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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說我的性格不像下圍棋的。」徐
瑩一直都覺得自己像個習武之人，外向

豪爽的性格中帶着一點隨性，頗有俠義之氣。
5歲那年，北京一位老先生說徐瑩是塊練武術
的料，但後來沒想到她竟與圍棋結緣，在這門號
稱「靜坐的武術」中「揮動拳腳」，與對手無聲
博弈。徐瑩8歲開始在北京什剎海體校學棋，幾
年後就被北京圍棋女隊選中。由於在1987年全
運會表現優異進入了國家少年圍棋隊，徐瑩後來
成為圍棋世界冠軍馬曉春的學生。
徐瑩首次踏上香港的土地是在 1998 年，她
與講棋搭檔華以剛應邀從內地經香港赴澳門
參加圍棋交流活動。雖然不是行程目的地，
但回歸祖國不久的香港讓徐瑩心馳神往。第
一次在香港參加圍棋交流活動更是讓徐瑩至
今記憶猶新。那是在 17年前的一個冬天，香
港一家民間圍棋培訓機構舉辦全港兒童圍棋交
流活動，徐瑩作為特邀嘉賓對香港的小棋手們

進行現場指導。
又過了些年，香港拔萃書院邀請徐瑩來

校，為學生們開設一堂別開生面的圍棋普及課。
「真的沒想到，後來我與香港這座美麗的城市從
此結下如此深厚的緣分。」她說。

以棋會友促文化交流
2013年，徐瑩移居香港。與一些大眾文體項目

相比，圍棋在香港相對冷門。雖在青少年圍棋普
及上取得一定成效，「但很多香港本地家長對圍
棋的認識還相對局限」。徐瑩認為，在香港推廣
圍棋，不僅要教學圍棋技藝，更要通過圍棋這一
載體推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棋會友是一種
很自然的交流方式。」
如今，在深圳大學擔任副教授的徐瑩，每周都

在深圳和香港之間穿梭，並把目光投向整個粵港
澳大灣區。她在2023年成立了香港大灣區圍棋
促進會並擔任會長，於當年和今年7月，促進會
都在香港舉辦「四洲盃」國際大學生圍棋公開
賽。徐瑩說，她希望把這個比賽辦成香港圍棋傳
統賽事。此外，徐瑩還積極參與推動粵港澳大灣
區的青少年圍棋交流活動，不少香港的青少年圍

棋愛好者到內地切磋棋藝，感受圍棋文化的魅
力，「香港和內地的年輕人要多交流，圍棋就是
一個很好的紐帶。」徐瑩說。

勝負之外的東方智慧
圍棋雖是競技體育項目，卻飽含中國傳統文化

的精粹。在徐瑩眼中，圍棋是一種在對抗中尋求
和諧的競技項目，走好自己的棋，不一定要吃掉
對方，這是超越勝負的東方智慧。
金庸先生生前很愛下圍棋。上世紀八十年代，

陳祖德、聶平等圍棋名人來香港都曾與金庸聚
會對弈、以棋會友，其樂融融。金庸也從圍棋中
獲得靈感，把棋局寫進小說，寫出深藏於黑白棋
子之間的玄妙和智慧。徐瑩說：「真希望我能早
點來香港，說不定有機會可以陪金庸先生一起下
棋。」
作為中西交匯的城市，許多外國人在香港工作

生活。徐瑩也結識了一些外國朋友，他們對這黑
白分明的棋子非常好奇。徐瑩耐心地向他們介紹
圍棋相關知識和歷史，講解其中蘊含的中國文化

與奧妙，令他們興趣大增。圍棋所蘊含的哲思尤
其發人深省——競技雖有勝負，但棋子起落之
間，大和小、得與失、全局和局部，就像人生，
考驗着每一次選擇。
對於徐瑩來說，近四十載圍棋人生，每一次
選擇都像一場修行。她說：「今生落子無
悔。」

