：新一年，您有哪些与大陆同
行的合作计划？还会给大陆观众带来新
片吗？

黄朝亮：2024年我会继续制作有关
两岸题材的电影精品，有讲述父爱的
《一刀天堂》，还有即将开拍，改编自
台湾刘德文里长 20 年护送 300 多位台
湾老兵骨灰回大陆落叶归根的 《引路
人》。连接两岸间的这条海峡不宽也不
远，电影人先行，将两岸同胞的手拉
得更紧。

“交流越多，越感受到两岸影视融荣的重要性”
——对话台湾中生代导演、电影《寒单》编剧兼执导黄朝亮

本报记者 修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