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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三年十二月八日晚，香港作家聯會聯同世界華文文學聯會假沙田會所一號宴會廳舉行聯歡晚會。圖為香港作家聯會和世界華文文學聯會一眾理監事與嘉賓合照。（前排左起）張曉風、蔣述卓、羅光萍、王軍、蘇童、金耀
基、潘耀明、施戰軍、馬逢國、吳志良、李錦琦、貝鈞奇、林天行、李昂。

編按：「 香港文學與世界華文文學的互動與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由香港作家聯
會、香港文學舘和香港珠海學院主辦，世界華文文學聯會、《明報月刊》、《香港
文學》合辦，香港世界華文文藝研究學會承辦，於二○二三年十二月八日在香港珠
海學院舉行，本次研討會更是香港作家聯會成立三十五周年暨世界華文文學聯會成
立二十周年慶典活動之一。來自中國內地、港澳、台灣地區及世界各地的近八十位
作家、學者齊聚，與各方文學研究者共同討論香港文學與世界華文文學的未來願

景。上午在香港珠海學院陳濟棠演播廳舉辦開幕禮，並由十一位專家學者作大會發
言，下午另有四十多位專家學者分五組在香港珠海學院五個教室同時進行分組研討
報告，學術研討氣氛高昂。晚上假沙田會所一號宴會廳舉行聯歡晚會，百多位舊雨
新知濟濟一堂。翌日還有相關活動。本次項目迴響極佳，實文壇盛事，篇幅所限，
本特輯先整理開幕禮、大會發言，以及聯歡晚會的精華回顧，其他部分將另設特輯
報道。

圖片提供：香港作家聯會

以華文為軸心以華文為軸心 以文學滋潤世人以文學滋潤世人

「 香港文學與世界華文文學的互動與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大會精華 文：傅曉

▲二○二三年十二月八日在香港珠海學院，主禮嘉賓主持研討會開幕剪綵儀式。（左起）王列耀、高志毅、王軍、陳致、貝鈞奇、蘇童、施戰軍、潘耀
明、霍啟剛、張國義、李大宏、羅光萍、李錦琦、張曉風、蔣述卓、陳思和、朴宰雨。

▲二○二三年十二月八日，來自中國內地、港澳、台灣地區及世界各地約兩百位的作家、學者、嘉賓、文學愛好者在香港珠海學院陳濟棠演播廳聚首一堂，氣氛熱烈。

▲▲研討會中研討會中，（，（左二起左二起））綠騎士綠騎士、、許子東許子東、、陳子善陳子善、、李昂李昂、、張曉風張曉風、、蘇童蘇童、、施戰軍施戰軍、、蔣述卓蔣述卓、、陳思和陳思和、、朴宰雨朴宰雨、、米拉分別發表演講米拉分別發表演講，，分享對香港文學和世界分享對香港文學和世界
華文文學未來發展的看法華文文學未來發展的看法。。王列耀王列耀（（右一右一））主持主持，，黃子平黃子平（（左一左一））作總結作總結。。

