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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鐘之星」唱響兩地向未來共奮進
音樂家炮製音樂盛宴 文化交流打響頭炮

特刊 ◆版面設計：劉坻坻

中國大書法年度漢字的評選是用漢字來說
明不斷變革中的中國與世界，記錄一年

內發生的國內國際大事、時事熱點和人們的家
國情懷，用以反映全年的焦點。中國大書法年
度漢字評選已成為中國漢字文化圈的一項盛
事，在內地、港澳台地區和海內外華人文化圈
產生了巨大影響。不僅反映了漢字藝術傳播世
界的影響力，也體現着中華文化無比強大的凝

聚力。
中國大書法2023年
年度漢字評選由中國
硬筆書法協會大書法
專業委員會、香港大
書法協會、澳門書法
院主辦，全國各省
市、自治區硬筆書法
團體，中國香港、澳
門、台灣地區等數十
家書法團體作為協辦
和後援單位。專家評
審團由國內近20所高

等院校教授、客座教授及行業協會專家組成。
中國硬筆書法協會官網、中國大書法微信公眾
號等17家媒體提供網絡支持，並組織了年度
漢字網絡徵集。
中國硬筆書法協會主席張華慶，書記、常務
副主席李冰，監事長熊潔英，副書記梁秀，篆
刻部主任包根滿，香港書法協會會長馮萬如，
香港書法解碼協會會長李偉宏，香港硬筆書藝
會會長舒榮孫，中硬書協香港女書法家協會主
席婁耀敏，香港詩書聯學會主席葉炯光，香港
青少年書法協會會長陳楚，澳門硬筆書法家協
會會長歐志祺，中國硬筆書法協會專委會成員
郝罡、羅碩、黃德傑、趙黎明、伍豐連、黃運
科等和港澳書法界、文化藝術界、新聞媒體界
專家、學者、教授、藝術家等出席了年度漢字
評選揭曉儀式。活動由熊潔英主持。梁秀向與
會書法家、專家教授介紹了30個網絡徵集的
候選年度漢字和推薦理由。
張華慶根據專家評審團的投票表決，公布了
中國大書法2023年年度漢字為「韌」字。

李冰代表專家評審團介紹年度漢字的入選理
由。「韌」，柔而不弱。中國文化有一種
「韌」的精神，他蘊含着強大的自我恢復和更
新能力，中華民族就是靠着這種精神，生生不
息，延綿不絕。2023年，中國外貿受限，內
需廣闊，體現中國經濟的「廣韌」。西方大國
打壓排擠，中國巋然不動，穩中有進，體現出
政治上的「堅韌」和諧共存，相互成就。通過
「一帶一路」「協和萬邦」實現世界大同，體
現出中國文化的「柔韌」。「韌」是疫情時的
堅韌不拔，更是後疫情時代在困境中發展的驚
人力量。這是中華兒女對民族復興的不懈努力
和堅持。什麼是韌？就是堅持到底的決心。
在迎春筆會上，張華慶率先開筆，揮毫寫下
中國大書法2023年年度漢字「韌」，四尺榜
書可謂飄逸灑脫、神韻暢溢，贏得現場陣陣掌
聲。著名書法家李冰、熊潔英、馮萬如、李偉
宏、舒榮孫、婁耀敏、葉炯光、陳楚、梁秀、
包根滿、王慶煒、黃德傑等用各種書體，不同
的藝術風格書寫「韌」字，筆精墨妙，精彩紛
呈，詮釋了傳統書法的無限魅力。
參加活動的專家教授、藝術家們衷心地祝願
偉大祖國更加繁榮昌盛，祖國的明天更美好！

字當選年度漢字中國大書法2023年年度漢字揭曉「韌」
中國大書法2023年年度漢字評

選由中國硬筆書法協會大書法專

業委員會、香港大書法協會、澳

門書法院主辦，專家評審團由國

內近20所高等院校教授、客座教

授及行業協會專家組成。12月29

日下午，中國大書法2023年年度

漢字評選在香港大學徐展堂樓展

廳舉行，「韌」字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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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中國大書法2023年年度漢字評選儀式暨迎春筆會的嘉賓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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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盼兒入名校 月花萬元助升呢

