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二四年　五月號

香港文學舘選址在灣仔茂蘿街七號三樓

把所有的冷都獻了出來

眾生皆已沉醉 

曾經的渾濁在最高處結冰

仍舊懷念去歲冬日的一朵

每天都對人群盛開笑臉

然後練習怎樣找回孤絕

零度的三月

如何描摩南方春寒

當念及你的名字

烈風有微微的顫慄

霜雪、狂風、暴雨

英雄絕不謝幕

挺拔、優雅、乾淨

孤獨的光芒點亮夜空

勇士扛鼎

目光如炬 不動聲色

（萍兒原名羅光萍，為香港中通社副總編輯、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組主席、香港作
家聯會執行會長。）

英雄絕不謝幕

林天行《獅峰屹立》  184x144 厘米  
水墨設色紙本  2023       （林天行工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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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灣區》文學園地及「大灣區文學徵文獎」是在王英偉任香港藝術發

展局主席時促成的，那是大前年的事。二○二一年初某次敘會，我向王主席提

出「文化大灣區」的概念，得到他的認同，並讓我擬一份計劃。

時值二○二一年的夏天，當時我做了「創建『文化大灣區』計劃」，其中

指出：「隨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成為國家的重點戰略，大灣區『九＋二』城市

之間的經濟、社會、文化人員交流越來越頻繁，大灣區文化概念油然而生。香

港作家聯會鑑於香港過去較多從大灣區的經濟手，較少考慮文化大灣區的建

構，後者也是國策之重，開闢大灣區文藝園地，整合大灣區文化，意義深遠。」

這計劃也許因疫情的關係，在藝發局擱置了一年多。後來還是在王主席的親自過問

下，主持了評審委員會才獲得通過。

這個計劃除了在報紙及雜誌開闢《明月灣區》文藝園地，還籌備了「大灣區文學徵

文獎」，成立了顧問委員會及籌委會。我們整合了大灣區包括作家團體、傳媒、大學等

近三十個文化宣傳教育機構合辦，具有廣泛代表意義，反響頗大。

本來發展文化大灣區，應該是政府的一個長遠計劃，可惜藝發局只批了一年。「文

化大灣區」創辦以迄，受到社會特別是年輕人的歡迎，咸認為是第一個大灣區文學交流

園地，投稿踴躍，特別是中青代作者，佳作迭出。王英偉主席在「大灣區文學徵文獎」

頒獎儀式致辭，給予充分肯定，認為「計劃」促進大灣區文化交流和融合，樹立了一個

成功的典範。

「創建『文化大灣區』計劃」停辦了一年，我們再行申請，最終獲得

藝發局評審委員會通過，但只作藝發局既定媒體合作的計劃，已不是原來

意義的「文化大灣區」計劃，藝發局也不再贊助大灣區文學徵文獎。

當我把這個《明月灣區》計劃復辦的消息告訴王英偉主席並敦請他擔

任這個計劃的顧問的時候，他很快答覆：「喜見《明月灣區》復刊，可喜

可賀，定當接受邀請，全力支持。」

喜見《明月灣區》復辦

05MMEDIT.indd   1 22/4/2024   16: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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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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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年，由香港作家聯會發起「香港必須建立香港文學舘」的倡議書，共

三十多位香港作家、學者簽署，中間經過無數困難，歷經二十年，香港首家文學博物

舘終於今年五月建立，落戶灣仔茂蘿街七號三樓，香港文學與文獻史料終於有自己的

家。

今期香港文學舘出版部主管兼助理學術總監莊園帶來喜訊的同時，率先介紹五月

底至八月文學舘精心謀劃的開幕展和香港文學常設展，以及五月中於香港中央圖書館

主辦的「南來作家手跡遺物展」，並闡述各展覽的背景與意義，以及文學舘如何塑造

地域文化。

專題同時收入香港文學舘籌建歷程一覽表，紀錄經過與艱辛；還率先披露香港文

學舘五月的四場文化沙龍、舘刊《品賞》與兩套大型文叢的出版、香港作家手跡物品

徵集、全港中小學生文學金句徵集、「校園裏的文學舘」等多項活動與計劃。

� ─編者

二○二四年五月 總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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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專題

