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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牛琪

　　在香港，“刘德华”这个名字已
无需添加更多定语，但如果非要贴
上一个标签的话，“我可以认认真真
地和大家说，我是中国人”，刘德
华说。
　　上世纪 60 年代，刘德华在香
港大埔农村出生。在回归前，他始终
有一种关于身份的焦虑，“我们到国
外工作或旅游时，有时会被人问是
不是英国人。”
　　直到香港回归祖国提上日程。
刘德华记得：“那个时候大家都非常
兴奋，虽然还有一点点彷徨，因为没
有人经历过。”
　　而他属于有信心的那一群人。
　　 1982 年，刘德华第一次到海
南拍戏。三个多月下来，“没有什么
不同，感觉非常亲切”。
　　 1997 年 4 月，单曲《中国人》
发行。为了拍这首歌的 MV，刘德华
登上了长城。中式白衫，红旗漫舞，
他站在烽火台上唱：五千年的风和
雨啊，藏了多少梦。
　　“我嘴巴在唱，眼睛在看，真的
会想到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的苦
难。”他说，当时“用尽了自己最深的那口气”。
　　从狮子山下到长城之上，刘德华第一次真正感受
到，可以用香港人的身份，跟大家说自己是中国人。
　　香港回归后，他选择留下。在之后的 25 年里，他
成为人们口中的“获奖专业户”“劳模”和“常青树”。
　　刘德华的故事，开始变得丰富和多元。练书法、学
篆刻，他自觉是一个很东方的人。
　　“我的表演里不时会出现一些比较中国风的东
西。”刘德华说，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情景是，“当全世界
都喜欢中国风时，我们才跟进”。
　　他更频密地往来香港与内地。1997 年后，他数次
回到籍贯所在地广东江门，“就像回到家一样，是一种
血脉相连的感觉”。
　　 2008 年汶川地震后，刘德华在香港召集义演进
行筹款，并赴救灾前线慰问，想“让他们知道身后有着
全国人民的支持”。
　　他积极投身香港与内地电影合作，不仅做演员，也
投资扶持新人。“很多导演或幕后工作人员介入不同类
型的电影中，可以慢慢让香港和内地的作品彼此融合，
互相靠近。”
　　在 2015 年上映的电影《失孤》中，刘德华演绎一
名坚持寻子十多年的内地农民，这缘于他被故事内核
所深深打动。那次突破“偶像”光环的表演背后，有着深
刻的情感上的连接。
　　经历了香港电影和音乐的黄金时代，刘德华坦言，
艺术形式的接受度总会上上下下、起起落落，“但不能
只考虑商业价值，还要考虑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他有
计划拍一部关于粤剧的电影，“不是我演，是找年轻
人”。
　　公益活动，也成为其人生的重要部分。从探望老
人、照顾孤儿到临终关怀，刘德华说，传递爱的工作一
定要延续下去。
　　今年春节刚过，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袭击香港，香
港演艺界开始筹备一个行动，把经典歌曲《狮子山下》
重新填词，通过艺人献唱，给市民打气。
　　“当时我在深圳，离开香港已有一段时间。”刘德华
说，收到歌词后就在自己房间开始录，“需要我的能量
时，我就可以给，不管多忙或者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
　 这是刘德华对香港的承担，也是对自己的要求。
　　“我家有六个兄弟姐妹，而现在的家庭很多只有一
到两个孩子。”成为一名父亲后，刘德华觉得应该为年
轻人负更多责任。
　　对当下香港面临的房屋和青年发展等问题，他并
不回避：“需要给年轻人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空间和环
境，去迎接他们的未来。”
　　未来的香港，的确有着无限可能。国家“十四五”规
划纲要里对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定位，正
是刘德华思量已久的。
　　“我年轻时，香港每一年的艺术节都是重要的
时 间 ，很 早 就 要 开 始 找 票 ，因 为 我 们 需 要 看 到 世
界。”谈及艺术，他语气坚定——— 在香港建设中外文
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过程中，自己绝对会是其中的重
要一员。
　　这种坚定，与他对香港和国家的信心系出同源。
　　“我在各种不同的地方都说，对香港前途充满信
心。”刘德华说，不止如此，“25 年来，香港人的家国情
怀也越来越深”。他相信，中国人只会越来越团结。
　　去年 7 月，刘德华办了一场网络直播，冠名“这平
常的一天”。开始演艺生涯以来，正是每一个平常日子
的叠加，成就了现在的刘德华。
　　“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地锻炼。”香港特别
行政区成立 25 周年主题曲《前》的 MV 中，刘德华唱道。
　　他说，我们要把今天过好，把每一件事做好。这很
重要。         新华社香港 6 月 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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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德华接受专访（5 月 25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李钢摄

