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春佳節，相

聚是永恒的主

題。經歷了農曆

新春的走親訪友、胡吃海喝，無論人還是腸

胃都需要好好休息。想要放鬆一下的港人，

這個周末不如到隔壁的廣東來一趟博物館之

旅吧。如果說「建築是凝固的音樂」，那麼

博物館則是「凝凍的歷史」，涵蓋了人文、

藝術、社會等方方面面，體現了人類發展的

智慧。從一件小小的手工器物可以折射出器

物存在年代的社會狀況甚至更多文明的閃光

點，正是寓教於樂的奇妙之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寶儀 廣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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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越秀花燈會
時間：2018年2月8日—3月11日7時—22時

地點：廣州市越秀公園

2018中山市迎春花燈會
時間：2018年2月12日—3月11日

地點：中山市孫文紀念公園等

2018清遠新年燈光秀
時間：2018年2月13日—3月2日

地點：清遠市江濱公園、江心島、鳳城廣場、飛來
湖、中山公園等

2018年深圳歡樂谷新春歡樂嘉年華暨
首屆幻綵燈光節
時間：2018年2月16日—3月4日

地點：深圳歡樂谷園區

%��"��

2�1�C�

廣州

■珠海羅西尼鐘錶博物館是以鐘錶文化、
時間歷史為脈的歐式風格建築。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廣州粵劇藝術博物館：從深圳

灣口岸出發，上廣深沿江高速，先
後經過莞佛高速、廣澳高速、廣州
繞城高速、東新高速，離開高速後
沿東沙大道、芳村大道南、芳村大
道東、芳村大道中、花地大道北輔
路、珠江隧道、叢桂路、恩寧路前
進，隨後抵達目的地，全程約1小
時45分。

羅西尼鐘錶博物館：從深圳灣

口岸出發，上廣深沿江高速，經入
莞佛高速進入廣澳高速珠海支線，
離開高速後沿金峰北路、科技六路
前進，全程約1小時50分。

南國絲都絲綢博物館：從深圳

灣口岸出發，上廣深沿江高速，先
後經過莞佛高速、廣澳高速、黃欖
快速進入順番公路，隨後沿着順番
路、德勝中路、德民路東延線、德
民路、觀綠路、龍盤北路前進，全
程約1小時40分。

廣東瑤族博物館：從深圳灣口

岸出發，上京港澳高速，經廣州繞
城高速、許廣高速進入G323，離開
高速後沿團結大道、東和路到廣東
瑤族博物館，全程約4小時40分。

2018春節期間森波拉將以「部落過大年，
竹泉浴新春」為主題，舉辦「竹筒巨鍋宴」篝
火狂歡自助晚宴、恐龍波波帶你穿越「侏羅
紀」、到部落做客、有機農場捉雞「偷」菜等
系列辭舊迎新活動。
時間：2018年2月11-14日、2月22-28日
森林皇宮酒店主樓大床/雙床房優惠（人民

幣，含雙早、無限次火山溫泉門票、無限次奇
妙世界門票）：658元間/晚（周日—周四）、
758元間/晚（周五）、858元間/晚（周六）。

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曾是繅絲業興
旺的南國絲都，在鼎盛時期被稱為「廣東
銀行」。據《廣東省誌——絲綢誌》記
載，鴉片戰爭後到1929年，中國絲綢
80%在廣東生產，廣東絲綢80%在順德生
產。隨着順德絲廠的倒閉，「一船繅絲一
船銀」的盛景也逐漸成為逝去的歷史、一
代人的回憶。
為了傳承絲綢文化，還原順德絲綢業的

繁盛，原順德絲廠分廠的廠長，跑遍中
國，賣房籌款，在2007年創建了南國絲都
絲綢博物館。該館是廣東省首家民辦絲綢

專題博物館，分為絲綢文史館、養蠶館、
紡織工業館、嶺南文化館、絲綢精品陳列
室。館內陳列大量圖片、文字、標本、古
代原始設備、設施、工具、物品、服飾及
豐富的絲綢精品。

親自動手參與製作
為了讓市民更好地了解這段歷史，

南國絲都絲綢博物館採取了與目前內
地已有的少數絲綢展覽館不同的動靜結
合方式，既提供文字、圖片資料介紹順
德絲綢業的發展歷程和生產工藝，如

「香雲紗」等特色絲綢文化，更提供
機會讓遊客親自動手參與製作，遊客可
到養蠶室餵一餵蠶寶寶，再到織綢、染
色示範廠動手學習織綢和染布，然後
為絲巾繪上自己喜歡的圖案，體驗其
中的樂趣。

踏古尋寶賞藏品
遊園訪史學佳人
聽粵曲製鐘錶習織綢 體驗寓教於樂奇妙之旅

對於生活在粵港澳地區的人，無論
年齡大小，對粵劇都不陌生。粵劇有
着幾百年歷史，是具有嶺南區域文化
特點的地方劇種，深受粵港澳市民及
海外華僑華人的喜愛。廣州的老城區

荔灣，就是遇見粵劇最好的地方。
荔灣老城區是嶺南文化、西關文化傳承聚集

地，明清時期，這一帶被稱為「西關」。這裡不
僅保存着廣州完整的舊城空間格局，也是粵劇藝
術的重要發源地和傳承地。粵劇人的精神祖
屋——八和會館，紅線女、白雪仙等多位粵劇名
伶的故居都在此地，粵劇藝術博物館也在這裡。
粵劇藝術博物館是一座具有嶺南風格、水鄉

特色的中國園林式博物館，沿荔枝灣涌三期分
為南北兩岸。南岸為主館及仿古園林建築，主
要承載展覽、演出、教育、研究、公共活動等
功能，北岸為文物修復、粵劇藝術的傳承與保
護等配套區域。
這裡庭院深深，有流水、小橋、台榭，雜花生

