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当演唱《东方之珠》这首歌，或是这
首熟悉的旋律响起，第十、十一、十二届全
国政协委员、香港著名艺人汪明荃的思绪就
仿佛回到了25年前的那个夜晚。

1997年6月30日晚，为了迎接香港回
归这一历史性的时刻，龙的光辉——香港回
归大汇演活动举行。作为这场大汇演的主持
人，汪明荃提前一晚住进了香港会展中心，
怀着激动而兴奋的心情，等待着回归的钟声
敲响。香港回归盛大的交接仪式后，香港举
行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电视卡拉OK，数百万
人在《东方之珠》的歌声中沉醉，有人脸上
挂着笑，有人眼里含着泪。

“东方之珠，整夜未眠。”这句歌词正是
对香港回归当夜的真实写照。对于这一天，
汪明荃与很多人一样，期待了很久。20世
纪 80年代，是汪明荃演艺生涯的黄金时
代，1984年12月19日，作为香港演艺界唯
一代表，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中英关
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中英联
合声明”） 签署仪式。“很荣幸见证历史，
任何时候想起当时的场景，内心都激动不
已。”此后，1997年7月1日零点钟声的响
起，成了汪明荃最期待的时刻。

香港素来有东方之珠的美誉。歌曲《东
方之珠》最早的版本是1981年香港电视剧
《前路》的主题曲，表现的是香港人拼搏的
城市精神。1984 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
后，由罗大佑创作的粤语版《东方之珠》在
香港传唱，敏锐地表达了当时香港人在徘
徊、挣扎中崛起的心态。香港回归前，普通
话版《东方之珠》带着祖国对香港的思念，
带着香港人对未来的期待，在内地和香港唱
响，成为带着浓烈香港回归印记的歌曲。

然而，从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到香港顺利
回归的十余年，对一些香港人来说，内心充
斥着对前途的担忧和对未知的恐惧。这段时
间，汪明荃的演艺生涯也遭遇了不小的挫
折。香港回归前，香港大多数艺人都不敢去
内地，台湾则是香港影视行业最大的市场。
1988年，经推荐，汪明荃当选为全国人大
代表，这让当时的她在香港和台湾遭遇“封
杀”。“因为在内地参政议政，我的身份受到

了歧视，那时候内地市场又没有放开，沉寂了
差不多十年时间。”汪明荃说。

直到1999年，随着香港回归祖国，内地市
场逐渐开放，香港影视产业在内地有了更加开
放的空间，汪明荃才得以重返荧幕。虽然错过了
宝贵的黄金十年，但融入广阔的内地市场，还是
让汪明荃的演艺事业再次迎来了春天。“内地市
场的日益扩大，为香港演艺界人士提供了越来
越多机会，TVB剧在内地广受欢迎，香港与内
地影视行业更深入的合作，都加速了香港演艺
行业的发展。”汪明荃表示。

让她感触深刻的是，香港回归祖国后，除
了演艺行业，同样取得巨大发展的还有香港粤
剧。作为香港八和会馆主席，汪明荃介绍，回
归之前，粤剧还只是香港市民的民间娱乐。回
归之后，粤港澳三地政府、文化界、粤剧界逐
渐开展交流与合作，联合筹划粤剧申遗并取得
成功。粤剧申遗成功当年，香港八和会馆发表

“粤剧传承计划”，为香港培养了一大批粤剧新
秀演员，每年进行多场演出，
传承粤剧艺术。

25年来，香港更好地
融入祖国发展大局。《东方
之珠》这首歌也总是在包
括庆回归在内的多场主
题晚会上响起。历次庆回
归文艺晚会上，也总有汪
明荃的身影。“在祖国的强
大支持下，香港这颗璀璨
的东方明珠绽放出更
加耀眼的光芒。作为
亲历者、见证者、参
与者，每当站在这
个舞台上，我都无
比感动，感到大家
的 心 ，跳 在 一
起 。”汪 明 荃 相
信，只要狮子山
下的香港人凝
聚共识，团结
一致，东方之
珠 一 定 会 风
采浪漫依然。

汪明荃：

愿东方之珠风采浪漫依然
纪娟丽

“‘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誓相随，无
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
……’同学们，你们是香港未来的建设力
量，希望你们牢记这首歌中所传唱的香港狮
子山下精神，去克服求学路、求职路乃至整
个人生路上将会遇到的风雨和挑战，团结一
致，建设好我们的小家，更要有家国情怀和
时代担当。”6月17日，在香港西贡一所中
学的教室里，一首经典老歌 《狮子山下》，
将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孙少文和台下150位青
春朝气的中学生连在一起。