香港文匯報訊 「金鐘之星」香港新年音

樂會昨晚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現場

星光璀璨、樂聲悠揚、掌聲不斷。此次音樂

會由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指導，中國音樂

家協會、香港歌劇院共同主辦，指揮家陳琳

執棒中央音樂學院交響樂團，聯袂廖昌永、

莫華倫、石倚潔、王慶爽、江洋、劉艷花、

譚天樂、程皓如、黨華莉、徐曉晴、高白、

李哲翔等兩地音樂家，以一場音樂盛宴獻上

濃濃新年祝福，唱響內地與香港共奮進、向

未來。

◆文、圖：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顏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鼎煌）今年9月入學的中一自行
分配學位階段昨日起接受申請，雖然教育局已推出「中一
派位電子平台」供家長進行網上申請及查閱結果，但仍有
不少家長親赴心儀學校遞交實體申請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昨晨前往傳統名校皇仁書院了解收表情況。有家長每月花
費8,000元至10,000元為兒子報讀課外及興趣班裝備多元
才能，認為現時香港社會環境理想，對子女在港讀書感到
放心。
教育局早前曾預計，今年將有5.15萬名學生參加中一派
位，較去年增加約900人；而在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家長
可於1月2日至16日期間，為子女報讀任何兩間官津或參
加派位的直資中學。

不怕「高才通」子女來港爭學額
昨日在皇仁書院，從事金融工作的家長陳先生受訪時表

示，自己只為兒子報讀了皇仁一校，未考慮報讀其他學
校，「該校教學理念較全面，適合孩子，同學間的兄弟情
誼亦很吸引。」他又無意讓兒子到海外升學，強調「香港
更合適自己屋企發展，希望阿囝留港升學」。
就近月包括「高才通」等計劃的受養人子女，不少都有

意申請香港學校，被問及會否擔心學額競爭情況加劇，陳
先生表示並不太在意，他認為，「（孩子間）競爭多與少
都是做好自己本分。」

稱對子女在港升學感放心
家長李女士認為，皇仁書院的校風、成績俱佳，自己亦

有為兒子報讀如中英數等科目補習，以及興趣班，「運
動、游水、ice hockey（冰上曲棍球）都有」，每月花費約
8,000元至10,000元。她強調，現時香港社會及政治環境安
全，對孩子在港升學感到放心，「能在香港讀到就讀。」

已居港10年、來自菲律賓的家長Zacarias，昨晨與兒子
一同前往皇仁書院遞交報名表。他表示，該校是一間以優
良校風著名的名校，自己希望兒子在此就讀，亦為其申請
同區的聖公會鄧肇堅中學。而自己一直在港從事建築工
作，故未考慮送兒子到海外地區升學。
從事IT工作的劉女士指，選擇皇仁書院是因為距離住所
最近，「而且男仔在灣仔區學校選擇較少，名校多是女
校。」她表示，近年身邊不少朋友選擇讓子女出外升學，
認為香港名校競爭「相對上有所放緩」。

中國音樂金鐘獎是全國唯一常設的音樂性綜合
性大獎，已經連續舉辦十四屆，遴選推出數

百位優秀音樂家。當天，參加演出的既有中國音樂
金鐘獎評委，也有歷屆獲獎者，均是內地與香港的
頂尖音樂人才。
音樂會得到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中
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宣傳文體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
合會香港會員總會、中國音樂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等大力支持。
音樂會在序曲《幸福歡歌》中拉開序幕。青年琵

琶演奏家江洋帶來的《絲路飛天》，將琵琶的韻味
發揮得淋漓盡致；青年二胡演奏家高白帶來的《第
五二胡狂想曲─讚歌》，以動人心弦的樂韻和優

美而舒展的長調，抒發對祖國的讚美之情。
兩地歌唱家為觀眾帶來精彩曲目，包括女高音歌唱

家王慶爽演唱《千古絕唱》，女高音歌唱家劉艷花演
唱的歌劇《尼伯龍根的指環》選段「布倫希爾德的詠
嘆調」，香港音樂家譚天樂、徐曉晴共同演唱《東方
之珠》，男高音歌唱家石倚潔演繹的歌劇《羅密歐與
茱麗葉》選段「啊，升起吧太陽」和歌劇《微笑王
國》選段「你是我的一切」，青年古箏演奏家程皓如
帶來《如是》，亦讓音樂會上半場精彩紛呈。
音樂會下半場，鋼琴新星李哲翔率先登台，演奏

了柴可夫斯基《第一鋼琴協奏曲》第三樂章；青年
小提琴演奏家黨華莉則帶來耳熟能詳的《卡門幻想
曲》；男高音歌唱家莫華倫首先帶來意大利經典歌
曲《我的太陽》，接下來獻唱一曲粵語版《萬里長
城永不倒》；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為觀眾演唱了兩
首中外經典作品—歌劇《塞維利亞的理髮師》選
段「快給大忙人讓路」及具濃郁民族風格的歌曲
《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

最後，全體歌唱家合唱，深情唱響經典歌曲《我
和我的祖國》，全場觀眾起立共同高唱，音樂會由
此圓滿落下帷幕。

新年伊始，「金鐘之星」香港新年音樂會已經為
兩地的文化交流打響頭炮，接下來，還有舞蹈詩劇
《只此青綠》、舞劇《詠春》來港演出。

◆「金鐘之星」香港新年音樂會現場星光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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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carias（左）昨晨與兒子前
往皇仁書院遞交報名表。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