香港文學舘籌建歷程一覽表

2004	 	由香港作家聯會發起「香港必須建立香港文學舘」的倡議書，共

三十四人簽署。

2006	 	潘耀明組團到日本考察。日本全國共有七十多家頗具規模的文學館，

幾乎每一個縣市都有文學館，他為此感到十分震撼。

2006 至 2022	 	潘耀明不斷爭取，並在多家刊物發表文章，呼籲建立香港文學舘刻不

容緩！

2018	 	潘耀明代表香港作家聯會及多個文學社團致函香港西九文化區管理

局董事會主席唐英年，建議在西九建立香港文學舘。他收到一封署

名「西九文化區行政總裁栢志高」代覆的信，謂覺得香港沒必要設

文學舘。潘耀明撰文反駁，他指出，唐英年說過「西九文化區要與

巴黎龐比度中心媲美」，龐比度中心便設有文學舘。

2018 年 11 月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鐵凝訪港，潘耀明

陪同鐵凝會見時任特首林鄭月娥，再次表達建立香港文學舘的迫切

性。	

2022 年 4 月	 	潘耀明代表香港作家聯會致函候任特首李家超，希望他支持建立香港文

學舘。	

2022 年 7 月	 	李家超上任後，在立法局接受議員馬逢國諮詢，公開表示支持建立

香港文學舘。隨後籌建團隊獲特區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支持，正式展

開建立香港文學舘的規劃，並成立顧問委員會。	

2022 年 12 月	 香港文學舘董事會成立。

2023 年 1 月	 香港文學舘確定選址在灣仔茂蘿街 7 號 3 樓。	

2023 年 8 月	 香港文學舘管理有限公司註冊成立。

2023 年 8 月 24 日	 	文學舘召開第一次董事會會議。會議一致表決通過聘任潘耀明為舘

長，羅光萍為助理舘長，金耀基為榮譽舘長。

2023 年 9 月 14 日	 香港文學舘文化學術及館藏委員會成立。

2024 年 1 月	 	新世界集團提供優惠租金，經大半年裝修，文學舘管理有限公司辦

公室落腳於灣仔循道衛理大廈。

2024 年 5 月							香港文學舘正式開舘。

香港文學舘倡議書簽署者名單

也	 斯	 王	 璞	 王	 煜	 王齊樂	 巴	 桐	 甘豐穗	 何沛雄	 吳康民	 金聖華	 金耀基

周蜜蜜	 施議對	 周鍚䪖	 馬文通	 海	 辛	 陳家春	 陶	 然	 梅	 子	 犁	 青	 黃坤堯

黃維樑	 黃慶雲	 張詩劍	 張隆溪	 舒	 非	 漢	 聞	 曾敏之	 鄭培凱	 劉以鬯	 潘耀明

羅	 琅	 羅忼烈	 璧	 華	 饒宗頤

（香港文學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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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學舘活動與出版計劃

