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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程 100期專欄總結與展望朤朤朤朤
朤朤，讀音「朗朗」，前程朤朤的意
思是前途一片光明。 一不小心三年寫了
100期專欄了！ 三年，感謝香港文匯報
提供平台；三年，感謝讀者朋友的厚
愛；三年，跨過星辰大海，也穿過你和
我的人山人海。
看電腦桌面文件夾內的百期稿件和
照片，感觸良多，三年寫過的內容滿載
回憶，全是在內地工作生活學習，因緣
際會所遇到的人事物和見聞，有你有我
有他。
2020年底，在山東平陰出差時接到邀
請為專欄執筆，從2021年1月開始了這
段奇妙的寫作旅程：從自我介紹開始寫
到師父指引我去長春和四平出差，講國
學沙龍及冰雪文旅；兩彈一星中國決策
學張順江教授及他的著作《本元論》；
萬丈紅塵三杯酒 千秋大業新奶茶—分析
茶飲產業；國家圖書館十四五規劃文化
產業內地與港澳協同發展研討會；內地
港人百人百事紀錄片籌備及中國紀錄片
產業；交叉科學與傳承創新教育；中國
版權產業；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紀錄
片首映夏至東城及故宮以東合作活動；
北京七有五性社區；中元節胡同驚恐故
事；北大紅樓與文基工程；絲綢之路國
際藝術季；疫情成都出差浪漫核檢；加
速香港融入內地關鍵在內地港人團體；
最好的香港青年教育是親身體驗。
第二年，2022年，疫情嚴峻隔離在家，

元宇宙大熱，所以年初寫了幾篇科幻愛情
短篇故事：我穿越元宇宙去愛妳，老虎年
我在「無為」元宇宙過春節。疫情放開能
出門就寫線下活動見聞: 北京冬奧和香港
疫情的冰火二重天；內地港人家長喜訊 民
心學校解決小孩升學問題；京港文化科技

路由治到興新出路；我在北京「超省」工
作的日子；抗疫前線志願者的體驗；那一
年 我在北京解彈窗的日子；疫情期間 元
宇宙之高速發展；我在央視《老兵你好》
向97年回歸儀式軍人致敬；加緊學習重要
講話 發揮故宮文化精神優勢；學習習近平
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參加首屆北京文化
論壇的體驗；和全國政協委員一起讀書；
推動元宇宙發展勿忘科技向善；多場會議
順利舉辦 喜迎二十大來臨；文化之都 書
香滿城；國慶在京城 喜迎二十大；參觀
「奮進新時代主題成就展」；帶領青年一
起奮鬥學習二十大及施政報告；疫情下的
內地港人紀錄片首映儀式；陽過期間的京
港洽談會及世界盃總決賽。
第三年，2023年，疫情放開，AI和摜
蛋大熱，寫了：陽康後出差多地 喜迎回
港過春節；我在南下回港趕年夜飯的高
鐵上； ChatGPT與春節京港生活記；學
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才是真正的「通

關」；癸卯正月 京深瓊港文化潮流正狂
飆；推動文創工作要得像隻老虎跑得
快；大美青海文體旅調研之行；GPT4全
球熱潮！ 我穿梭於傳統文化與AI科技之
間；從小學生到AI領域 人類歷史一周的
驚人變化；追溯文明印記 探索 AI 未
來；一手國學 一手AI 腳踏南北；無名
南北通順之始 常無欲以觀其妙，有名南
北通順之母 常有欲以觀其徼；崑崙歸來
再遇山海；數字經濟與法律 搭建京港橋
樑；北京國際交往中心建設—冬奧村與
雁西湖；當520遇上小滿 中法德俄文藝
在北京；福建泉州豐澤區 以文旅影視促
南北文化交流；調研京港文創科創商
業；多看內地都市劇 了解國家城市發展
成果；點茶人生與實習生；探索北京中
軸線 為香港實習生鋪路；大灣區哥哥的
雨中亂想與北京中軸線；從京回港與從
港回京；北京中軸線與韌性；哲科玄文
皆國學；黑白雨露 乾坤莫測；地壇書市
升華人生；真力彌滿 吾心豪放；月下秋
收 陰晴圓缺；飯前不摜蛋 等於沒吃飯；
飯後不摜蛋 等於飯白吃；夢回井岡山黃
洋界保衛戰；魂縈婁山關大捷；首位入
駐北京紫荊文化廣場；回港出席底26京
港洽談會的人與事；投票和龍墩墩都是
香港一家人的體現；絕地重生靠的是兩
個結；2023年總結與2024年重生；龍行
龘龘 北京春節味道漸濃。
「龍行龘龘 前程朤朤」是2024年最流