▲二○二三年十二月八日研討會開幕禮上，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視頻致辭。

二○二三年十二月八日晚，香港作家聯會聯同世界華文文學聯會

假沙田會所一號宴會廳舉行聯歡晚會，百多位舊雨新知濟濟一堂，

現場熱鬧非凡。

晚會拉開帷幕，先由雲南歌舞團的張建、李繼平、張娜克，身穿

拉祜族的傳統服飾獻上表演，接歌手何瑩瑩身著漢服，長衫闊

袖，仙氣飄飄地一面彈古箏，一面用清朗的歌聲為賓客們演繹作聯

會歌《作聯就是我們的家》，司儀介紹，會歌乃由作家聯會潘耀明

會長監製，作聯理事張繼征作詞，並請得香港著名音樂人韋然譜曲

同時任執行監製。歌手演繹作聯會歌的同時，會場同步播放作聯會

歌MV：「 作聯就是我們的家，兄弟姐妹們都愛她；以文相聚扎根

維港，互勉互勵妙筆生花……」

充滿活力希望的「春天」

歌舞熱場後，香港作家聯會會長、世界華文文學

聯會執行會長、香港文學舘舘長潘耀明以東道

主身份率先致辭表示：「 位於南國的香港，

雖然時值冬天，但更似春天。三十五個春

天，我們在文學園地辛勤耕耘，在努力的枝

頭綴滿碩碩果實。 」潘會長講述了十九年來

由香港作聯牽頭、三十多位文化界代表人士發

起「 呼籲倡建成立香港文學舘 」的倡議書，隨無情歲月

流逝，已經有十三位倡議者先後逝去。「 十八載雲與路，儘管當政

者視若無睹，我們這些文學人、作聯人並沒有氣餒、畏葸，無他，

因為我們是為香港文學疾呼、吶喊——我們是作聯人。 」在現屆政

府支持下，香港文學舘終於夢境成真！

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人民

文學》雜誌社主編施戰軍隨後致辭並宣讀了中國

作家協會的賀信：「香港作家聯會自成立以來，

秉持以文會友的宗旨，堅持舉辦文學活動，鼓勵

會員進行文學創作，為推動香港文學事業發展盡

心盡力，是香港文學界的一張亮麗的名片……近

年來，香港作家聯會主動對接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發展，合

作領域全面拓展，合作機制日臻完善，創作舞台愈發寬廣。相信香港

作家聯會今後將繼續利用香港多元文化優勢，『背靠祖國，面向世界』，

進一步推動與內地及海外文學交流……」

中國作家協會向香港作家聯會贈送了由中國作協副主席、諾貝爾

文學獎獲得者莫言題寫的「 筆健神清文章錦繡，春華秋實歲物豐

成 」書法題詞，致賀香港作家聯會成立三十五周年。潘耀明會長亦

代表香港作家聯會回贈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香港文學舘榮譽舘長

金耀基教授仙氣十足的墨寶：「 聞道梅花坼曉風／雪堆遍滿四山中

／何方可化身千億／一樹梅花一放翁 」，此乃宋代詩人陸游著名的

詠梅詩《梅花絕句》之一。

在一片歡樂的氣氛中，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

香港會員總會會長、立法會議員馬逢國上台致

辭，他表示：「 作家們最厲害的是思維和筆桿

子，通過大家的文學根基和創作思維，寫出一

篇篇中國故事、香港故事、華人故事，寫出我

們中華民族歷史和中華文化傳承的篇章並予以傳

揚，從而達到提升國際社會對我們國家，對我們中

國人的印象。」

「文化沙漠」可以休眠了

現年八十八歲高齡的香港中文大學榮休社會學講座教

授、香港文學舘榮譽舘長金耀基教授致辭表示：「 香

港這個地方有兩個形象，一個是人人皆知的『 東

方之珠 』，另一個則是『 文化沙漠 』。這裏所

提到的『 文化沙漠 』是專指香港的文學，大家

知道文學只是文化裏面的一個組成部分，當然

也可說是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因此香港文

學界就承擔了一個承擔不起的文化的擔子，這是

