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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學館選址位於茂羅街前身為香港二級歷史建築「綠屋」，三層
約2,000餘呎的空間。憶及去年在特首李家超尚未上任時便寫信呼籲

籌建文學館，之後透過香港《文匯報》等主流媒體的推廣，終於令文學館
得以籌建，潘耀明十分感慨，但他也表示自己沒有感到很輕鬆：「雖然願
望達成了，但文學館還是剛剛起步，有許多工作要去完成，涉及各種具體
的、細緻的問題，還有深入的研究……」

只做倡議人不會加入董事會
潘耀明表示香港文學館的主要功能是建立資料檔案，收藏香港作家手
跡、手稿、出版物版本、簽名本，以及包括各種傳媒有關香港作家的報道
及評論等歷史紀錄，並將此作為研究資料，成立學術委員會對本地作家及其
作品作深入研究，為日後的文學交流打下基礎。「這些年我們爭取的是一個
正規而非業餘的文學館，並不只是舉辦文學相關的聚會，而是立足於更廣闊
的視野，參照世界其他文學館的做法，希望以更高的標準來運營，與其他文
學館是完全不同的。」潘耀明表示，香港文學館將成立董事會，由社會上
有重大影響力的相關人士組成，除文化界人士外，亦包括商界等其他界別
支持文學的人士，而他本人雖然一直是推手，但將不會加入董事會。
因為空間不大，文學館只能作為收藏的展示廳，至於館藏作家，潘耀明

認為需要通過學術委員會討論甄選，藏品也會公開徵集：「因為不少本地
作家的手跡已經散失，我們需要從拍賣行、民間藏家收集一些藏品，希望
可以盡量徵集多一些我們需要的收藏，再找專家來整理、歸檔。如果有民
間人士願意捐獻藏品，我們會很感激。」

文學館非壟斷亦歡迎其他團體
對於香港文學生活館早前聲明表示「並未得悉（作聯）有關計劃」，潘

耀明覺得難以置信：「我們在整個過程中不斷爭取，早在2004年便在
《香港作家》雜誌做了特輯，2022年有傳媒大篇幅報道，我們又有致特首
的公開信，他們怎可能會一無所知呢？」在他看來，文學是屬於所有人
的，香港文學館是屬於香港社會的，屬於大家的，而不屬於任何一個人或
一個團體。
「香港文學館不是私器，也不是香港作家聯會的私人財產。文學館也無
法壟斷，我們亦不打算壟斷，香港是一個開放的社會，如果有其他團體願
意做，我們都很歡迎，可以各自做下去。讓社會大眾來判斷。我們都是為
了香港文學的未來着想，即使我們的文學館被人超越，我都會歡迎。」潘
耀明也表示，社會有不同聲音可以理解，但不能為了壟斷香港文學館，而
攻擊另一個團體或組織，這有違香港社會公平、自由的氛圍。

通過文學館豐富香港文化涵養
潘耀明強調，香港文學館的研究應不止停留在作家和作品，還要研究作

家的創作生活、創作的過程，以及生活過的地方。他一直惋惜香港本可以
憑藉南來作家的生活足跡來組成一條文學軌跡，但由於以前政府的不重
視，令很多有價值的地標未能保留。「雖然你請一個當紅歌星在維港唱
歌，也會產生轟動效應，但這個效果不是屬於香港的，是買來的；但那些
文人在香港的足跡、地標、文化景點，並非買來的，是確確實實屬於香港
的。」因此他也強調保存當下仍能觸及歷史的重要性，呼籲透過仍在世的
老一輩文化人、作家做口述歷史，以此來了解香港文學的詳細過去：「透
過一個人自己講述他的故事，他的創作，他的文學生活，曾經居住、工作
過的地方，保存下那個豐富的年代，這太重要了，有很大的文獻價值。」
「文學不能收埋，要不斷推廣。」潘耀明希望香港文學館接下來可以在

校園內推廣香港作家及他們的作品，亦有計劃在大學開班短期文學創作課
程，也會向海外的文學館、作家發起邀約，請他們來港做交流講座，將豐
富的創作經驗帶給香港的創作者。「這些都是我們將來的目標，希望可以
通過香港文學館這個平台，豐富香港文化涵養，使香港文學的影響力不斷
擴大，甚至輻射海外。」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
於2022年6月訪問潘
耀明先生，撰寫《十
八載走筆疾呼 心繫