三里屯國際消費體驗區帶給香港的啟發
關注我們專欄的讀者，或多或少都了

解，我經常撰寫北京的中軸線和三里
屯，為什麼呢？因為中軸線是我們中華
傳統文化的底氣，而三里屯則是當下國
際消費的標杆，二者都是以科技賦能，
應用在文旅商業市場當中。由於經常在
內地與香港兩邊奔跑，實事求是地說，
我觀察到在消費應用場景和科技應用方
面，內地無論與香港或國外對比，毫無
疑問地產生了代差，特別在商圈發展文
旅消費場景方面。這期我想分享三里屯
的做法，「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有不
少地方可以作為香港升級旅遊消費場
景、吸引並留住遊客消費的借鑑。
宏觀層面，近期三里屯商圈整體正在升
級。一，把商圈定義擴大並一併統籌更新
發展。從「三里屯」擴展成「大三里
屯」，地理上把太古里及周邊地方與新工
體多元聯動，打造更大地域的「CBD×
三里屯國際消費體驗區」，共同塑造三里
屯多元包容、時尚潮流的個性和風貌。二，商圈內各獨立發展的
商業節點，合理規劃遊客高質量的步行動線。以慢行舒適的步
道，組成慢行友好街區，以更綠化的公共空間、科技設施及指引
等提升步行體驗，把商圈獨立的點以步行連接成有效的線及面，
持續更新步行網絡，形成商圈內的協同效應。三，商圈項目的更
新升級。以「高端化、年輕化、時尚化」提升國際化商圈品質，
滿足當下消費市場需求，產生好口碑吸引更多人流，進入良性循
環。四，提升公共服務，打造開放共享的城市會客廳。新工體區
域城市更新項目，將體育、藝術和文化自然融入公眾生活。誠
然，內地有足夠的面積空間可以擴展，而香港地少人多，確受先
天條件所限，但不妨礙「在螺螄殼裏做道場」，用心打造更多開
放共享的公共空間設施。
中觀層面，組織商圈商家企業人才共謀發展。自前年被聘為三
里屯的青創導師，我已連續兩年參加了榮耀三里頒獎活動。三里
屯街道辦及三里屯商會整合了在商圈裏的商家及人才，給他們頒
發獎項和媒體傳播，以三里屯商圈整體IP帶動大家發展。平常亦
組織各種活動及會議，與商圈企業及人才群策群力，共謀商圈經
濟發展。本地事情本地人最清楚，問題所在點和有什麼實際可行
接地氣的解法，就算暫時沒思路去解決問題，也可以充分運用整
個商圈的人脈資源，向內向外尋求解決辦法。這種以商圈企業和
人才為中軸去共謀經濟發展的合力效應，十分值得香港本地商圈

借鑑。
微觀層面，提供便利讓遊客於商圈旅遊

消費。以商圈志願者服務為例，去年5月
組建了「三里屯國際志願者服務隊」，今
年7月在三里屯商圈人流最多的地點—三
里屯太古里南廣場東南角處，設了一個固
定的「國際志願服務小屋」並正式對外試
運營， 為遊客解答本區的吃喝玩樂出行上
網等等「最後一公里」的實際問題。橙色邊
框的透明志願小屋，張貼遊客需要的相關圖
片和中英文說明，不少遊客駐足仔細閱讀內
容，還有的拿出手機對着上面的二維碼掃描
及拍照。志願者就在小屋前的桌椅前，耐心
解答遊客的各種求助。我也在志願者服務亭
親自解答過國外遊客問路及如何上網打車等
求助。在海外社交媒體平台上，很多外國友
人轉發了志願者和服務小屋的照片，中華
人民共和國商務部、中國駐阿聯酋大使
館、北京理工大學等國內外組織機構及駐
外使館等都為此點讚。

服務隊成立至今，累計已服務群眾3,500餘人次，覆蓋群眾2萬
餘人次，小屋日均服務20-30位國內外友人，已開展34場服務活
動，不止有「高大上」的國際文化、國際商業交流等活動，亦有
服務本地商圈「接地氣」的活動，如「中國故事的三里屯講述
人」，就與轄區學校合作語言實踐課程，為青少年交流和商戶提
供公益語言課程，並深入社區治理，為特殊人群和老年人送關愛
和支持。
服務隊由國際留學生或志願人士組成，規模正不斷擴大，他們

都擁有國際視野、跨文化溝通能力和專業服務技能。目前已經有
來自中國、埃塞俄比亞、老撾、巴西、印度、越南、韓國、巴基
斯坦、加納、尼泊爾等國家的41名國內外志願者。其中，外籍志
願者達到了17人，包括最特別的一位是「國內首個AI國際志願
者Alice」。遊客可以用微信小程序或網頁和AI數字人Alice對
話，Alice懂59種語言，可以24小時全天候回答遊客問題，實現
了「Anytime Anywhere Anyone」的3A服務。香港也可以參考
這種做法，有不少從內地或國外來讀書的留學生，如有機會，我
相信他們也是願意在學習期間志願服務香港社會的。
如形勢跟不上，服務跟不上，消費亦跟不上。「落後就要挨
打」，既然這句話很痛，那就在痛快中前行吧！