樹，游魚戲水。眼之所見，這邊廂是沉墨色的瓦
礫樓宇，那邊廂則是中國紅的飛簷廳堂，建築物
大量採用中式木結構，顯得典雅古樸。還有大量
的木雕、石雕、磚雕等精美藝術品，讓粵劇藝術
博物館不僅是戲曲博物館，更成為了嶺南地區非
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平台。走在這樣一座古色古
香的大宅院內，令人不禁浮想聯翩：不知何時，
不知哪個拐角處，一位體態婀娜、裙裾飄飄的大
家閨秀突然而至，發出動人的南音。

廣福戲台木雕精美
廣福台是這裡非常值得一看的戲台。廣福台為

重簷歇山抬樑式結構建築，三開間，寬8米，高
9米，進深達9.5米，在古戲台形制基礎上配合
整體場地佈局而設計。紫銅瓦屋面莊重渾厚，木
雕精美，值得細細欣賞。
粵劇藝術博物館現藏有5,000多件藏品，粵劇
的歷史沿革、藝術特色、唱腔、流派、戲服道
具、樂器等都有實物進行介紹，還有過往粵劇的
表演場地和搭班情況的介紹，如著名的「紅船」
等，同時還會定期舉辦各種與粵劇藝術相關的主
題展覽，讓人參觀之後對粵劇的往昔有了更充分
的了解，也為粵劇的傳承和發展提供了一個很好
的平台。

■■廣州粵劇藝術博物館是具有嶺南風格廣州粵劇藝術博物館是具有嶺南風格、、水鄉特色的中水鄉特色的中
國園林式博物館國園林式博物館。。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攝

日夜更替，季節輪換，時間的秘密伴
隨着我們的一生，難以捉摸，莊嚴神秘。
在廣東珠海，有一座以鐘錶文化、時間歷
史為脈的歐式風格建築——羅西尼鐘錶
博物館。園區的園林景觀引入瑞士日內瓦
「鐘錶花圃」旅遊公園概念，點綴噴泉、
樹木、池塘小橋，營造出寧靜、優雅的氛
圍，不僅適合腕錶設計師凝思、創作，也
是廣大遊客脫離城市喧囂與俗世冗務，盡
情享受休閒時光的理想去處。
鐘錶博物館位於園區綜合樓二層，陳

列從古至今「時間」系列作品，包含了
人們不同階段對時間的不同理解與其運
作的奇妙解讀。在這裡，遊客可以看到

古今中外的時計佳品：登封觀象台、稱
漏、水運儀象台、斜面時鐘等從歷史課
本裡跳出來，告訴你是如何運作的；法
國鎏金壁爐鐘、美國八天汽車鐘、瑞士
百年靈航空鐘，還有空氣鐘、羅傑飛
擺、滾球鐘、皮革鐘等，讓人目不暇
接，以及中國清代的紅木星圖節氣天文
鐘、蘇州插屏鐘，周恩來總理所佩戴的
同款上海牌手錶及中國早期的試製品
「和平牌」手錶等，叫人大開眼界。

製錶流程近身參觀
穿過不同時期的科學家和鐘錶工匠用

智慧和實踐融合成的時間隧道，遊客可以

感受到鐘錶文化的發展歷程和源遠流長。
參觀完博物館，遊客還可以近距離參觀生
產流水線，滿足求知、求新、求異的心
理。據介紹，將現代鐘錶生產過程及工藝
流程對公眾開放展示，這在內地鐘錶業乃
至精密製造行業領域尚屬首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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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國絲都絲綢博物館佛山

清遠森波拉度假森林景區
2018年春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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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觀着裝：
建議身着深色系衣服，因
為白色等淺色系會倒映在
展覽櫃的玻璃上，不利於
觀看藏品；

2. 領取宣傳摺頁：
常設展與特展一般都有宣
傳摺頁，內容包括展廳介
紹、經典藏品與介紹、參
觀路線等；

3. 租講解器或請講解員：
參觀博物館的正確打開方
式，事半功倍；

4. 留意精品藏品：
一般獨立擺放在展覽櫃
裡，立於廳中央的都是精
華藏品。

廣東瑤族博物館坐落在清遠市連南瑤
族自治縣高寒山區自願移民示範區內，是
全國瑤族文物最多、最系統、最齊全的瑤
族專業博物館，承載着全國瑤族乃至世界
瑤族歷史、社會、經濟、文化信息以及對
瑤族文化的研究和開發利用傳承。
博物館雄壯的外觀融入了瑤族紅頭

巾、吊腳樓、長鼓等瑤族文化元素，以
紅黑兩色為主調，整個外觀絢麗典雅
而莊重，寓意瑤族文化的絢麗多彩和瑤
族人民的歷久不衰、堅韌不拔的精神。
該館陳列以「瑤嶺長歌」為主題，分為

遠古尋蹤、瑤山春秋、古韻流
芳、神工能匠及瑤繡工坊，以清
晰的歷史脈絡、廣博的視野全
面和系統地展示全國瑤族四大支
系三十個分支乃至世界瑤族的歷
史文化。

繡花精細美人教藝
在館內，遊客可以觀賞到五花八門的

瑤族服飾，那細細密密的精細繡花、花
樣繁多的銀飾，如果你是女孩子，「買
買買」衝動實在難以抑制。從瑤族博物

館走出來，在附近還能看到心靈手巧的
沙腰妹們（瑤族人對未婚女子的稱呼）
在繡花，愛美的遊客不妨跟沙腰妹學一
手回去自己試試。

廣東瑤族博物館清遠

■佛山順德南國絲都文化公園。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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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廣東清遠不僅可以欣賞精美的瑤族服飾，還
可以欣賞熱情的瑤族歌舞。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