行祝福語，今天，這美好祝福送給所有
讀者和朋友！ 接下來，繼續奮鬥寫好內
地見聞，文旅科技產業發展，讓大家多
一個角度了解祖國當下國情！

作者/圖片：文旅部
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梁家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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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曾是全球最大的
玩具出口產地，無論對
世界玩具業，以至本地
工業和經濟發展都帶來
深遠的影響。今年文化
葫蘆就以「玩具」作為
主題，帶領公眾於以保
育為己任的中環街市，
重新了解這個曾經被稱
為玩具王國的歷史。
策展人吳文正於官
方網站撰文表示：
「玩具世界包羅萬
有、千變萬化，隨
時代的發展出現林林
總總的玩具令人開心
愉悅、玩不釋手。說到對玩具的感受和意義，會因應客觀 環境和文化
差異有所不同，更會因人而異。」
為探討「點止玩具咁簡單」背後的故事，展覽團隊誠意走訪23位玩

具達人，包括廠家、收藏家、設計師以及潮玩傳媒人等。展覽除了展
示香港早年的傳統玩具產品，喚起人們的童年回憶外，也同時介紹千
禧世代湧現的本地原創潮流玩具，從「香港製造」到「香港創造」的
重要分水嶺。同時以美日玩具印證它們對香港流行文化的衝擊以及影
響香港玩具文化的發展歷程，配合一系列講座、工作坊及導覽等連串
活動，冀觀眾在此感受到玩具文化另一番的體驗。

「先生回家——嚴復與近代中國名人」特展日
前在福州三坊七巷舉行。展廳不遠處，是

嚴復晚年居住的郎官巷20號，1921年10月嚴復長
辭於此。嚴復翰墨館館長鄭志宇是今次紀念嚴復
四場展覽的策展人之一，幾乎所有的展品均出自
他個人收藏。
「嚴復之所以成為嚴復，與特殊時代的風雲際

會，尤其是特殊時代中的傑出人物有千絲萬縷
的關係。」早年因在香港一場拍賣會上「邂逅」
嚴復一枝紙信札，從此迷上嚴復的鄭志宇，近些
年的藏品從嚴復拓展至「嚴復朋友圈」，以嚴復
為中心，內環主要有沈葆楨、林紓、陳寶琛、陳
衍、薩鎮冰等書寫了半部中國近代史的閩籍同
鄉；外環則是郭嵩燾、梁啟超、黃遵憲、張元
濟、吳汝綸等引領一時風氣的近代文化名流。
「從這些他們之間的私人信件、日記、或公文
中，可以窺見他們之間的距離或遠或近，但始終
相互作用，在無形的引力場中共同構成近代中國
文化版圖裏群星閃耀的壯麗圖景。」鄭志宇說。

吳汝綸影響《天演論》寫作
嚴復重要的八大譯著中，《天演論》的影響力最

大，書中「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觀點震動了整
個中國的知識界，胡適、魯迅等人都是他的「迷
弟」。這一時期，嚴復的朋友圈也很多元，肅親
王、載澤、載洵、毓朗、那桐、張百熙、端方、盛
宣懷、馮國璋、榮祿、袁世凱等，也是嚴復交往的
對象。而吳汝綸無疑是這一時期對嚴復幫助啟發和
影響最大的人。吳汝綸是那時第一流的文學大家，
台灣學者黃克武說，《天演論》是多次修改的成
果。在1901年南京富文書局版的《天演論》中，書
名由呂增祥題字，內文則有吳汝綸的序言。呂、嚴

是親家，呂增祥也是嚴復與吳汝綸結交的牽線人。
1897年 3月，呂增祥將《天演論》譯稿從天津帶到
保定，請吳汝綸指正。從嚴吳二人的通信和《天演
論》手稿本修改的痕跡可知，嚴復幾乎完全接受了
吳汝綸的建議，以及大部分吳汝綸所擬定的小標
題。其中，當翻譯精確與文字典雅有衝突之時，吳
汝綸主張「與其傷潔，勿寧失真」。這一解決信達
雅之衝的想法和建議，對嚴復後來的翻譯工作有深
遠的影響。嚴復在 1900年致吳汝綸的信中，談到他
與吳汝綸的交往。他感嘆地說，如果早些遇到吳汝
綸，自己在文章寫作上，可能會有更好的表現。

張元濟為嚴復首開付版稅先河
根據嚴復的族曾孫嚴孝潛考證，嚴復與張元濟相

識於1896年。彼時，張元濟調到「總理各國事務衙
門」擔任章京，次年他與陳昭常等人創辦了學習西
學的「西學堂」，嚴復全力協助開辦，還為這個學
堂起名為「通藝學堂」。1898年初，嚴復又為通藝
學堂聘請外籍教習一名，並在4月、5月間兩次到通
藝學堂講學，給張元濟以很大的支持。戊戌變法失
敗後，張元濟被革職永不敘用，「通藝學堂」被併
入正在籌建中的「京師大學堂」，而「京師大學
堂」於1912年5月更名為北京大學校，嚴復是首任
校長。張元濟舉家從京城南下上海，在李鴻章的推
薦之下，被盛宣懷聘為「南洋公學」所屬「譯書
院」事務兼總校。張元濟在赴任「譯書院」之前，
特意給在天津《國聞報》擔任主編的嚴復寫信，請
教著譯編輯出版發行等方面事宜，得到嚴復的詳細
指點。在很短的時間內，「譯書院」就翻譯出版了
一批西方著作，他還花大價錢，買下了嚴復翻譯
《原富》的版權。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899年，嚴復與張元濟已經

