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同構建灣區文學 冀多關注文學的優美
大灣區文學徵

文獎大學組一等獎
獲獎者，是來自廣州暨南大學法學院
的學生戴劍韜。他表示，藉此活動，
讓自己獲得了很強的文化認同感。

提到大灣區文化，戴劍韜表示，
現今人們可能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影視
和音樂方面，希望大家能更多地關注
文學的優美與魅力。

獲獎者分享

創建 「 『文化大灣區』 計
劃」 ——大灣區文學交流講座
暨大灣區文學徵文獎頒獎禮於
昨日（22日）在香港會議展覽
中心舉辦。香港作家聯會會長
潘耀明在活動上宣布，在特區

行政長官李家超的關注支持下，香港文學館近日通
過馬會的贊助，終於正式籌建。潘耀明接受記者採
訪時透露，文學館設立在灣仔，擬明年4月開幕。

大公報記者 顏 琨 實習記者 聶 溥（文）

大公報記者 麥潤田（圖）

創建 「文化大灣區」 計劃主要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創
辦 「明月灣區」 文學園地；第二部分是舉辦大灣區文學徵文
獎，分別設立公開組、大學組、中學組，自2022年7月開始
徵稿，收到4000多份作品，涵蓋海內外作者。

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在視頻致辭時表示， 「通過文學作
品可以體驗各地的人文精神內涵。創建 『文化大灣區』 計劃
整合大灣區多個城市的文學作品，並面向學生和公眾徵集文
章，鼓勵參賽者以文學創作，描繪文化大灣區的故事。特區
政府不遺餘力推動香港藝團和藝術家與其他大灣區城市交流
合作，鼓勵香港作家聯會繼續與政府攜手合作，共同推動大
灣區文化藝術交流打開新篇章。」

作家「有了屬於自己的家園」
大會總召集人、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潘耀明在致辭中表

示，在籌辦 「創建 『文化大灣區』 計劃」 中邀請大灣區32個
文化團體、高等教育機構作為合辦或協辦單位，相信這是大
灣區文化建設最具規模的一次融合，口碑極好。隨後他表
示，期待這個開創大灣區文學的大合作、大融合的文化計
劃，能夠繼續辦下去，並透露香港文學館終於正式籌建。他
表示： 「經過多年的爭取，在行政長官李家超的關注支持
下，香港文學館近日通過馬會的贊助，終於正式籌建起來，
過去散兵游勇的香港寫作人，有了屬於自己的家園。」

香港文化委員會副主席王英偉來到活動現場。他表示，
在藝發局主席的任期內，能夠參與到創建 「文化大灣區」 計
劃非常高興，期待大灣區文學更好地發展。

願為文學創作「搭台架梯」
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總編輯李大宏致辭時表示，

《大公報》及香港《文匯報》均不遺餘力地為華語文學創作
「搭台架梯」 。梁羽生的《龍虎鬥京華》、金庸的《書劍恩
仇錄》，都是在《大公報》子報《新晚報》上首次面世。
1933年9月，《大公報》設立《文藝副刊》，沈從文、蕭乾
等先後擔任主編，胡適、巴金、老舍、茅盾等中國現當代文
學史上熠熠生輝的諸多名家巨匠，以此為陣地進行創作。

李大宏表示，創建 「文化大灣區」 計劃的籌劃及 「大灣
區文學徵文獎」 活動的舉辦，是從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戰略出
發，對嶺南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活動適逢其
時，意義非同尋常。大文集團願意作為支持媒體發揮應盡之
責，為更多有思想、有才華、有追求的年輕作者，提供更廣
闊的創作園地。

該計劃由香港作家聯會主辦，香港世界華文文藝研究學
會承辦，香港藝術發展局邀約計劃。頒獎典禮上，龔嘉盛、
戴劍韜、吳光輝分別獲得中學組、大學組和公開組一等獎。
講座上，來自港澳及內地多位高校學者同場交流，對大灣區
文學的發展提出建議。

主禮嘉賓還有中聯辦宣文部
副部長張國義，香港藝發局副主
席楊偉誠、行政總裁周蕙心、香
港藝發局文委會主席羅光萍，世
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張
怡嘉等，為此次大型文學活動共
襄盛舉。

香港書展2023

《譚情說政40年：從打工仔到全國人大常委》

【大公報訊】記者徐小惠報道：民建聯
會務顧問譚耀宗首次出版新書《譚情說政40
年：從打工仔到全國人大常委》，並於昨日
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新書分享會 「譚情
說政40年——譚耀宗從政回顧」 ，介紹出版
回憶錄緣起，並邀請簡志豪、林淑儀、譚惠
珠、程介南、陳恒鑌，暢談從政40年經歷。

身為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民主建港
協進聯盟（民建聯）會務顧問及香
港再出發大聯盟秘書長，譚耀宗
（譚Sir）從政40年，經歷香港多個
重要歷史時刻。他由一間百貨公司
的櫥窗陳列員做起，到後來加入工
會成為工會的領袖，並在回歸前當
上立法會議員，及後又與一班志同
道合的朋友成立了政團，特區成立
之後，先後擔任立法會議員、行政
會議成員，及後更走到國家層面，
出任全國政協委員和全國人大常
委。新書《譚情說政40年》中既包
括譚Sir40年從政經歷中與不同人物