「南來作家展」兩項配套活動
「南來作家展」展場內的配套活動有二，其一是開幕禮（5月 11日上午 9:30-10:15）；

其二是文化沙龍四場，具體如下：

5 月 11 日 10:30 - 12:00  宋以朗、梁慕靈主講：「張愛玲與香港」

5 月 11 日 14:30 - 16:00  周蜜蜜、何紫薇主講：「香港兒童文學的傳承與啟後」

5 月 12 日 14:30 - 16:00  吟光主講    ：「文學與跨媒體」

5 月 19 日 10:30 - 12:00  黃燦然、萍兒主講  ：「香港現代詩的發展」

舘刊《品賞》與兩套大型文叢將陸續出版
香港文學舘將於開館推出舘刊《品賞》創刊號，兩套大型文叢─「香港作家選集」

和「香港文學研究選集」聘請了著名學者黃子平教授、許子東教授擔任主編，作家兼

資深編輯舒非女士擔任副主編。

其他系列活動進行中
香港文學舘還有系列活動針對全球讀者及香港的中小學生。進行中的主要有三項：

香港作家手跡物品徵集（長期有效）、全港中小學生文學金句徵集（2024 年 3 月 1 日

至 4 月 1 日）及「校園裏的文學舘」（2024 年 5 月開始）。

「校園裏的文學舘」將通過流動書車的形式進入學校，並在學校舉辦一系列的閱

讀活動，包括漂書、文學小遊戲、香港文學及香港文學舘展覽活動等。

張愛玲《小團圓》手稿的複製品被製作成螺旋之圓型裝置的構想圖。�
（香港文學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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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文
撰
寫
注
意
事
項
」
及
論
抄
襲
、

造
假
、
掛
名
部
分
。
由
於
現
代
網
絡
發
達
，
人
工
智
能
普
及

化
，
資
訊
秒
速
傳
送
，
抄
襲
情
況
日
趨
嚴
重
。
抄
襲
他
人
或

自
我
抄
襲
，
皆
屬
嚴
重
違
規
；
學
術
造
假
，
後
果
更
不
堪
。

二○

一
四
年
小
保
方
晴
子
的
論
文
被
斷
定
造
假
，
博
士
學
位

遭
褫
奪
，
指
導
老
師
笹
井
芳
樹
自
盡
，
震
驚
全
球
學
術
界
。

范
教
授
新
書
徵
引
古
今
資
料
，
論
述
涉
及
歷
史
、
文

學
、
諸
子
百
家
等
等
，
亦
引
用
西
方
學
者
、
網
絡
資
料
作
例
，

足
見
作
者
研
究
貫
通
古
今
、
縱
橫
西
東
。
每
章
注
釋
，
皆
是

標
準
的
示
範
。
作
者
研
究
歷
史
文
化
，
故
徵
引
不
少
研
究
例

子
，
讓
人
看
得
津
津
有
味
。

行
文
細
微
之
處
，
顯
見
作
者
學
問
之
廣
博
、
研
究
之

深
入
，
如
其
云
：
「
避
諱
常
見
方
式
有
缺
筆
、
空
字
、
改
字

等
…
…
原
是
『
胤
』
字
，
因
避
雍
正
諱
而
缺
一
筆
。
」
又
反

駁
「
太
平
山
可
能
由
天
地
會
會
眾
命
名
」
之
論
。
作
者
察
知

杜
牧
《
樊
川
文
集
》
與
《
杜
牧
集
》
版
本
不
同
，
有
「
白
晴

穴
」
與
「
白
眼
穴
」
之
異
，
查
證
確
認
為
前
者
。
惟
筆
者
疑

「
晴
」
字
乃
「
睛
」
之
誤
，
兩
字
極
相
似
，
審
校
不
易
察
覺
。

書
之
內
容
豐
富
，
為
讀
者
提
供
撰
寫
論
文
的
指
導
，

適
合
有
志
學
術
研
究
之
士
；
亦
讓
教
師
在
指
導
學
生
寫
論
文

時
，
有
正
反
例
子
可
用
。
書
之
命
名
謙
厚
，
若
改
為
《
學
術

論
文
寫
作
指
導
》
亦
不
為
過
。
筆
者
深
信
學
子
可
從
書
中
獲

得
裨
益
和
啟
迪
；
學
者
則
可
溫
故
知
新
，
與
作
者
遨
遊
知
識

滄
海
之
餘
，
不
忘
論
文
撰
寫
之
莊
嚴
。

（
作
者
為
香
港
大
學
碩
士
課
程
講
師
。
）�

范家偉教授著《中文學
術寫作入門》內容豐富、行
文細緻，「為讀者提供撰寫
論文的指導，適合有志學術
研究之士；亦讓教師在指導
學生寫論文時，有正反例子
可用。」賴慶芳博士閱讀後
詳細介紹此書，並推薦有志
學術者同讀。

� —編者

香港首本
論學術寫作專書

� 賴慶芳

—《中文學術寫作入門》

范家偉著《中文學術寫
作入門》，二○二三年
香港中華書局出版。
� (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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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書
訊

