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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幸福不能深究

依稀認出幾棵樹

並詢問它的抒情方式

後來

他們告訴我

有更乾淨的雨雪

與無限的長空風牽風

（萍兒原名羅光萍，為香港詩人、香港中通社副總編輯、香港作家聯會執行會長。）

無色之境

圖
：
潘
宇
清

—萍  兒—

特
稿
﹕
聚
焦
香
港
文
藝
期
刊  

書
寫
文
學
研
究
新
篇 

—

「
香
港
文
藝
期
刊
資
料
長
編
」
研
討
會
紀
要
／
徐
　
婷

萬
花
筒
﹕
危
樓
明
月
風
／
何
冀
平

為
什
麼
文
科
「
消
得
人
憔
悴
」
？
／
何
懷
碩

踏
出
復
常
的
第
一
步
／
潘
銘
基

霜
葉
紅
於
二
月
花—

九
州
賞
楓
之
旅
／
舒  

非

線
條
下
的
香
港—

沈
平
鋼
筆
畫
作
／
丁
新
豹

01COVER.indd   1 21/12/2022   16:53:16



我
的
房
間
小
小
的
，
它
裝

我
的
雜
物 

我
的
房
間
大
大
的
，
它
懷

我
的
希
望 

冷
硬
的
牆
壁
折
射

心
中
火
舞
的
激
揚 

沉
默
  

宣
告 

它
於
天
地
的
站
立

青 

霞 

印 
象

圖  

林
青
霞  

文  

晴　

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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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首
語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我曾說過，香港是一扇開放的窗子，可以自由吸收東南西北風，香港也

是一座嬌小玲瓏的文化之橋，中國通過她，可以走向世界；世界通過她，可

以走向中國。說香港是嬌小，是對地域、人口而言；說香港玲瓏，因她是通

透的、明澈的。

在東西方冷戰的年代，即由一九四九年──一九七八年中國改革開放為

止的近三十年間，香港扮演了重要的文化橋樑的角色。香港成為世界政治力

量和文化角逐的地方，在五十到七十年代，香港湧現了一批不同政治背景支

持的文化刊物和文化出版物。因此香港也可以說是國際的文化瞭望台。

這些有政治背景的刊物和出版物，文化類特別是文學藝術，是其中主

要的統戰手段。當時針對學生和年輕人辦的刊物《中國學生周報》，是由

美方津貼的友聯出版社支持的，一九五二年創刊，一九七四年停刊，共辦

了二十二年；另一份讀者對象是青少年的《青年樂園》，一九五六年創辦，

一九六七年被港英當局勒令停刊，隱有中方背景。特別是前者，介紹了大量

的西方當代文學思潮（主編是文化界人士，如余英時、胡菊人等）。至於後

者，則凝聚了一大批繼承新文學創作傳統的作家。

此外，針對文藝愛好者的刊物，還有《文藝世紀》、《海光文藝》、《伴

侶》、《海洋文藝》、《香港文學》、《八方》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中方背景的，另有學院派雜誌《素

葉文學》、《大拇指》等；行銷香港而具有台灣背景的刊物則有《純文學》（林海音主編）、《現

代文學》（白先勇主編）等等。此外，還有民間辦的文藝刊物，其中由徐速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

間創辦了《當代文藝》，至一九七九年四月終刊，為期十三年又四個月之久，創下了中國大陸及

台灣以外純文學刊物歷史最悠久的紀錄。

除此之外，香港不同政治背景的報刊都開闢文學園地，如有台灣國民黨背景的《香港時報》，

由劉以鬯主編的「淺水灣」文藝版，有內地背景的先後由羅孚、曾敏之主編的《文匯報．文藝園

地》等等。

香港歷史最悠久綜合性文化雜誌《明報月刊》，是金庸於一九六六年創辦的。《明報月刊》

幾乎是針對海內外文化名人開放的園地，作者名家如雲。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最初的傷痕文學、

陳若曦寫的如《大青魚》、《尹縣長》、《耿爾在北京》等，都是七十年代在《明報月刊》發表的。

其後聶華苓《桑青與桃紅》在台灣《聯合報》連載，因政治原因被腰斬，也是在《明報月刊》

全文登載的。此外，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在內地的無名氏（卜乃夫）輾轉託人把《金色的蛇

夜─續編》帶來香港，於一九七九年九月至一九八○年五月在《明報月刊》連載。

談到文學刊物，香港上世紀六十年代如雨後春筍湧現了上千個文社，都是在中學、大學裏的

學生自發組織。每個文社都出版各自油印的文學刊物，我稱之謂文社潮，也可稱香港的學生文學

運動，是孕育香港本土作家的土壤。香港不少本土作家是在這個時期產生的。

最後我想說的是，香港文學的生態是十分特殊的，基於許多文學期刊都有不同的政治背景，

香港作家的門戶之見是很深的。過去有左翼文學和右翼文學之分，後來有學院派、台灣派、英美

派及大陸派，互不見容。學院派與台灣派、英美派互為結合，聲勢最大，反而大陸派（泛稱左翼

作家）受到冷遇。港英政府的文化政策傾向前三派，包括政府資源也一面倒。

記得早年劉以鬯曾為左翼著名詩人何達發聲（何達是朱自清的學生，參加過美國愛荷華國際

寫作計劃），何達晚境淒涼，劉先生覺得政府在資源分配太傾斜，對何達這名孤苦詩人沒有伸以

援手後。香港回歸後，特區政府文化機制基本沒有改變，後者斯人獨憔悴。在座都是研究香港文

學的學者、專家和文學研究的期刊主編，我希望能持開放的態度，不為門戶之見所左右，為香港

文學作出公允的評價，展現香港文學真實的面貌！

祈望展現香港文學真實面貌
—在北京「香港文藝期刊資料長編」重大項目研討會的致辭（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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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文訊