的交往，亦有重大政策中鮮為人知的點滴，
內容有助年輕一代了解 「一國兩制」 的誕
生，以及不同時期不同政策的發展。

耗時10個月完稿
譚耀宗現場提及自己從港英管治時期就

一直以愛國為信念，在40年從政經歷中亦堅
守自己的立場。他表示，適逢其明年卸任人

大常委，加之出版社邀請，便以10個月時間
寫完這本書。

五位嘉賓現場分享與譚耀宗的交往經
歷。簡志豪回憶對譚Sir的最初印象，話其年
輕時便是四平八穩的性格，又提到二人後來
一起組織民建聯，僅商定名字都討論了一個
月，他透露，當初譚Sir曾提議叫 「進步
黨」 ，笑言： 「任憑風吹浪打都穩坐釣魚船

的譚耀宗竟會取 『進步黨』 這樣的名
字。」

譚惠珠則談及二人1985年一起
作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參
與制訂基本法的經歷，認為譚耀宗對
基本法擬定的過程有很大幫助，其穩
妥的性格幫助基本法擬定的流程能夠
按時完成。譚惠珠還提到，身為第十
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中唯一的香港代
表，譚耀宗總是盡量發揮自己發言的
時間，針對內地的問題，將香港經驗
拿出作比較，令內地委員清楚香港的
情況。 圖片：大公報記者徐小惠攝

譚耀宗出書回顧從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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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學館籌建 明年4月灣仔開幕
大灣區文學交流講座暨徵文獎頒獎禮昨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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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一掃 有片睇

譚耀宗提到，自己是基層出身，因此在其從政生涯中亦堅
持為基層發聲，並以愛國為事業。他希望新書可以幫助年輕人
理解， 「有些年輕人希望從政，但是覺得沒機會，從我的經歷
中可以讓他們知道，機會是有的，關鍵看你怎麼做事，如何在
參與的過程中不斷提升自己，建立大家對你的信任。」 譚耀宗
表示，希望年輕人能夠珍惜每一次的機會。

民建聯執行委員會委員葉文斌昨日聽完講座後受益良多，
作為年輕的民建聯幹事，他表示： 「譚Sir這麼多年為市民做
事，做了很多不同層次的事情，從書中可以看到譚Sir擁有一個
非常全面的人格。」 他說： 「他本身既能夠承擔國家大事，也
能與市民唱歌、打成一片。」 作為第四代民建聯的成員，葉文
斌稱讚譚Sir是一個標桿， 「我們要追趕這個標桿是一件非常有
挑戰性的事情，希望能從書中獲得更多智慧。」

寄語年輕人珍惜每次機會

▲程介南（左起）、譚惠珠、譚耀宗、林淑儀、簡志豪、陳
恒鑌參與新書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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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建文學館的好
消息昨日宣布。潘耀

明透露，文學館會設立
在灣仔，擬明年4月開幕。館內會
收藏香港作家的手跡、手稿、出版
物的版本、簽名本。以後還會邀請
研究香港文學的學者，齊聚一堂舉

辦各類型的文學交
流講座。

潘耀明回
憶籌建文學館

的艱辛歷程，他說，18年前，由香
港作家聯會牽頭，香港30多位文化
界知名人士簽署，倡議在西九文化
中心建立香港文學館， 「在這過程
中包括饒宗頤教授、劉以鬯、曾敏
之等14位簽署者先後逝世，連澳門
也建立了文學館。」

文學館籌建寓意着香港特區政
府和社會各界，正努力為打造中外
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盡心盡力。

香港中通社

小資料

歷經18年爭取 文學館傳佳音

▲大學組一等獎獲獎者戴劍
韜。

▲大灣區文學交流講座上，研究大灣區的高校學者與主禮嘉賓合影。

▲

行
政
長
官
李
家
超
視
頻
致
辭
。

▼

大
灣
區
文
學
交
流
講
座
暨
徵
文
獎
項
頒
獎
禮
上
，
獲
獎
學
生
、
高

校
學
者
與
主
禮
嘉
賓
大
合
影
。

大灣區是否有共同的文學？在
廣東省作家協會主席、廣州暨南大學

文學院二級教授蔣述卓看來，大灣區文學是因粵港澳
大灣區應運而生的，這預示着要跟粵港澳大灣區的建
設相匹配，都要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組成部分。蔣述
卓提到，大灣區文學是一個不斷建構和發展的概念。
「從未來的建構角度來看，大灣區文學要秉持對嶺南
文化的繼承與發展，亦要尋找共識，得到一種文化認
同。在藝術形式上，則要不斷地去探索，要有一種大
膽創新的意識，去豐富我們粵港澳大灣區的藝術創新
和審美的趣味。」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趙稀方很看好大灣
區文學的發展前景。 「儘管香港本地文學在大灣區的
參與度不是特別高，但它一些內在品質，如香港的地
方志、龍舟、南音等，是粵港澳之間的共同文化。我
希望香港文學能以國際化視野加入大灣區文學。」

香港浸會大學榮休教授黃子平、中國世界華文文
學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白楊、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教
授袁勇麟、上海同濟大學教授喻大翔、復旦大學中文
系教授梁燕麗、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凌逾、華僑
大學文學院教授陳慶妃、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研究
院講師徐婷等，亦出席此次講座。

學者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