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7位大學生到天津開展為期 15天的學習交流。

澳門論壇

發動“西安事變”的近代傳奇人物張學良；引進

西方藝術的先驅、佛學大師李叔同，這些歷史人物

的故居未必是你到天津旅遊的首選景點，然而，如

果換上復古裝扮走進人物故居，跟著小程式完成虛

擬任務，解構歷史人物的前世今生，這種體驗式文

化旅遊可拉近人們與博物館的距離。天津近年聚焦

現代旅遊市場對產業的新需求，積極打造文化博覽

遊、名人故居遊等主題旅遊線路，培育孵化以文化

創意、數位技術、沉浸式消費等為核心內容的新興

旅遊模式。今年六月，澳門基金會品牌交流項目─

第七屆“澳門大學生天津學習交流計劃”，正好組織

將小我融入大我 與時代同頻共振
澳門大學生天津學習交流計劃
◆文／少楓 圖／澳門基金會、受訪者提供 了 27 位澳門大學生前往天津，向當地的文旅融合、歷史和文

化遺產保育項目取經。

由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

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天津市政協及澳門基金會一同主辦的

“澳門大學生天津學習交流計劃”，在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

親自宣導和推動下，由 2015 年至今組織逾百名本澳大學生

赴天津學習考察，感受國家為澳門特區繁榮和青年創業提供

的寶貴機遇，把握“一帶一路”帶給澳門青年的事業舞台，開

拓不一樣的視野。交流計劃於疫情後復辦，五所澳門高校的

27位大學生到天津開展為期 15 天的學習交流，走進有著百

年校史的南開大學，漫步享有“萬國建築博覽會”美譽的五大

道街區，品嘗“津門三絕”風味小吃，體驗幽默風趣的相聲藝

術，還有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人傳授工藝，增進對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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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欣賞和國家成就的認識。

學員周瑩瑩：

澳門的可能性其實很大
“為何大學生要多到內地交流？因

為中國很大，每個城市都各有特色，走

出去、交流後，令我深信澳門的可能性

其實很大。”正在修讀旅遊零售及市場

推廣管理的周瑩瑩說道。她的暑假先

去了四川感受獨特的民族風情和壯麗

地貌，然後參加天津交流計劃，“與北

京和上海相比，天津未必是首選的旅

遊城市，但此行讓我很立體地認識了

天津。”周瑩瑩說，此行考察了規模超

乎想像的客機組裝生產線、歷史悠久

的文化街區、傳承中華文化的相聲表

演等，其中最難忘的是在張學良故居

參與了一場精彩冒險，“我們換上民國

服裝，被分配不同角色，在張學良故居

執行任務，感受北伐戰爭時期，敵我難

分的緊張感，要不斷收集情報，又有秘

密任務。”

參與劇場體驗前，她對相關歷史

的掌握不多，但劇場中演員的逼真臨

場感，角色設計與歷史背景環環相扣，

讓她彷彿正與百年前這故居的人物面

對面，“利用文物古蹟作為體驗場景，

把沉悶的歷史資料以多角度立體呈

現，我對他們這種文旅融合十分感興

趣。”天津打造的旅遊主題路線涵蓋濱

海休閒、科普教育、歷史文化及工業體

驗等，周瑩瑩表示，考察中認識了當地

工業旅遊發展，認為澳門可以精心設

計漁業體驗路線，讓旅客認識澳門的

漁業歷史，“我的祖母是漁民，從她口

中常聽說昔日漁業傳統文化和漁民的

故事，雖然這個行業已經式微，但可以

參考內地工業旅遊的模式，重現捕撈

的方式、體驗製作過程及設計特色周

邊商品等。”

澳門基金會每年策劃多項青年赴

內地交流項目，搭建赴外交流和實習

的平台，提升青年素質，周瑩瑩認為，

活動讓她親身考察到高端品牌的生產

和經營，見識國家最新發展形勢，令她

更多思考澳門城市發展潛力，“交流經

驗增強了我對澳門的文化自信，其實

學員們考察當地文博機構、古建築文化街道等，
還親身體驗武術、京劇等傳統中華文化。

學員們在張學良故居參演互動劇場。

第七屆澳門大學生天津學習交流計劃。

55E-mail：amyk3388@sina.com 澳門月刊 2024年第 1期 / 總第 324期



澳門尚有很多旅遊路線有待開發，只要添加

一些新元素，澳門的城市形象能更加多元

化。”

