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正 ）

由英皇電影發行（北京）聯合出

品，英皇電影香港及澳門獨家發

行的史詩級巨製電影《志願軍：

雄兵出擊》，將於今日實現香港

與內地同步上映。這也是內地電

影首次實現香港同步上映。昨日

（9月27日）該片在銅鑼灣時代

廣場舉行電影首映禮，現場群賢

畢至，嘉賓雲集，氣氛熱烈。

陳國基冀陳國基冀《《志願軍志願軍》》助觀眾增愛國情助觀眾增愛國情
破天荒實現內地與港同步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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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匯友以文匯友 風雨同舟風雨同舟文匯要聞

畫家趙素仲帶來了她於1968年刊登在香港文
匯報副刊的文章《秋收小曲》剪報，泛黃

的剪報講述着她與香港文匯報跨越半世的緣分與
故事。「我1962年來港，當時15歲，沒有書讀
也沒有工作，有一日父親帶我們兄弟姐妹幾個去
沙田紅梅谷旅行，在車上，前座的人下車了，留
下一份香港文匯報，我就拿來看看，發現這份報
紙很好看，不同於我父親喜歡看的《華僑日
報》，於是我就開始每天看。很快我就在香港文
匯報上看到漢華夜中學招生的消息，於是就報名
讀書，由中三讀起。」後來在趙素仲中四時，因
為擅長寫畫，她被老師介紹去幫其一位朋友做
工，寫一千多張聖誕卡，做完後老闆很滿意，於
是將她轉作長工，她就這樣擁有了第一份工作，
也因此走上了藝術創作的道路。
後來，趙素仲就經常寫文章，給香港文匯報投
稿，佳作常有刊登。60歲之後她又在香港文匯報
開設專欄，專欄名為「詩畫人生」，以一首詩配
一幅畫的形式進行創作。她感慨地說：「那時我
初初來到香港，什麼資源都沒有，香港文匯報讓
我獲取了很多信息。如果當初我沒有看到這份報

紙，就不一定會去學校讀書，也不會走上文藝之
路，我的人生不一定會像現在這般。我與香港文
匯報有着深厚的緣分，十幾歲的我未曾想過今日
我會在這裏參與香港文匯報創刊75周年慶祝儀
式，我感到很開心。」
鍾建新、魏勤、馬志明、黃永暢、高麗明等一眾

畫家都表示，報章保留一定的藝術、文化版面是很
必要的。馬志明說：「我們從小到大，都是靠報章
的文化藝術版面汲取知識，這對於我們的成長非常
重要。」鍾建新表示：「香港文匯報的副刊文藝版
面一直內容扎實豐富，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以前香港
文匯報有個專欄，每期都有一位藝術家的作品，旁
邊配一段介紹，雖然篇幅不大，但我受益匪淺。」

以「文」匯友 海納百川
多位資深專欄作家亦分享了自己與香港文匯報

之間的緣分。作家廖書蘭表示，香港文匯報這些
年更貼近社會，接近普羅大眾，既有知識性、學
術性，也展現出貼地的社會百態。
已為「文匯園」版面撰寫專欄逾7年的資深出

版人梁振輝，5年前也曾出席香港文匯報創刊70

周年慶祝儀式，他表示：「香港文匯報能夠共融
多元文化，這項特質這麼多年都沒有改變，我們
作者提出的建設性意見也多能採納，這點非常難
得，這也是我繼續為『文匯園』寫專欄的動
力。」他冀望香港文匯報敢於面對變化，善於適
應變化，不斷前進，走向更有希望的未來。
香港東方書畫院院長、獅子山文藝協會會長梁

君度自稱是香港文匯報的忠實擁躉，「像大公文
匯傳媒集團旗下的報紙這般堅持正道、實事求是
的報紙，香港並不多，社會更需要一些這樣的正
能量。我也在通過為香港文匯報寫稿的方式傳播
中國傳統文化，希望為堅定文化自信，增強中華
文明的傳播力和影響力出一分力。」
作家潘國森則回憶道，自己與文匯報之間已有

18年緣分，不知不覺間，已在「琴台客聚」欄目
發表雜文約 900 餘篇，合共約千萬字。他以
「文」和「匯」兩字字意展開，坦言一份報紙文
脈興隆乃是因為承載眾人的努力。「75年大概等
於4至5代人，我不像很多本報的職員與讀者那
樣，家裏幾輩人可能都和本報有緣分，我與香港
文匯報只有十多年交集，是『遲來不見早花
開』。」但儘管與文匯報只有十多年交集，他卻
也見證了不同的「文」事如何在這一方天地匯
合，留下歷史的印記。
作者余似心潛心經營「翠袖乾坤」欄目多年，

她認為一份報紙可以辦這麼久，而且越做越好實
屬不易。「在香港以及不同的地方的人，都可以
透過這分報紙了解香港發生的一切。我為文匯報

寫稿多年，看到了它的慢慢發展，直到今天實現
了多元化的展現。」
資深傳媒人林爽兒感嘆75周年是個值得紀念的
大日子。她希望文匯報可以蒸蒸日上、越來越進
步，銷量也越來越好。
年輕作家趙陽則認為，香港文匯報應該繼續堅
持自己的特色，更加貼地。他也希望香港文匯報
能夠繼續成為在香港這片土地上知識分子和文化
人的精神家園。