 世界怪奇故事 香港 游 魚

香
港

 夜月秋雲之妙 香港 游 魚

香
港

《在很久很久以前》

米哈 著

香港：P.PLUS LIMITED 出版

2023 年 11 月

《草窗詞全譯》

黃兆漢 編著

香港：三聯書店出版

2023 年 12 月

怪奇故事和現實世界，哪個才更怪？在華文創作世

界，故事新編是一個文學類型。《在很久很久以前》是香

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博士、現任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

究所名譽副研究員、嶺南大學文化與創意研究院兼任副教

授米哈第三本短篇小說集，收錄了四十九個根據世界各地

的怪奇歷史、新聞或典故改編而成的故事，包括聖經故

事、名人事跡和昔日報章報道等。每篇故事的最後都有一

句「如有雷同，實屬巧合」，當故事一次又一次巧合地發

生，這又代表着什麼？

此書作者黃兆漢教授近年精研《草窗詞》，認為其

煉字造句清新雅麗，最宜初學入手，故將其一百五十二首

詞全部翻譯成語體文，以便讀者閱讀、了解、欣賞和學

習。其翻譯之方法仍採取其一貫之「半譯半解」法，可謂

用心良苦。書首有作者〈論學詞宜從草窗入手〉一文，詳

論《草窗詞》之風格特色及其重要性，更強調學詞宜從草

窗入手，並提出其個人之學詞途徑：「問途碧山、草窗，

歷白石、夢窗，以還清真之渾化。」此文功深力厚，頗宜

讀者細讀，甚具參考價值。

書末附草窗之父周晉存詞三首，兼附語譯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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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發表媒體計劃」《明月灣區》

主辦機構： 

承辦機構：

合辦機構：( 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

香港都會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廣州市作家協會

珠海市作家協會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

澳門筆會

《明報月刊》

《明月灣區》顧問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明月灣區》特約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英偉、李大宏、宋永華、吳志良、貝鈞奇、

林群聲、陸  波、陳  致、蔣述卓、蘇樹輝

白　楊、朱壽桐、許子東、張　欣、陳橋生、

梁慕靈、湯梅笑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支持。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

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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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家手跡

二○○一年，金庸贈潘耀明書法：「看破，放下，自在  人我心，得失心，毀譽心，寵辱心，
皆似過眼雲煙，輕輕放下可也」。今與諸君共勉。  （潘耀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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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四年　五月號

香港文學舘選址在灣仔茂蘿街七號三樓

把所有的冷都獻了出來

眾生皆已沉醉 

曾經的渾濁在最高處結冰

仍舊懷念去歲冬日的一朵

每天都對人群盛開笑臉

然後練習怎樣找回孤絕

零度的三月

如何描摩南方春寒

當念及你的名字

烈風有微微的顫慄

霜雪、狂風、暴雨

英雄絕不謝幕

挺拔、優雅、乾淨

孤獨的光芒點亮夜空

勇士扛鼎

目光如炬 不動聲色

（萍兒原名羅光萍，為香港中通社副總編輯、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組主席、香港作
家聯會執行會長。）

英雄絕不謝幕

林天行《獅峰屹立》  184x144 厘米  
水墨設色紙本  2023       （林天行工作室提供）

—萍  兒—

專
題
：
香
港
百
年
首
間
文
學
博
物
舘

       

莊   

園

文
化
綠
蔭
：
不
是
你
一
個
人
活
得
喪
喪
的
／
張  

欣

萬
花
筒
：
一
位
劇
作
家
的
追
光
之
旅

 
 
 
 
 
—

何
冀
平
講
座
「
編
劇
與
文
學
」
／
禾   

素

         

中
大
經
典
今
詮
講
座
：
十
九
世
紀
粵
語
及
古
代
仁
獸

         

恍
惚
是
仙
蹤—

白
雪
仙
的
藝
術
生
涯
／
黃
秀
蓮

學
苑
春
秋
：
我
與
金
庸

總
十
三
期 

二○

二
四
年
五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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