一個很沉重的擔子。在這裏我要強調一下，一九八八年，

隨香港作家聯會的成立，『 文化沙漠 』這個名字基本就沒有了！

你看，這麼多好的作家湧現出來，自此『 文化沙漠 』這頂帽子就被

摘下了。莫言說過一句話就是最好的證明：『 香港哪裏是文化沙

漠？香港是文化綠洲啊！ 』香港作家聯會經過這三十五年的跋涉，

我看『文化沙漠』這幾個字，可以休眠了！」

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澳門文聯主席吳志良博士致辭言

及：自二○一七年開始，他便與深圳作協主席李蘭妮

以及潘耀明會長一同提出要創建大灣區文學。大

灣區文學提出的意義很簡單，就是希望不僅僅

是香港、澳門，還有大灣區廣東省的所有作家

能夠更加密切地交流合作，增加彼此的了解和

信任，共同書寫大灣區，參與人文灣區的建

設，共同打造粵港澳三地的精神家園、價值認同

和身份認同。

晚會壓軸由香港作家聯會永遠名譽會長、世界華文文學聯會名譽

會長貝鈞奇代表發言：「 這是一次盛大的文學聚

會，金光熠熠！對於沉寂已久的香港文壇，更

是帶來一股春天的氣息，在冬天裏令人感到溫

暖。我作為文學愛好者和守護者，與文學是隔

不斷分不開的。我是香港作家聯會和世界華文

文學聯會創會的見證人和支持者，對於這兩個

會的活動，我都盡量抽時間參加。對於會務十分上

心，潘會長經常笑稱我是文學社團救火大隊的隊長，雖未免有些過

譽，但只要兩會活動有經濟上的困難，我都十分樂意盡全力給予支

持，這也算是熱愛中華文化的我奉上的一點心意。 」

最後，在潘耀明會長的帶領下，香港作家聯會及世界華文文學聯

會一眾理監事上台祝酒。香港作家聯會執行會長羅光萍代表致祝酒

詞：「 祝香港文學的春天永遠都在，祝香港文學要不在春天裏，要

不永遠在春天的路上！我們共勉！」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香港作家聯會理事。）

文學的春天──
香港作家聯會成立三十五周年暨世界華文文學聯會二十周年慶典聯歡晚會報道 文：禾素

▲中國作家協會向香港作家聯會贈送了由中國作協副主席、諾貝爾文學獎
獲得者莫言題寫的「筆健神清文章錦繡，春華秋實歲物豐成」書法題詞，
致賀作聯成立三十五周年。

▲晚會拉開帷幕，先由雲南歌舞團的張娜克、李繼平、張建，身穿拉祜
族的傳統服飾獻上表演。

▲（左起）香港著名音樂人韋然、其妻子，以及歌手何瑩瑩，帶領大家
一齊演唱作聯會歌《作聯就是我們的家》。此版會歌由潘耀明監製、作
聯理事張繼征作詞、韋然譜曲並擔任執行監製。

▲潘耀明會長（右一）代表香港作家聯會回贈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香港
文學舘榮譽舘長金耀基教授（右二）仙氣十足的墨寶予中國作家協會。

主辦單位： 合辦單位：

承辦單位： 資助：

「 香港文學與世界華文文學的互動與前瞻 」國際學術研討會二○

二三年十二月八日上午在香港珠海學院陳濟棠演播廳舉行，中國作

家協會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人民文學》雜誌社主編施戰軍，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宣文部副部長張國義，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霍

啟剛，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兼總編輯李大宏，香港珠海學

院校長陳致，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潘耀明，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