開拓進取 繼往開來
「我好記得黃霑先生在離開前的兩三年，都稱
自己只看大公報、香港文匯報，因為很真實。」
著名導演高志森說，「到了今時今日，香港的傳
媒氣氛當然還是有很多西方的聲音，但我看到很
多市民都在網絡上點讚文匯報，我覺得是一個很
好的趨勢。我會繼續支持！」
香港時裝設計師任朗呈則認為傳媒在我們生活中
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冀望香港文匯報繼續發揮正面
影響力，促進社會和諧，「期待下一個75周年！」
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保僑寄望香港文
匯報多着重民生報道，令政府能關注得到，「同
時經濟發展必定向大灣區出發，所以也希望能報
道多一些大灣區的商業生態環境，讓香港讀者多
些知道如何向大灣區發展。」
香港電腦商會主席許健生則希望未來香港文匯報
能多報道香港工商民訊息，讓內地讀者更準確了解
香港的發展。

首映禮邀請到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擔
任主禮嘉賓，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保安

局局長鄧炳強、中聯辦青年工作部部長張志華、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副部長張國義、香港大公文匯
傳媒集團董事長李大宏、紫荊文化集團總經理文
宏武、懲教署署長黃國興、民眾安全服務隊處長
羅仁禮、消防處副消防總長翁錦雄 英皇集團主
席楊受成、副主席楊政龍等出席。
電影作為《志願軍》三部曲之第一部，由陳凱
歌執導，黃建新編劇，朱一龍、段奕宏、章子
怡、張子楓、辛柏青等主演，主要講述中國人民
志願軍入朝打響第一、二次戰役這一階段的故
事。
陳國基指出，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4周

年，《志願軍：雄兵出擊》在內地和香港同步上
映，向國家一眾英雄先烈致敬，意義非凡。抗美
援朝戰爭這段歷史，深刻印在每個中國人心中。
《志願軍》以三部電影的規模、強大的製作班底
和演員陣容，全面呈現這場歷時兩年零9個月的
戰爭，鮮明刻畫出中國人民志願軍聯同朝鮮人民
和軍隊合力奮戰，維護國際正義，捍衛世界和
平，最終取得偉大勝利。
他希望觀眾能從電影中有所啟發，了解中國乃至
世界歷史，從而增強國民身份認同和愛國情懷。

全片以1比1還原製作
英皇集團副主席楊政龍在首映禮上致辭時表

示，今次《志願軍》在香港播出，是破天荒實現
了內地同香港同步上映，意義重大。電影規模強
大，當中投入大量資源，諸如坦克車、戰鬥機，
甚至鴨綠江大橋等場景都十分講究，全部以1比
1還原製作，整個劇組有超過2,500人，主要演員
亦過百位，他相信觀眾會被電影中的高還原度場
景所感染。
楊政龍稱讚主創團隊排除萬難，拍攝跨越四

季，電影最終成功展現志願軍身處艱難環境下如
何保衛人民、浴血奮戰的英勇事跡。這部主旋律
電影有助進一步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弘揚愛國主
義精神，同時亦可以傳遞愛國正向思維。他希望
年輕一代的觀眾在欣賞電影了解歷史的同時，能
夠深受感動和激勵，學習志願軍的愛國精神，珍
惜來之不易的和平， 團結一心，為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貢獻力量。

文友匯聚 共賀香港文匯報75周年

◆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陳
國基致辭。 中通社

▲英皇集團副主席楊政龍致
辭。 中通社

◆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
司長陳國基（左六）、
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副
司長卓永興（右六）、
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局
長鄧炳強（左五）、大
文集團董事長李大宏
（左三）等嘉賓出席香
港首映禮。 中通社

▶9 月 27日，孫藝洲（左
一）、于和偉（左二）、張
藝謀（右二）和雷佳音在張
藝謀新片《堅如磐石》北京
首映禮上。 中通社

◆大文集團董事長李大宏（中）等與香港文化藝術界人士合照留念。 鄭海龍 攝
◆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林映(左二)與畫家鍾建新、盧峰畫廊
魏勤校長、高麗明、馬志明等合照留念。 鄭海龍 攝

◆趙素仲展示數十年前在香港文匯報寫稿的剪報。
涂穴 攝

香港文匯報創刊75周年慶祝儀式昨日於會展盛大舉行，文化藝術界一眾老友齊相聚，「香

港文聯」執行會長李秀恒、書畫家梁君度、葉永潤、張成浦、李裾人、趙素仲、鍾建新、

盧峰畫廊魏勤校長、高麗明、馬明等，高志森、方保僑、任朗呈、許健生、專欄作家廖書

蘭、潘國森、梁振輝、余似心、李漢源、趙陽、查小欣、小蝶、林爽兒到場慶賀，細數與

文匯報之間的點滴緣分，亦寄望報紙兼容並蓄、繼往開來！ 採訪：副刊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