当日，孙少文参加香港友好协进会组织
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进校园、
讲国情”校园讲座活动，为中学生讲述粤港
澳大湾区的发展前瞻和香港的机遇，共话未
来。课后，他表示：“和孩子们讲起这首歌
时，我很激动，脑海里浮现的是几十年来自
己在香港走过的岁月，也再一次感慨狮子山
下精神给香港带来的影响。特别是香港回归
祖国 25年来，历经风雨，祖国的庇佑下，
这颗东方之珠更加璀璨。”

时间追溯到1980年，孙少文离开家乡
东莞移居到香港发展。当时，香港经济刚刚
开始起飞，底层人民生活得比较艰苦。他自
己，也是为了有一处栖身之地，白天打一份

工，晚上再打一份。但他清楚地记得，当时，
无论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还是大量从内地迁
来的新移民，大家都团结一致，努力拼搏，希
望用双手创造出自己的好生活。“由黄霑作
词、顾嘉辉作曲，罗文演唱的《狮子山下》这
首歌就在这样的时代推出。歌曲是写实电视剧
《狮子山下》主题歌，剧中讲述了香港那些住
在公屋或是铁皮屋里普通居民的平凡生活和他
们对未来的美好向往。”

回忆起几十年前的时光，孙少文依然历历
在目。“经历过那段时间的人都记得，这首歌一
经推出，迅速风靡整个香港，几乎人人听，甚
至人人唱。因为这首歌写出当时香港人的心
声。”孙少文说，“歌词第一句就引起强烈共
鸣。‘人生中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
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这
是在勉励大家，只要心态好，哪怕面对生活的
苦，也要靠双手去奋斗、靠勤劳去改变。还有
我非常喜欢的一句，‘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
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
追’，在当前的香港，也非常需要这种精神。香
港的发展是所有香港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要和
而不同，凡事从大局出发，立足长远，既有建
设小家的理想，也要有服务国家的抱负。”

孙少文坦言，当年的自己一听到这首歌，
就被其正能量所感染、激励，因而非常喜欢，
直到现在。此后40多年的时光中，在这种精
神的鼓舞下，他拼搏、进取，成就了自己的一
番事业，又满怀赤子之心回报国家和社会，捐
助支持内地和香港的文化、教育及民生等多个
领域。只是提到这些，孙少文常常一笑而过。

他说，正如这首歌所承载的，是他和绝大
多数香港同胞一样，都坚守的爱国爱港的香江
情怀。他也坚信，这首歌所歌颂的精神，永远
不会过时。

“今年3月，香港经受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
冲击，中央及时予以支援，香港各界团结一
致攻坚克难。当时香港的无线电视策划了
《狮子山下同心抗疫》歌曲，有近百位歌手和
艺人参与录制，以此献给为抗疫作出无私奉
献的每一位。这说明，无论是经济起飞的早
期，还是在面对疫情的艰难时刻，这首歌都
能唤起人们内心的力量、温情和战胜困难的
意志，以及克服困难的信心。这就是 《狮子
山下》所带来的光和力量。”孙少文说，优秀
的艺术作品，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40多
年之后，《狮子山下》的歌词和旋律依然充满
催人奋进的积极力量。

在他为中学生上的这堂课上，当他为这些
高中生慢讲述、细分析，从国家整体到粤港澳
大湾区，从内地到香港，从“十四五”规划到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乃至香港特区
政府的施政报告，香港的机遇也是香港年轻一
代的机遇，他看到，这些少年眼里透出和他当
年一样的希冀；当屏幕上显示出这样一首引人
共鸣的老歌的歌词时，他看到这些少年的眼里
闪出的晶莹之光。那一刻，孙少文更加坚信，
《狮子山下》 所表达的香港精神永远不会过
时，而且必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香港人团结奋
进，服务香港，贡献国家。

““有了这种香港精神有了这种香港精神，，香港的明天会更好香港的明天会更好，，祖祖
国的明天也会更好国的明天也会更好。。””孙少文说孙少文说。。

孙少文:

《狮子山下》所传唱的精神永不过时
本报记者 李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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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曲嘹亮港曲嘹亮 声声不息声声不息

诗以言志，歌
以咏怀。歌曲，从来
都是抒发民众思想
感情的重要载体，
一首经典好歌往往
能够唤起一种精
神，能够凝聚不凡
的力量。比如在香
港。

正逢香港回归
祖国25周年，让我
们盘点那些由香港
诞生，在全体中华
儿女中引起共鸣
并经久不衰的老
歌，也唱起迎着朝
阳诞生的新歌。在
这些歌曲中，品味
香港回归祖国以
来的不凡历程，品
味香港同胞在歌
曲中传唱出的自
强不息的精神、团
结友爱的胸怀、爱
国爱港的深情。