◆作者/圖片：文旅部 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梁家僖

◆三里屯國際志願服務小屋的志願者合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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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瑩認為圍棋中蘊含着人生哲理。
資料圖片

◆徐瑩致力於傳播和推廣圍棋文化。 資料圖片

遊走大灣區的棋手徐瑩遊走大灣區的棋手徐瑩：：
圍棋人生圍棋人生落子無悔

◆在首屆「四洲盃」香港國際大學生圍棋公開賽
上，聶衛平老師指導棋手對弈。

◆第二屆「四洲盃」香港國際大學生圍棋公開賽，世界圍棋冠
軍謝爾豪與現場一眾小學生粉絲合影。

中式傢具、國畫、插花、盆景……在香港灣仔一處綠樹成蔭的多層洋房中，家居布置無不彰顯着

女主人濃濃的中國情韻。在兩張太師椅之間，一副雅致的棋盤擺放在客廳的醒目位置，棋盤的線

條縱橫交錯，似乎也映襯着她豐富多彩的人生。房子的女主人就是十多年前來到香港生活的徐

瑩。作為中國圍棋職業五段棋手，她曾與八段棋手華以剛被稱為「黃金搭檔」，二人在電視上

講棋的形象至今仍令眾多粉絲印象深刻。徐瑩曾多次獲得中國女子圍棋錦標賽和世界女子圍棋職

業賽的個人和團體冠軍。從當年的職業棋手到如今的大學教授，從內地到香港，角色在轉換，生

活在改變，但徐瑩的初心始終沒變——用自己的方式傳播和推廣圍棋文化。 ◆綜合新華社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第十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
獎」日前公布得獎名單，作家葛亮以小說《燕食記》奪得
首獎，成為繼黃碧雲後第二位得獎的香港作家。

以粵港美食書寫風雲史詩
故事由1920年起，展開一百年間社會不同階層三代人物
的大時代故事。決審委員主席鍾玲指，書中主線為榮貽生
和陳五舉兩位師徒名廚的一生及他們之間的恩義、決裂與
和解，再現廣州和香港兩地百年來令人垂涎的食肆風光，
把粵菜和滬菜兩大菜系的豐盛，天衣無縫地融入情節中。
加上一位現代學者對榮貽生大廚廚藝的研究視角，深化了
文化層次。
決審委員、文學評論家顏純鈎表示《燕食記》有如古代的

傳奇小說，寫飲食是「表」，寫歷史與文化是「裏」。從廣
州太史公家傳飲食寫起，經歷民初至香港經濟起飛等不同歷
史階段，飲食傳統由富貴人家流落至人間江湖，一代代發揚
光大，最後在香港「結穴」。人物的恩怨情仇、時代的風雲
變幻，最終歸結到省港兩地飲食文化的嬗變與發展。

葛亮亦將人生哲理隱藏在美食故事中，如榮師傅對打蓮蓉的敘
述：「去了蓮衣，少了苦頭，深鍋滾煮，低糖慢火。這再硬皮的湘
蓮子，火候到了，時辰到了，就是要熬它一個稔軟沒脾氣。」打蓮
蓉的「熬」字，亦是人生的真諦。

「家國三部曲」由家至國
《燕食記》與葛亮早前創作的《朱雀》、《北鳶》並稱為「家國

三部曲」。他表示，最初創作《朱雀》是為了給家城南京寫一部小
說。其後，葛亮在《北鳶》的寫作中發展出了「家國同構」的概
念，《北鳶》敘事版圖覆蓋了西北、華北、江南、西南地區。隨
後，他計劃將創作重心轉至生活十餘年的香港，《燕食記》便由此
誕生。
安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王中指出：「讀者在閱讀小說的過程
中，不僅能對傳統文化知識拾遺補闕，感受到中華文明厚重精深所
帶來的心理震動，亦能體味到文化的綿延流轉。或者，這才是作者
的用心所在。」

◆《燕食記》◆◆作家葛亮作家葛亮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