學者出席，共同討論香港文學與世界華文文學的未來願景。

開幕禮上，香港特區行政

長官李家超視頻致辭表示：

「 香港作家聯會和世界華文

文學聯會成立以來，匯聚海

內外華文作者和文學從業

者，提供寶貴的交流平台和

合作機會，推動世界華文文

學界交流，豐富香港文學版

圖。 」他肯定兩個聯會的貢

獻，希望兩個聯會繼續為文

壇提供源源不絕的創作活

力，豐富大家的精神生活，進一步推動香港與海內外文學交流，促

進香港文學發展，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向世界傳揚中華文化。

擁抱中華文化 溫暖冷酷的心

今次的研討會來自中國內地、港澳、台灣地區及

世界各地的近八十位作家、學者齊聚，香港作家

聯會會長、世界華文文學聯會執行會長、香港文

學舘舘長潘耀明致辭時表示，這次文學界新知舊

雨來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語言的國家、地區，

但話題離不開華文、華語。他說：「時至今天，我

們發現，就算沒有華人，也有華文、華語。華文華語也在

不同國籍的人間流通；華文、華語正逐漸鋪蓋全世界……我們都是擁

抱中華文化的人，我們將以華文為軸心，以文學滋潤世人，溫暖乖離

世道冷酷的心。」他又引用余光中的話：「華文世界像無數人的同心

圓，無論你在哪裏，就是圓周上的一個動點。」

潘耀明會長亦強調香港在世界華文的作用，香港舞台雖然小，但

可以輻射整個世界，因為香港是中華文化一個窗口。

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霍啟剛也非常贊同香港在

世界華文文學中扮演的角色，他認為，香港「 背

靠祖國、聯通世界 」的得天獨厚優勢，不僅僅體

現在經濟上，也體現在文化上。國家賦予香港

「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的獨特角色，更是加

強香港在世界的文化藝術的地位。他更認為，香

港文學有其獨特魅力和優勢，應該加強和大灣區

其他城市的文學交流聯繫，聯同內地的文化藝術界一起，創作更多

具有時代特色的作品，傳播我們的文化特色，讓世界更了解中國和

中國文化。

香港珠海學院校長陳致讚賞香港作家聯會、世

界華文文學聯會以及所有本地文學工作者對推動

香港文學孜孜不倦的努力。他說，在這三十五

載的歲月中，香港文學成長為香港這一多元、

包容而中西結合的社會的文化符號，並擁有了超

越時空的影響力，以其廣闊的視野與獨特的語言

藝術特徵，成為世界華文文學的一面旗幟。他更

寄語香港文學能成為香港與世界溝通的橋樑，通過文學之間的互

動，建立起香港與世界華人之間的情感聯繫。

香港文學的園地價值

研討會中，十一位大會發言的專家學者分享對香港文學和世界華

文文學未來發展的看法。大會發言由廣州華商學院副

校長王列耀主持、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榮休教授

黃子平總結。

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施戰軍指出，香港

及其文學的三個特色。首先是「 容器功能 」，

他認為，無論是作為變亂時期的避風港，還是

和平時期的人才聚集地，香港都因留在這裏的人

成為一個巨大的文化容器。其次，香港也具有「 路徑意義 」，香港

是中外文學交流互鑑融合的平台，許多中外文學交流在港發生、許

多文學思考與創作的痕跡都在此交匯。第三個特色則是香港的「 園

地價值 」，他表示現在的香港不僅是移栽文學作物的地方，也是創

生文學的水土，「 它可以說是中國文學豐饒水土中的好地一塊，也

是世界文學雞尾酒中的佳釀一款。」

中國內地著名作家蘇童認為，香港和內地作家的處境不同，所以

生活在任何地方的作家，與外部世界的關係都是局部

的。比如東半球受到太陽照射時，西半球就處於黑暗

中。他認為作家有兩個資源，一個是自己所見的，

另一個則是神秘的看不見的。他介紹自己二十多歲

時寫了「 楓楊樹 」鄉村系列小說，但他只在十歲時

回過一次老家，小說是通過從父母那裏聽來的碎片寫

出的，因此一個作者如何利用自己的所見與未見，值得

探討。他比喻這個過程說：「 當我走進一個隧道時，虛構產生了；

當我走出那個隧道時，故事產生了。 」這是作者打開自己原以為

「 看不見 」的部分的過程，也正是創作一大愉悅之處。此外，蘇童

認為作家有一種「 最隱秘的愉悅 」，即命名一些未被命名的故事、

人物、章節等。

復旦大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領域一級教授、著

名評論家陳思和指出，是曾敏之和劉以鬯注意

到世界華文的特色，奠定了世界華文文學的基

礎，他注意到海外各地的華語創作，並且建立

了研究平台，令他對香港這片土地也懷有敬

意。他並對香港文學的地位表示肯定，他認為大

灣區恰恰是中華文化圈的圓心。

廣州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蔣述卓稱香港文學是一

個獨異的存在，是具有文學現象級的地域文學。

他點明香港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同時也

在世界文學中有獨立格局，並且在中國文

學、世界華文文學、世界文學間架起橋樑。香

港文學具有「 鮮明的海洋性 」、先鋒性、跨界

性。

台灣著名作家張曉風非常關心香港年輕一代的

香港文學從業者，她憶述自己在十七歲時獲得的

第一個文學獎項是來自香港，一百塊港幣的獎項

對她是莫大的鼓勵，她期望社會更多資源、長輩

能夠支持年輕一代的作者，讓他們能夠投身寫作。

台灣著名作家李昂希望分享的是港台作家的關

係。她表示，香港是自己第一個旅行的地點，香

港的進步雜誌成為自己年輕時的必看讀物，她

亦是在香港第一次見到大陸作家，並與大陸作

家、音樂人劉索拉結下深厚友誼。她非常贊同香

港是華文文學的中心點。

香港是華文文學的中轉站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子善認為，香港是

世界華文文學的中轉站。他回憶起通過香港作

家聯會，他有機會在香港認識很多知名華文作

家和向各位前輩請教，獲益匪淺。他指出香港

作家聯會在過去三十五年推動香

港文學發展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榮譽教授許子東對香港文學

舘的成立表示讚賞和支持，希望能夠搜集香港

作家的資料，盡快完成口述歷史的整理。

韓國外國語大學榮譽教授朴宰

雨非常敬佩潘耀明會長對香港文

學做的貢獻，之前在韓國也組織了就潘耀明文

學的研討會。他認為潘耀明有很多不可替代

性，和韓國的互動也非常多。他希望有更多像

潘耀明這樣的人會出現，一起推動香港文學和世

界華文文學的互動交流。

埃及文學翻譯家、漢學家米拉論及，一方面香

港小說保留並延續了中國文學的傳統靈魂，另

一方面香港文學吸收並呈現了大量西方現代藝

術理念。香港文學被稱為「 自由文學 」，它沒

有特殊的藝術特徵，而是走不受任何限制或

阻礙的道路。

旅法香港作家、畫家綠騎士

列舉了世界各地都有優秀的華文作家和作品，因

為新環境的影響而角度也非常新穎，但全無意

外「 根源文化 」都可以在作品中見到。而香港

是百年中西文化交匯的都會，不少文化人都具備

雙重視野。

（作者為香港作家聯會理事、《字遊網》執行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