港曲嘹亮，声
声不息。

近段时间，沉浸在庆祝氛围中
的香港人，被一首新歌“圈了粉”。

它的主唱阵容强大——由谭咏
麟、张学友、刘德华等28位香港及
内地著名歌手献唱；它的歌词鼓舞
人心——由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0周
年主题曲的作词人陈文琪再度操
刀、匠心出品；它的主题更是紧扣
当下的社会热点——庆祝香港回归
祖国25周年！

这 首 名 为 《前》 的 主 题 曲 ，
短短时间内，被香港和内地同胞
广泛传唱开来，也登上了全国政
协委员、全国青联副主席霍启刚
的歌单。

“歌词很有意思，我和朋友都
非常喜欢，部分朋友还一起拍摄了
合唱版的视频。我也跟着唱。”霍
启刚打趣道，但自己不是专业歌
手，唱得一般般。

“最重要的是唱的过程，要细
品歌词。”他笑着说。沉浸其中，
听者总会被歌词触动。

那一句“过云雨常妨碍着远
望，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便总
会勾起他的回忆。香港回归祖国25
年来，经济社会繁荣稳定，同时历
经的风雨也不少：金融风暴、非
典、新冠肺炎疫情……

“每一场‘过云雨’都有国家
陪我们跨过去！”霍启刚的思绪被
拉到了今年年初，香港经历第五波
新冠肺炎疫情。“当时有很多人真
的非常彷徨，不知道这样暗淡的日
子何时才能到头。所幸的是，在国
家和内地同胞的支持下，我们跨过
了那道难关，一起迎来了阳光！”

在香港回归祖国 10 周年、15
周年、20周年时，香港曾分别推出
主题曲 《始终有你》《难忘时刻》
《香港·我家》。而此次主题曲的名
字只有一个字——《前》，在霍启
刚看来，这言简意赅的一个字，恰

恰传递出了它独特的意义。
“这几年，我特别深的感受就是香

港放慢了脚步，甚至有时仿佛还停滞
不前。纷争令我们无法纾解民生问
题，难以推进经济发展。历经波折，
我们真的需要‘前进’！从当前的香港
发展背景和国家政策方向下，我们要
把握机遇大步前行，但我更加感觉，
不只是香港自己向前行，还要和大湾
区众多城市一起向前行！在国家发展
轨道上，在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向世
界展现我们的实力，向世界讲好中国
故事。”霍启刚说。

在 《前》 中，有一句歌词被反复
唱颂，即“用我心路代言、坚毅代
言，建立每一天”，这句话也恰如其
分地唱出了霍启刚的心声。他说，若
是换做自己用心路代言，未来他希望
可以用“自信”二字。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1 周
年、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我们见
证了国家走向富强，见证了国家在国
际舞台上自信地展现风采。在大国博
弈下，我们需要‘自信’凝聚和引领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胜利前行，我们
需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不盲目仿效，也不盲
目排外，用我们的智慧和自信，弘扬
中华文化，走属于我们的道路，维护
适合我们的制度。”

国家发展大局面前，香港同样需
要积极融入，贡献自身的力量，就如
同他特别喜欢这首歌中的另一句歌词
一样：“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
好好的锻炼”。

“我想这句歌词写给我们香港每
一个人。国家发展为我们带来很多机
遇，在这些机遇面前，我们真的需要
装备好自己，才能够把握得到！在未
来前行的道路上，我们要不忘初心，
展现香港人坚毅的个性特征，在香港
由乱到治迈向由治及兴的新起点上，
打造更美好的繁荣前景。”

霍启刚：

机遇在《前》
香港向“前”

本报记者 徐金玉

本报讯 （记者 刘圆圆） 6 月 16 日，南京市侨联组织美
国、加拿大、法国、希腊、新西兰、日本、泰国等 10 个国
家在宁的近 20 位海外知名侨领及华文媒体代表走进溧水
区，开展以“凝聚侨心侨力 服务乡村振兴”为主题的美丽
家乡行活动。

参观走访了中国供销社主题博物馆、“红色乡村旅游胜地”
里佳山村、两莓产业示范园、南京市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
范区规划展示馆等地后，侨领们纷纷表示，切身感受到溧水乡
村振兴带来的巨大变化，大家要立志当好家乡城市形象的积极
宣传者。