新华社记者卞婷、孙非、刘颍

　　天色渐暗，叮当的牛铃声从远处传来。这
是牧人晚归的时刻，也是牧民罗珠开始忙碌
的时分。村口空地上，他手脚麻利地支起一块
幕布，架设好放映机和音响架。村里的孩子们
立刻围过来，叫嚷着要看喜欢的电影。大人们
也拉着家里的长条毯，闻声而来。
　　这是西藏当雄县巴灵村的一个初夏夜
晚。海拔 4300 米的草原与伸手可摘的云朵
连成一片，用作放映电影的幕布像一幅展开
在天边的画布。罗珠今年 62 岁，是当地一名
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员。从 1985 年开始，他放
映电影的脚步遍及了当雄县近 200 个村落。
　　第一次看电影那年，罗珠十岁。在他印象
里，铁箱子里装的放映机，是不被允许碰触的
珍贵物件，搭建幕布是村里人抢着帮忙的活
儿。那时的他，只觉得拥有这么多“高科技”设

备的放映员是他见过最厉害的人，却对电影
内容已经没多少印象。他只记得，“银幕上才
旦卓玛老师在北京唱歌”，大家围着鼓掌叫
好，连幕布后面都站满了人。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县里招电影放
映员，会开手扶拖拉机的罗珠脑子灵活、人也
勤奋，成功得到这份梦寐以求的工作。从学习
倒带、架幕布开始，罗珠走上了电影放映
之路。
　　那时，牧民的文化生活还比较匮乏。村民
们甚至会在夜色里拖家带口徒步十几里地，
跑到邻村看一场电影，即使下雪，也会一边跺
着脚，一边津津有味地看。影片结束，大家在
幕布旁跳起锅庄舞，伴着星斗欢歌。
　　而那时的罗珠，是大家心中的“红人”。放
映结束，孩子们常常央求他“再留一天”“再放
一场”。他的手扶拖拉机里载着幕布、放映机、
胶片、发电机，以及路上的口粮和被褥，走一

圈下来要三个多月。
　　后来，罗珠放的电影从画面斑驳的老
胶片，变成了色彩缤纷的数字电影。影片供
应也在更新，动作片、战争片、关于畜牧养
殖的科普片，还有讲述西藏解放历史、民族
团结的影片等。农牧民甚至可以提前选择
片单，在村里“点单”观影。
　　与此同时，电视、手机也在慢慢普及，
聚集在村头看电影不再是唯一的消遣。但
人们依旧期待罗珠的到来，像是期待记忆
里的一场仪式。37 年间，罗珠为他们点亮
了高原村落的夜生活，架起了藏北高原牧
民与光影世界的桥梁。
　　苍穹之下，银幕微光映照着巴灵村女
孩儿阿旺曲珍红彤彤的小脸。今年 6 岁的
她倚在奶奶身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幕布，第
一次看电影的她“好像在梦里”。在她周围，
放牧回来的汉子、织完邦典（藏族围裙）的

少女，看着电影不时交谈，说说笑笑。对村
民们来说，这个临时搭建的“电影院”也是
他们翘首以待的“社交平台”。
　　 2021 年，西藏近 500 个基层电影放
映队共放映公益电影超 66000 场。数万
场放映的背后，是一个个基层电影放映员
的辛苦付出，为建设美丽幸福西藏增添
助力。
　　据介绍，西藏自治区电影公共服务中
心正逐步开展将露天电影转向室内的试
点工作，把电影放映的服务，下放到乡镇
里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为群众提供更便利、舒适的观影
体验。
　　对罗珠而言，无论是在风吹日晒的草
原上，还是在可以遮风挡雨的室内，“只要
幕布一亮，群众开心，我就心满意足了。”
           新华社拉萨电

雪域苍穹下，66000 次银幕绽放的背后

新华社记者黄茜恬、林宁

　　在香港西九文化区西海岸，金色外观的香
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步入馆
中，内部工程和展厅装修工作已接近尾声。
　　在第四展厅，藏品修复团队主任吕智超
和梁嘉放正在进行馆内大环境的监测工作。
随着手中仪器“嘀”的一声，所有指标均显示
在正常值范围内。
　　“我们尽力为文物展出提供最严格的环
境条件，尽管外面一年四季气候变化，但馆内
的温度和湿度都不会变。”梁嘉放说。