位於荷蘭園大馬路九十五號 A—B 座的澳

門文學館於二○二二年九月開幕。澳門文學館

原建築建於上世紀二十年代，原為公務員住宅，由七座連排典型葡國別墅式住宅構

成，風格協調連貫。文學館樓高兩層，館內設有多個展廳，其中常設展廳展示澳門文

學發展的脈絡，重點介紹不同時期具代表性的中葡詩人、澳門作家、文學社團及文學

刊物等，並展出多位著名文學家的手稿真跡，如作家胡曉風手稿、華鈴致冰心函、澳

門罕有油印文藝雜誌《紅豆》、《澳門寫作學刊》創刊號等。另有專題展廳、閱覽室

和多功能室等等。閱覽室提供不同種類的文學著作、精選刊物及兒童讀物予公眾閱

讀，同時設有多媒體遊戲裝置及互動詩籤櫃；位於二樓的兩個多功能室，會開放予有

興趣人士及文化社團借用，可用作舉辦小型展覽、講座、電影放映等活動。

澳門文學館距離其他文藝遊點，如盧廉若公園、澳門茶文化館、塔石藝文館等

都只是五分鐘路程，要規劃一趟澳門文學之旅十分容易！

粵港澳三地政府於二○一九年合作舉辦第一屆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藝術節讓，粵港

澳三地的觀眾能夠有機會親身感受區域內不同城市優秀文化和演藝特色。二〇二二年

八月三十一日，由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化和旅遊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特別

行政區政府共同主辦的以「放歌大灣區．建功新時代」為主題的「第二屆粵港澳大灣

區文化藝術節」再度在廣州星海音樂廳正式開幕。開幕式的演出由三地的音樂家組成

的「中國音協交響樂團聯盟—粵港澳大灣區節日樂團」演繹交響音詩《千里江山》。

本屆藝術節透過融合大灣區優質演藝資源和藝術精品，進一步體現《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規劃綱要》中所提及的讓三地發展地域相近、文脈相親的優勢。文化節於大灣區共

舉辦一百五十場餘場文化交流演出活動，攜手展現人文灣區新生活。

澳門文學館揭幕  葡式建築內的文學傳承

香港　文浩

澳門

文化藝術展中的文化魅力

香港　瀞翹

大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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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連嶺南歷史的飲食文化 香港 宛芯

北
京

�旅遊文化中的共融、共建與共生 香港 瀞翹

廣
州

《燕食記》 

葛  亮 著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22 年 8 月

《魅力粵港澳大灣區之旅》

番外編輯部  編著

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

2019 年 10 月

飲食向來是文化中的重要一環，因此也能藉飲食來觀一地

的文化及歷史。小說以在飲食界打滾多年的師徒二人為主角，

以飲食文化回顧粵港之間的百年歷史，道出種種史事如何改變

了主角們的命運，感受大歷史之下小人物的體會和飲食文化的

變遷。作者由嶺南飲食文化入手，寫出大灣區的世紀事跡，以

現代人的角度回想段段大歷史之下的小歷史，和讀者一同接近

歷史的不同面貌，反思個體和時代互相成全、影響的關係，最

後共同分享當中尋常百姓家的人情味。小說中亦着力描寫事物

間「常」與「變」的關係，以師徒二人中師傅守住傳統味道和

徒弟尋求新的味道的對比，指出嶺南文化正是容納了「常」與

「變」，才會是如此豐富多變。

《魅力粵港澳大灣區之旅》一書透過五篇篇章，梳理出

粵港澳大灣區十一個城市的旅遊文化。作者在第一篇章，以大

灣區前世、今生與未來三個層面，闡述它在每個時代不同地域

和文化上為旅遊和產業所付出的貢獻，再借以文旅視角描述大

灣區在不同地域所展現的美。在第三篇中，作者透過解讀五十

個大灣區魅力詞，讓讀者感受大灣區的親切感，然後建議了十

條不同主題的旅遊路線，使讀者能夠有機會親身體驗大灣區的

歷史文化。最後，作者在第五篇以「粵港澳大灣區『九章』」

為總結，盡顯大灣區的文化與魅力。作者透過五篇不同主題的

篇章，強調粵港澳大灣區中的地域和文化的共融共建共生的概

念，突顯出當中文化旅遊一份獨特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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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文化大灣區』計劃」

主辦機構： 

承辦機構：

合辦機構：( 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

香港都會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澳門大學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香港會員總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廣東省作家協會

廣州市作家協會

深圳市作家協會

珠海市作家協會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

澳門筆會

《明報月刊》

《紫荊雜誌》

《香港文學》

《明月灣區》顧問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明月灣區》特約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英偉、李大宏、宋永華、吳志良、貝鈞奇、

林群聲、陸  波、張培忠、陳  致、湯  濤、

蔣述卓、霍啟剛、蘇樹輝

白　楊、朱壽桐、許子東、張　欣、陳橋生、

梁慕靈、湯梅笑、鄭國偉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創建『文化大灣區』計劃」支持。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

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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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條下的香港

沈　平

沈平《船居》鋼筆 58 x 80 厘米 2001

（圖畫由經濟通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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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三年　一月號

石灣陶塑

更多時候披喧囂的外衣

萬物凋敝在這裏只是傳說

一眼清澈的泉水

舊疾不愈致敬一場新夢

那位追雲的少年

揮墨宣布一場盛大的季節

無色之境

許多幸福不能深究

依稀認出幾棵樹

並詢問它的抒情方式

後來

他們告訴我

有更乾淨的雨雪

與無限的長空風牽風

（萍兒原名羅光萍，為香港詩人、香港中通社副總編輯、香港作家聯會執行會長。）

無色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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