就出版《原富》一書達成協議，「十分抽一，以售
書為限」，「售稿時著作千字五元」，以兩千金購
下譯稿，書出版後，再按兩成付版稅。」這成為我
們今天所知的最早的現代意義的版權貿易合同。
《原富》後來並被一版再版，影響巨大。嚴復也是
中國倡導著作權和版權保護的第一人。1903年，張
元濟加入商務印書館，而令嚴復聲名鵲起的《天演
論》初版已經問世5年，但商務印書館卻是重版《天
演論》次數最多的出版機構。據北京大學馬克思主
義學院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副教授史春風統計，從
1900年至1921年，該書在商務再版了20次之多。除
了《天演論》，商務還先後出版了嚴復翻譯的《群
己權界論》、《法意》等諸多著作。

福州老街巷藏着「半部中國近代史」
近代中國，大抵沒有哪座城市像福州一樣奇
特，雖遠離政治經濟中心，卻在一兩百年時間
裏，為這個國家源源不斷貢獻出一批足以改變歷
史進程的著名人物：林則徐、沈葆楨、曾宗彥、
嚴復、林旭、林長民、林覺民、冰心、陳矩孫、
王冷齋等等，所謂「一座三坊七巷，半部中國近
代史」。與嚴復有關係的閩籍近代名人中，既有
陳寶琛、林紓、陳衍等舊派文人，也有薩鎮冰、
高夢旦、林長民等新派人物，甚至還有林旭這類
激進的革命派。他們與嚴復或為前輩師長，或為
同輩知交，在與嚴復的交往過程中，在政治理
念、社會思想、文藝傾向、學術研究乃至生活方
式等方面，都對其產生或深或淺的影響。「這一
方面當然可以表明嚴復橫跨舊學與新學兩方面的
綜合涵養，而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甚至也可以這
麼理解：嚴復的出現，正有賴於近代福州特殊的
歷史條件與人文土壤。」鄭志宇說。

20242024年年11月月88日日，，是嚴復誕辰是嚴復誕辰170170周年周年。。嚴嚴

復是中國近代史上向西方尋找救國真理的第一復是中國近代史上向西方尋找救國真理的第一

代知識分子的代表代知識分子的代表，，以非凡的見識引進新的世以非凡的見識引進新的世

界觀和方法論界觀和方法論，，警醒沉睡的中國警醒沉睡的中國；；他又是最早他又是最早

對西方近代文明表示失望對西方近代文明表示失望，，最新認識到中國文最新認識到中國文

明價值的中國人之一明價值的中國人之一。。為紀念這位偉大的先為紀念這位偉大的先

賢賢，，嚴復的故鄉嚴復的故鄉———福建省福州市以一場學術—福建省福州市以一場學術

研討會研討會、、四場涉及嚴復翰墨真跡四場涉及嚴復翰墨真跡、、譯著譯著、、著著

作作、、生活物件生活物件，，以及後世研究嚴復思想的出版以及後世研究嚴復思想的出版

物展覽等系列活動物展覽等系列活動，，緬懷這位傑出的緬懷這位傑出的啟啟蒙思想蒙思想

家家、、翻譯家和教育家翻譯家和教育家。。尤以尤以「「先生回家先生回家———嚴—嚴

復近代中國名人特展復近代中國名人特展」」這場展覽這場展覽，，讓後人得以讓後人得以

窺見嚴復一生窺見嚴復一生「「談笑有鴻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往來無白丁」」的的

「「朋友圈朋友圈」，」，以及身處風雲激盪的大時代下多以及身處風雲激盪的大時代下多

元立體的生命境界元立體的生命境界。。 ◆◆文文、、攝攝：：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何德花何德花 福州報道福州報道

中環街市「點止玩具咁簡單」
展現香港「玩具王國」歷史

「港文化．港連結」─點止玩具咁簡單
日期
時間
地點

即日起至1月28日
12:00-20:00

中環街市一樓活動場地

▲▼展覽現場展出多種玩具。
圖片：Hulu Culture & 中環街市 Facebook

展出「朋友圈」
與近代中國名人相交甚篤

◆◆嚴復雕像及他的名言嚴復雕像及他的名言「「物競天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適者生存」。」。

民眾參觀嚴復相關展品民眾參觀嚴復相關展品。。

◆◆嚴復譯著的嚴復譯著的《《天演論天演論》》原版書籍原版書籍。。

◆◆「「先先生回家生回家——嚴復近代中國名人特展嚴復近代中國名人特展」」現場現場。。

◆◆嚴復譯著嚴復譯著《《原富原富》》原版書籍原版書籍。。

◆◆展覽揭示了嚴復與許多中國近代傑出人物之間千展覽揭示了嚴復與許多中國近代傑出人物之間千
絲萬縷的關係絲萬縷的關係。。

嚴復誕嚴復誕辰辰171700周年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