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在
《香港文學》40周年誌慶書畫展暨作家手迹展開幕式
上以視像致辭，他強調，未來，特區政府會與不同
業界持份者和本地文藝社群共同合作，並且帶動商
界和其他界別的參與，攜手推動文化藝術和創意產
業發展，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
心的地位。

建國際平台促進中外文藝交流
李家超提到，特區政府在去年11月公布了《文藝

創意產業發展藍圖》，為香港未來的文化藝術和創
意產業發展訂下清晰願景、原則和發展方向。「我
們提出要建立國際平台，促進中外文化藝術交流，

包括利用香港國際化的策展和創作技巧，在香港和
海外推廣中華傳統優秀文化和香港獨特文化，發展
相關文藝產業，並且鼓勵業界多參與國家的文化藝
術工作。」
他憶及40年前，香港著名作家劉以鬯創辦了文學

雜誌《香港文學》。劉以鬯認為，香港文學與各地華
文文學屬於同一根源，都是中國文學的組成部分；而
香港作為一座國際城市，擁有特殊而且重要的地位，
能夠成為溝通東西文化的橋樑，加強聯繫和促進交
流，進一步提供推動華文文學所需的條件。

李家超說，劉以鬯先生創刊時的體會，到今日仍
然歷久常新，更與特區政府在國家「十四五」規劃
支持下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目標不謀而

合。
李家超表示，《香港文學》屹立香江40載，一直

堅持純文學的辦刊理念，以「立足本土，兼顧海內
外；不問流派，但求作品素質」為宗旨。《香港文
學》為香港和各地華文文學作家提供重要交流平
台，在促進香港文學和世界華文文學發展方面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我肯定你們一直為推動香港文學
的繁榮與發展的積極貢獻。」
今次的展覽，展出了多份來自香港和海內外作家

和書畫家的作品、書信和手稿等。李家超認為，市民
能夠從展品中感受到作者們的妙手文心，體會中國傳
統文人集詩、書、畫於一身的學養，增強對中華傳統
文化的認同。

特首：與業界及本地社群攜手 推動文創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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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聚三界名家 展現文藝魅力
香港文學出版社辦書畫展暨作家手迹展 世界各地逾140件珍藏亮相

●特首李家超視像致辭。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香港作家聯會
副會長周蜜蜜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
問時表示，在香港這個金融之都發展
文學殊不容易，《香港文學》能堅持
40年頗為偉大。她強調，文學是精神
文明最重要的陣地，《香港文學》的
特色在於包容性，「東西方文化在香

港交融，作為大灣區的一部分，香港
有着嶺南文化和粵語底色；但作為一
個發達的商業城市，亦有商業城市的
特色，加上香港港口四通八達，東南
亞文化、歐洲文化、美洲文化亦在這
裏融會貫通，這是香港文學最重要
的。」

周蜜蜜：文學是精神文明重要陣地

香港文學出版社社長李國紅代表主辦方致辭，向香港特區政
府長期以來給予香港文學出版社的關心和支持表示最誠摯

的感謝，「特首肯定我們為推動香港文學的繁榮與發展所作的
積極貢獻，闡釋了發展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目標
願景，為香港未來文化發展指明了清晰方向，令我們深受感動
和鼓舞。」
她表示，40年來，《香港文學》始終堅持「立足本土，兼顧

海內外；不問流派，但求作品素質」的辦刊宗旨，扎根香港，
為香港文學的繁榮與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平台；同時我們放
眼世界，關注世界華文文學的傳承與發展，為世界華文文學的
溝通、交流搭建橋樑。我們有信心繼續成為開拓文學視野的視
窗、聯結世界華文文學的「文學鏈」，並讓這條「文學鏈」化
為綿長的血脈，在中國文學的長河裏不息地流淌。
特區政府康文署署長陳詠雯致辭時表示，《香港文學》不止
服務於香港文學主題的討論，也包含了馬來西亞、印尼、新加
坡以至美洲國家的華文作品，展示了香港中外交流、文化匯聚
的獨特魅力。《香港文學》在香港文化事業發展方面擔當重要
角色，亦見證、推動了香港的文學發展。

《我與〈香港文學〉》新書首發
當日還舉行了《我與〈香港文學〉》新書首發儀式。該書精

選「我與《香港文學》」徵文活動佳作60餘篇，講述作者、學
者、讀者與《香港文學》的文字緣分。該書作家代表秦嶺雪、
周蜜蜜、梅子、黄維樑、邵棟、程皎暘與主編游江，共同為高
達兩米的新書模型揭幕。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宣文部副部長李曙光，中央政府駐港聯
絡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楊成偉，外交部駐港公署國際部主任王
劍，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香港總會會長馬逢國，香港公共圖
書館總館長李美玲，廣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作品》雜誌社
長兼總編輯王世孝，深圳市作家協會主席吳君，中國世界華文

文學學會會長、暨南大學教授白楊，香港文聯常務副主席、香
港美協主席林天行，香港作聯執行會長、香港文學館署理館長
羅光萍，《香港文學》首任社長兼總編輯劉以鬯太太羅佩雲，
華豐國貨有限公司董事長邱建新，香港藝術發展局顧問、著名
學者鄭培凱等蒞臨主禮，香港文學出版社副社長兼總編輯游江
主持儀式。