  “让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安全

来、安全回”

　　今年夏天，逾 900 件来自故宫博物院的
珍藏将陆续抵港，在香港故宫文博馆开幕展
展出。虽然文物离京前早已完成修复，但要让
它们以最佳状态与观众见面，香港故宫文博
馆的两位藏品修复专家吕智超和梁嘉放仍需
做好“预防性保护”工作，从展厅温湿度监控
到光照监测、虫害预防，每一项工作都丝毫不
能马虎。
　　香港故宫文博馆是一座新建的博物馆，
一切文保工作均需从零开始。梁嘉放说，他们
从去年就开始筹备前期工作，过程中虽然挑
战不少，但都会竭尽全力做到最好。
　　“文物脆弱，需要格外用心守护。”吕智超
说，各类文物都有其适合的温湿度和照度。例
如书画类文物，如果存放空间湿度太高，就可
能会卷曲，或者出现霉斑；如果太干，则可能
会断裂。
　　由于故宫博物院文物抵港时间是夏季，
香港和北京的温度差异虽不大，但香港的湿
度较北京更高。
　　“经过反复思量和多次对比，我们最终购
置了 200 多个世界顶级专业艺术品展柜，为
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提供最高级别的保护。”梁

嘉放说。
　　近观香港故宫文博馆的展柜，上层是有
防紫外线涂层的玻璃，用于展览文物；下层白
色箱体中装有温湿度调节仪器，会根据文物
的需求来调整参数。
　　梁嘉放还介绍，香港蚊虫多，修复团队在
香港故宫文博馆大楼交付后便开始进行防虫
工作，务求保护好展品。
　　“开馆在即，我们一刻不敢松懈，最大的
心愿就是让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安全来、安全
回。”梁嘉放说。

  “期待在香港重逢部分故宫博

物院的文物”

　　作为香港故宫文博馆的首位文保人员，
吕智超是中国书画修复师。他自幼热爱艺术、

学习画画，师从中国书画修复名师顾祥妹
和孙坚，曾到美国修复了大量中国书画，其
中包括元代赵孟頫的《二羊图》等名作。
　　“香港故宫文博馆最吸引我的地方，就
是其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独特优势。”谈
及加入香港故宫文博馆的初衷，吕智超说，
香港文化多元、开放包容，希望未来在这里
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在我看来，香港故宫文博馆的理念很
开放，我们希望将其打造成为一个具有国
际视野，同时又能够宣传中国文化的博物
馆。”梁嘉放说，希望把中国传统的修复技
艺介绍给世界，促进文物保护交流。
　　采访中，二人都表示非常兴奋能在香
港观赏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吕智超说，自己
曾在美国参与过有关故宫博物院的布展；
梁嘉放也因工作原因曾多次到访故宫博物

院，对不少文物充满感情。
　　“期待在香港重逢部分故宫博物院的
文物，相信一定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
觉。”梁嘉放笑着说。

  “希望让更多人了解文物修

复工作”

　　随着文物修复技术的进步，文物修复
师也需要不断精进技艺。梁嘉放说：“现在
文物修复非常注重与科学技术的结合，需
要不停更新知识，并应用到实际工作中。”
　　修复文物也讲求专注与毅力。梁嘉放
回忆起自己曾经花费一整年时间，只为修
复一件文物。“因为每一步都在显微镜下进
行，工作范围非常小，所以每天的进度非常
慢。”
　　修复工序繁复冗长，梁嘉放却乐在其
中。她说，修复文物的过程不仅重现古代工
匠精神，也在发掘和记录故事。“修复过程
中会有很多发现，比如文物的工艺、过去使
用的材料，我们记录这些东西，再讲给大
众，让大家更了解我们这个行业。”
　　吕智超曾经有过在观众面前进行文物
修复的经历。“很多观众都来看我们到底怎
么修复，询问我们进行到哪一步。甚至还有
一些观众连续一周每天都来，就为了多看
看文物修复的过程。”吕智超说。
　　在第四展厅，特地放有两张专门从扬
州订制的红色手工大漆桌子。吕智超说，这
种红色手工大漆桌子在中国书画修复中算
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工具。“在红色的桌子
上，更能清楚分辨书画不同的层、纸张破
洞、糨糊均匀度等。”
　　吕智超说，开馆后也计划做一些演示
活动，甚至让观众有机会动手参与，从而获
得文物修复的直观感受，亲身领略中国传
统书画的魅力。
      新华社香港 6 月 7 日电