南京市侨联党组书记毛银玲表示，通过此次活动，让侨领
们真切感受到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乡村振兴美丽画卷，为讲好南京故事提供了一个真实的样板。
希望各位侨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讲好南京故事、溧水故事，
为乡村振兴招商引资、招才引智贡献侨界智慧与力量。

南京市侨联开展海外知名侨领美丽家乡溧水行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李寅峰） 近日，中国侨联办公厅印发通知，
正式启动“追梦中华·奋进新征程·喜迎二十大”华侨华人短视
频大赛。

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加强侨界思想政治引领，把广大归侨
侨眷和海外侨胞紧密团结起来，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根据活动安排，6月—10月，中国侨联面向广大归侨
侨眷和海外侨胞广泛征集反映侨与新时代中国的故事，以短视
频的方式、多视角的片段展示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侨界踔厉
奋发、笃行不怠的精神风貌。10月底，将完成短视频征集活动
并公布获奖作品及单位，视情举办优秀作品展映会暨颁奖典礼。

此次活动要求征集视频内容紧扣主题，时长 5 分钟以
内，故事短片、纪录短片、采访片段、短篇动画等均可，并
于 10 月 31 日前，将投稿内容发送到中国侨联指定邮箱
（xcc@chinaql.org）。

“追梦中华·奋进新征程·喜迎二十大”
华侨华人短视频大赛启动

本报讯（记者 刘圆圆） 6月18日，“翰墨溢彩庆回归”庆
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书画展，在广州祈福新邨开幕。参展者
中既有中国侨联原副主席、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王荣宝，《香
港美术》杂志副主编郑坚宏，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香港美术家
协会主席叶志华等知名人士、书画艺术大家，也有在粤港澳大湾
区生活的港澳学生。他们以书画艺术抒发对香港回归祖国25周
年的美好祝愿。

主办方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祈福集团副董事长孟丽红表
示：“希望通过书画展弘扬中华文化瑰宝，增进香港同胞对祖国文
化艺术的了解，培养香港青少年的国家情怀和民族观念。也希望
借文化交流活动加深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联系，助推香港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

翰墨溢彩庆回归 港澳学生齐参与

港澳传真

融合交流

同胞在线

香港回归祖国香港回归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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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澳门濠江中学礼堂宾朋满座，
屏幕上两个飞扬的数字分外醒目——
1932、2022。这一天，这所学校迎来了自
己90岁的生日，濠江中学成立90周年庆
祝大会举行。

一位位受邀嘉宾、老师学生步入校园
时，都不约而同地做了一个动作——抬头
向上望，眼前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正如这
数十年的过往一样，迎风飘扬。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澳门濠江中
学校长尤端阳的内心尤为激动。他说：“濠
江中学创建于1932年，是目前澳门学生人
数最多的基础教育学校，从建校时起，学
校便秉持着光荣的爱国爱澳传统。”

在澳门，这里是最早升起第一面五星
红旗的地方。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这喜庆的消息传到澳门，澳门同胞欢
欣鼓舞。但当时的澳门还未回到祖国怀
抱，心系祖国的时任濠江中学校长杜岚做
了一个重要决定——澳门也要准时升起五
星红旗。为此，她特意请人到祖国内地给
五星红旗拍照，并掏钱买好红布、黄布，
以照片为样板，连夜缝制。

当时的澳葡当局对此百般刁难，当警
察问杜岚为何要这样做时，她的回答掷地
有声：“我是中国人，新中国成立了，我们
升这面五星红旗理所当然！”

自此，濠江中学每逢周一便会举行升
国旗仪式，和内地的学校一样，学生们
注视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并高唱
《义勇军进行曲》。

“我们坚持以事感人、以情动人、以理
服人、以德育人，促进学生把爱国爱澳的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融会贯通，做到春风
化雨、润物无声。”全国政协委员，澳门濠
江中学副校长陈虹动情地说。

2019年，学校还迎来了一份特别珍贵的礼物。5月31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给濠江中学英才校部的小学生回信，勉励澳门
少年儿童，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同年12
月19日，他再次视察濠江中学英才校部，观摩历史公开课，并
向在场的澳门基础教育学校校长、历史及德育教师代表发表重
要讲话。

“在建校90年之际，作为濠江中学人，我们倍感自豪，更
觉教书育人责任重大，定会不负使命，继续做好濠江爱国教育
工作。”陈虹说，濠江同仁在未来定会更加努力，与时俱进，
坚定不移地把教育工作做到最好，让爱国爱澳精神薪火相传，
让“一国两制”事业后继有人、后继有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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