筆走龍蛇，文墨留香。由香港文學出版社主辦的「四十芳華—《香港文學》40周年誌慶書畫展暨作家手迹展」

昨日在香港中央圖書館開幕。展覽共展出來自世界各地的書畫作品80多幅及香港文學出版社珍藏，匯聚文學、藝

術、學術三界名家作家手稿、書信等60餘件，展現深厚的人文底蘊與藝術魅力。是次展覽自即日起至1月10日

向公眾開放。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寧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北山彥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香港專欄作家
趙陽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
示，《香港文學》很貼地，有鮮明的
香港特色，同時它還是文學領域溝通
交流的重要平台，架起了世界文學和
中國文學之間的橋樑。《香港文學》
還立足當下、關注未來，在香港所有
文學雜誌中率先推出校園文學專刊，

「學生是文學的未來，關注學生亦體
現了《香港文學》眼光獨到之處。」
此外，為了讓更多年輕人熱愛文學，
《香港文學》這幾年經常在大灣區做線
下活動，比如詩歌朗誦會等，吸引了很
多喜歡文學的年輕人參加，這對當下熱
愛文學的年輕人來說也是很重要的引
領。

趙陽：年輕人是香港文學的未來

香港文匯報訊 經國家藝術基金批准，由藝術香港主辦的國家藝術
基金香港中小學教師書法人才培訓項目，昨日上午在藝術香港空間舉
行開班儀式。
此次項目的核心目標是通過對香港中小學教師的書法培訓，提高中小
學教師的書法藝術水平，從而為香港中小學全面普及書法教育打好基
礎，促進學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與傳承；培養學生的創造力和審美
能力，從而為把香港打造成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奠定良好的基礎。
藝術香港出品人張錦洲表示，「書法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透過這個項目，我們希望能夠重燃香港對書法的熱情，並培養出一批
優秀的書法教育者，讓這門藝術在香港的學校中生根發芽，以至開花
結果。」

冀激發年輕人對書法熱愛
香港文聯會長馬逢國指出，文字是中華文化的體現，承載着中華民
族的歷史和智慧。此次書法人才培訓項目的落實，不僅彰顯了國家對
香港文化傳承的重視，更是推動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重
要一步。他期待透過這項培訓計劃，能夠激發更多年輕人對書法的熱
愛，更好地傳承和發揚中華文化。
項目特別邀請了書法名家施育煌和黃柱河，將對50位香港中小學

教師進行為期數月的專業培訓。黃柱河在致辭中談到學習書法的意
義，指出書法不僅是技藝的傳承，更是心靈的修煉。他希望學員們能
夠透過這次培訓，深入理解書法的文化內涵，並將其融入教學中。施
育煌則從書法學習的體系出發，為學員講解了書法的基本結構與風
格，並鼓勵他們在實踐中探索個人風格。
課程將涵蓋四種主要書法風格：隸書、魏碑、楷書和行書，並提供

從書法簡介、教學特點到臨摹創作的全面指導。施育煌將教授隸書和
魏碑，而黃柱河則負責楷書和行書的教學，確保學員能夠在多元的書
法表現中獲得全面的技能提升。
開班儀式邀請了多位重要嘉賓出席，體現了社會各界對於提升香港

中小學教育質量的共同期望。出席嘉賓包括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立法
會議員、香港文聯會長馬逢國，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
團董事長李大宏，全國政協委員、藝術香港法律顧問李偉斌，藝術香
港出品人張錦洲，國家藝術基金《香港中小學教師書法人才培訓》項
目導師黃柱河、施育煌，國家藝術基金評審專家容浩然、趙志軍、林
墨子，聯同50位學員項目學員等出席開班儀式。
項目招生以來，先後有近百個學校，約130多位教師報名，項目得

到教育界的熱烈響應，普遍認為這體現了國家對香港青少年文化教育
工作的重視。

中小學教師書法人才培訓在港開班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香港總會會
長馬逢國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
表示，《香港文學》不僅給作家們提
供了一個發表作品的重要平台，亦促
進了香港文學的持續繁榮和發展。

他強調，文學對香港未來的文化創
意產業的發展至關重要。希望香港的
文字工作者能抓住機遇做更多文化交
流和傳播，在講好香港故事的同時講
好中國故事。

馬逢國：應抓機遇做好文化傳播

香港作家曾繁裕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
訪問時表示，「作為作家，我們要用文
字追求真理、呈現真理，文學最珍貴的
地方就在於能夠讓人變得很美好，文學
是很難抓住觸摸的，只有通過心領神會

才能感受得到。」
他亦分享稱，自己曾經在《香港文

學》上發表過一篇小說《牛雜佬的而立
之年》，後來該稿入圍了郁達夫小說
獎。

曾繁裕：作家要用文字追求真理
●展覽展出香港、內地、世界各地超過80幅書畫作品，吸引不
少市民前來觀賞。

●香港著名作家劉以鬯的創作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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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學出版社主辦「四十芳華—《香港文學》40周年誌慶書畫展暨作家手迹展」於昨日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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