“让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安全来、安全回”
香 港 故 宫 文 博 馆 藏 品 修 复 团 队 用 匠 心 与 科 技 守 护 文 物

　　金色小麦
在田野中静待
收割，一辆辆

拖拉机在公路上驶过——— 这是一座普通的中
国村落。然而，落日余晖中，村口大喇叭传出
的萨克斯名曲《回家》，又让这里散发出了西
式格调。
　　走进天津市四党口中村，上低音号、小
号、长号、圆号、萨克斯……一件件管乐器
整齐排列在工坊中。焊接、配件、调音……
村民们摆弄起西洋乐器就像侍弄庄稼一样
熟悉。
　　四党口中村是全球最大的管乐器生产基
地之一，被称为“萨克斯村”。改革开放以来，
四党口中村从加工配件、成立自己的乐器厂
到将乐器出口海外，一群祖祖辈辈种粮的农
民开始摆弄起了西洋管乐器。这里 80% 的村
民从事西洋铜管、木管乐器的生产制作，其中
85% 的乐器出口海外。
　　“开始时大家都不认识这些管乐器，生产
量并不大，究竟能不能卖得出去，其实心里都
没底。”天津奥维斯乐器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国
民说。
　　为了打开销售渠道，张国民这代人跑遍
了京津地区的外贸公司，闯出了产品出口海
外之路。“几年后销量逐年上升，几乎是做多
少、卖多少，海外订单源源不断。”张国民说。
　　随着订单猛增，乐器厂越办越活、越办越
多。在距离四党口中村不远的村庄，天津华一
乐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宝展的两个儿子迷上
了双簧管和巴松，他们前往四川音乐学院进

修，还将学到的音乐知识带回了村里。
　　现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公司员工大多能
吹奏几段管乐。“对村民来说，由于经常性地
测试乐器音准音色，工业化、批量化的‘按图
索骥’转为了精细化的艺术创造，西方古典音
乐也走进了家家户户的日常生活。”天津奥维

斯乐器有限公司销售经理丁保华说。
　　在走出国门、远销海外的二十余年中，
四党口中村的管乐器制造从“上量”到“求
质”。2007 年后，张国民前往英国、德国等
地的管乐制造公司交流探访，精打细磨、学
习先进工艺。企业也走上了 2022 年第 19

届国际上低音号大号艺术节、美国“纳姆”
乐器展、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乐器展览会等
展会平台，受到海外客户与音乐家的关注
与好评。
　　为了适应不同国家、不同用户的多元
化需求，张国民带领员工对乐器的孔径、按
键等进行定制化改造，在西洋乐器内融入
了“中国巧思”。
　　圆号的弯管就是其中之一。“之前我们
灌上松香后煨制，一些海外客户反映乐器
音色不够亮。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研究，我
们发现不装任何原料、空煨一次性成型的
效果更佳，果不其然海外客户反馈非常
好。”张国民说。
　　如今，四党口中村的乐器销往德国、美
国、日本、韩国等十余个国家，年出口额近
2 亿元。
　　不只是设计、制造，萨克斯等西洋乐器
还不断与中国传统音乐相结合。中国萨克
斯演奏家杜银蛟、王清泉等人就将中国经
典曲目改编成萨克斯重奏和独奏曲目，在
传播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同时，还为中国
萨克斯教育以及萨克斯爱好者提供了丰富
生动的新教材。
　　“用西洋乐器演奏中国音乐，可以让西
方听众熟悉中国音乐，也可以让我们更了
解西方乐器演奏的更多可能性。”上低音号
演奏家龚宏亮说，这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最
直观的一种体现。
       （记者刘惟真、王井怀）
       新华社天津 6 月 8 日电

“中国农民制造”：全球管乐器吹出的“新音符”

  ▲天津奥维斯乐器有限公司的员工在对圆号进行组装调试（6 月 2 日摄）。
                         新华社记者刘惟真摄

  ▲在香港故宫文博馆，藏品修复团队主任吕智超和梁嘉放（右）在展厅内工
作（4 月 22 日摄）。                新华社记者王申摄

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香港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