學員郭耀群：
交流助澳門青年知己知彼

“交流活動讓我們增廣見聞，最重要是知

道自己的競爭力達到什麼程度。”大學修讀智

能科技與服務的郭耀群，對文化探索及科技

創新類的交流活動最感興趣，每次報名活動

前，他和同學們都會細心分析行程細節，務求

沒有浪費每一次體驗實踐機會。即使交流日

程緊湊，他仍會積極與當地學生互動，瞭解當

地高校的學習模式、經濟形態和人文風俗等。

這次天津交流其中一個行程：沉浸式互動體

驗項目─“叔同之夜”，正好與郭耀群主修的

智能科技有所關連。“叔同之夜”文旅體驗項

目設於李叔同故居紀念館，館內設有文藝演

出、燈光秀等，由趣味解謎線和互動任務線兩

部分組成，參加者以手機小程式參與任務，一

方面通過互動劇本解讀館內陳設，瞭解李叔

同的人生經歷和藝術文化貢獻；另一方面，以

集章打卡、手工製作、景中尋畫等多項體驗任

務獲取“貓幣”兌換禮品，打破博物館只有靜

態觀展的刻板印象。

李叔同是愛貓之人，參加者在故居內完

成任務可獲取的“貓幣”以及周邊商品都有貓

的創作元素，郭耀群認為，天津的數字化文旅

體驗新穎，沉浸式效果比澳門同類的旅遊項

目出色，周邊商品的文創設計十分多元化，

“周邊產品是一個商機，天津的文創產品結合

了歷史元素，例如古劍造型的 USB(快閃存取

記憶體)，還有景點印章簿，即使要付費仍吸

引很多人購買。我認為澳門旅遊周邊產品需

要加強自身城市特色。”此次交流為他修讀的

學科帶來什麼啟發？郭耀群稱，常常思考旅遊

資源如何結合智能技術為旅客帶來便利，“我

的構想是在出入境口岸張貼二維碼，旅客來

澳時可下載打包好的澳門資訊應用程式，如

交通、最新活動、住宿等，這樣一站式的資訊

平台對優化旅遊服務很重要。”

透過“澳門大學生天津學習交流計劃”此

平台，讓津澳青年深化交流互動，增進友誼，

思考個人發展與澳門前景如何結合，郭耀群

表示，交流過程中認識當地青年的學習模式

與澳門有一定差異，讓他明白“一個人前進得

快，一隊人卻能走得更遠”，此行啟發他檢視

澳門論壇

郭耀群認為，澳門旅遊周邊產品需要加強自身城市特色。

李叔同故居紀念館推出的沉浸式互動體驗項目，周邊商品以貓作為創作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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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的團隊協作和時間管理，致力

提升學習效率和團隊合作。

學員伍凱莉：旅程每天如“開盲

盒”般驚喜
“這 15 天旅程感覺玩透了整個天

津，行程充滿驚喜，主辦方把理論講

解、文化體驗及實地考察三種內容平

衡得很好。”首次參與澳門基金會交流

活動的伍凱莉如此說。27位澳門大學

生獲安排入住南開大學，每天在校區

參加專題講座、考察當地文博機構、古

建築文化街道、航母主題公園、會展中

心等，還有親身體驗天津相聲、京劇、

武術、泥人張等傳統中華文化。談及國

家非物質文化遺產泥人張的百年技藝

傳承，伍凱莉稱，現場展出的彩塑作品

之精細程度令她難以置信，學員現場

體驗了泥塑技藝製作，伍凱莉想不到

只是製作一片葉子，亦蘊含了巨匠的

艱深技巧，“親身體驗比口耳相傳更加

深刻，如果我沒有親手搓過、製作過，

我一定不能想像這技藝的傳承有多艱

辛，要花多少個十年咬牙堅持下去，才

可在歷史留名？”

“我到天津不只為了景點打卡，不

想只坐著聽講座，而是希望身體力行

體驗當地文化，這次天津交流對於我

來說，每天就如開盲盒般充滿驚喜。”

伍凱莉對中華文化甚有興趣，其中以

仿清建築著稱的天津古文化街令她印

象深刻，雖然是典型商業步行街，但街

區內的傳統工藝、民間小吃、相聲茶

館、吹糖人、畫糖畫等充滿濃厚文化氛

圍，古色古香，伍凱莉認為，天津打造

主題式文化片區的經驗值得澳門參

考，“天津古文化街將附近的文物古建

築物天后宮、玉皇閣、通慶里等串連一

起形成主題統一的文化片區，系統地

呈現老天津的歷史，澳門推動歷史文

化片區活化時應加以參考。”伍凱莉認

為，津澳兩地人文風俗各有特色，建議

兩地合辦文化主題的深度旅遊路線，

說好城市的文化故事，突顯各自的文

化個性。

有些大學生在暑假忙於打工和外

遊，伍凱莉卻選擇參與不同交流活動，

她認為交流機會要及時把握，“別人打工是累積工作經驗，我參與天津交

流是累積文化經驗，大學生應多爭取交流機會，讓視野更廣闊，這次交流

很多地點都是一般旅遊團不可能安排的，我見識到自己學科以外的其他

產業發展，每個行業都令我感到震撼。”

天津和澳門同為中西交融的沿海開放城市，在共同助力國家“一帶一

路”戰略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上，合作前景十分廣闊。澳門大學生天津學

習交流計劃引領澳門青年認識天津發展的成就和兩地合作機遇，激勵青

年把握住時代賦予的舞台，綻放青春力量，在祖國繁榮、澳門發展的過程

中實現自身價值，努力做“一國兩制”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

學員們體驗泥人張彩塑技藝，認識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

伍凱莉認為，大學生要及時把握交流機會，累積更多文化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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