建文學館 潘耀明 ：香港不是文化沙漠 文
化環境迎新轉機》一文。當時他正準備向
候任特首李家超遞信，訪談言語中雖充滿
激情與期盼，但也有點隱憂，唯恐自己的
提案又會再次杳無回音。

訪問中對於香港文學的歷史，他總是如
數家珍，亦始終篤信香港這片文學沃土，
可以在適切的支持下重煥生機。而今心願
達成，潘耀明卻十分淡然，一面是因緬懷
未能見證這一切的逝者的哀傷，另一面是
覺得香港文學館前面要走的路仍然很長。
文學確實是自下而上的，但文學活動不應
局限於有限的資源和狹窄的視野，他是這
樣認為。在灣仔茂羅街的「綠屋」，香港
文學有了一個官方的「家」。這個「家」
會發生什麼好事？我們拭目以待。

19年爭取終償夙願 選址二級歷史建築「綠屋」

作聯會長潘耀明：
香港文學館屬於大家 絕非私器
2004年第三期《香港作家》雜誌，一篇《關於

「香港必須建立文學館」的討論》文章的末尾，列着

當時一同發起聯署倡議建立香港文學館的34位文化

界人士的名字，這是香港文化界的熱切呼籲。2023

年7月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潘耀明在他們的會員大會上

宣布香港文學館正式籌建，將於明年4月開幕，象徵

着歷時19年的爭取終於夙願得償。而當初發起聯署

的人士中，有13位已經離世。「這條路走得非常漫

長，19年的背後包含了我們對文學的熱

忱，以及付出的心血與代價。我很感激

這些曾一起發起聯署、並肩爭取的文藝

界人士，希望今日這一結果，可以告慰

這些已經離世的聯署者。」潘耀明說。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黃澄
採、攝：香港文匯報記者樊慧杰

鍥而不捨
為香港文學找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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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耀明表示，香港文學館的主要功能是建立資料檔案及收藏香港作家手稿等。

◆潘耀明稱，文學是屬於所有人的，香港文學館也是
屬於全社會和大家的。◆香港文匯報記者去年曾專訪潘耀明。

◆香港文學館將設於灣仔茂羅街7號的「綠屋」。 黃依江攝◆茂羅街7號明年將添新意。 黃依江攝

饒宗頤、也斯、劉以鬯、王璞、王煜、
王齊樂、巴桐、甘豐穗、何沛雄、吳康民、
金聖華、金耀基、周蜜蜜、施議對、
周錫䪖、馬文通、海辛、陳家春、陶然、
梅子、犁青、黃坤堯、黃維樑、黃慶雲、
張詩劍、張隆溪、舒非、漢聞、曾敏之、
鄭培凱、潘耀明、羅琅、羅忼烈、璧華

2004年
《關於「香港必須建立文學館」的討論》

倡議人名單

2004年

爭取建香港文學館時序表

香港作家聯會在《香港作家》發表
30多人聯署，倡議在西九文化區建立
香港文學館，未獲特區政府重視。

2018年 潘耀明代表作聯致函西九文化區管
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倡議在西九
興建文學館。時任西九文化區行政總
裁栢志高回覆，指香港已有發展成熟
的文學設施，認為無必要再在西九建
立文學館。
同年11月，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鐵

凝訪港，鐵凝和潘耀明均向時任特首
林鄭月娥指出香港需要文學館，時任
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隨後跟進。潘
耀明憶述對方建議選址元朗祖屋，但
未有進一步發展。

2022年 4月行政長官選舉期間，潘耀明在
多份報章發表《致李家超先生——呼
籲在西九文化區建立 「香港文學
館」》倡議書。

2023年 7月接獲通過資助成立香港文學
館，同月在書展活動向公眾宣布。

◆香港文學館標識設計的靈感正來源於「綠屋」。 網上圖片

◆潘耀明日前在創建文化大灣區計劃大型文學活動上宣布香港文學館正
式籌建的消息。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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