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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道】■ 草木春風又一年草木春風又一年
——香港作家聯會會員大會暨春節聯歡晚會紀要香港作家聯會會員大會暨春節聯歡晚會紀要

●禾 素

編按：香港作家聯會會員大會暨春節聯歡晚會三月八日晚在中環嶺南會所舉行，香港話劇團前藝術總
監、桂冠導演毛俊輝教授特別應邀主講「文字跳躍上舞台之旅」。作聯一眾理監事、會員，與各界嘉賓
友好聚首一堂，聆聽講座、聚餐、互道新年吉祥，祝願作聯薪火相傳，願文學的燈塔永遠照亮香江。

又是一年春風至，近日一陣文學的春風亦悄

然而又熱烈地在香港中環吹起。

香港作家聯會會員大會、春節聯歡晚宴三月

八日晚在中環嶺南會所簡單而又隆重地舉行，

香港話劇團前藝術總監、桂冠導演毛俊輝教授

應邀主講「文字跳躍上舞台之旅」。

毛俊輝導演及其太太胡美儀，書畫家、中國

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香港會員總會常務副會長林

天行，香港中國旅遊出版社社長、《香港文

學》社長李國紅，《香港文學》副社長、總編

輯游江，明報報業集團有限公司營運總裁及董

事高志毅，作曲家韋然夫婦等嘉賓；以及作聯

永遠名譽會長貝鈞奇、江揚，作聯會長潘耀

明，執行會長羅光萍，副會長潘銘基，副監事

長黃維樑、黃坤堯、張雙慶，監事宋詒瑞和一

眾理事、會員出席是次活動。

守護文學精神的共同體
在一片歡聲笑語中，司儀鄒李蕾邀請作曲家

韋然夫婦與詞作者張繼征理事上台，帶領大家

一同歡唱作聯會歌《作聯就是我們的家》，拉

開晚會的序幕。

潘耀明會長在致辭時首先向大家送上誠摯祝

福。他表示今年是香港作家聯會成立的第三十

七個年頭，大家從一群熱愛文字的筆耕者，凝

聚成一個守護文學精神的共同體。今天他站在

這裏，既感慨於時光荏苒，更深感責任之

重——在這個商業浪潮洶湧、人工智能日新月

異的時代，文學的價值究竟何在？書寫的意義

是否正在被消解？作為文學的守燈人，又該如

何團結前行？潘會長的致辭發自肺腑，字字珠

璣，令人感佩。

張國良監事長因事未能出席，委託監事宋詒

瑞代為宣讀作聯新會章。數頁新會章宣讀完畢

後，宋女士高聲問現場全體會員有否意見，沒

有意見請拍手通過。在熱烈的掌聲中，全體會

員一致通過作聯新會章。

隨後是毛俊輝教授的專題講座「文字跳躍上

舞台之旅」。毛俊輝教授是香港戲劇界的泰斗

級人物，其藝術生涯橫跨表演、導演、教育及

文化推廣，對華語戲劇發展影響深遠。

毛俊輝的觀點直指時下各種弊病：文字是戲

劇靈魂，需轉化為「活的藝術」；擔憂年輕演

員輕視台詞深度，忽略角色塑造；需警惕科技

弱化文字價值，呼籲堅守經典（如莎士比亞）

的人文厚度。（編者按：毛俊輝教授講座詳細

內容，請見本版另文。）

黃維樑教授主持幽默，毛教授演講則真情流

露，乾貨滿滿，作聯給會員們安排這樣的文化

大餐，讓大家聽得都忘了進食美味的晚餐。

活動當晚，中間不時穿插活動助興，現場氣

氛熱烈，來賓們開心而來，滿載而歸。

草木春風又一年，在乍暖還寒的春季夜晚，

作聯永遠名譽會長江揚致祝酒詞，賓主不時舉

杯暢飲，共祝願祖國好，香港好，作家們創作

如草木般茂盛、如春水般豐盈。

▲毛俊輝教授（右）應邀主講「 文字跳躍
上舞台之旅 」，左為講座主持人黃維樑教
授。

今年，是香港作家聯會成

立的第三十七個年頭。三十

七年來，我們從一群熱愛

文字的筆耕者，凝聚成一個

守護文學精神的共同體。今

天站在這裏，我既感慨於時光荏

苒，更深感責任之重——在這個商業浪潮洶

湧、人工智能日新月異的時代，文學的價值究

竟何在？書寫的意義是否正在被消解？而我

們，作為文學的守燈人，又該如何團結前行？

回望一九八八年，香港作家聯會成立之初，

正逢香港社會轉型、文化身份焦慮的關鍵時

刻。我們的創會前輩們，以筆為舟，在商業化

與功利文化的夾縫中，開闢出一方文學的淨

土。他們用小說記錄市井百態、以詩歌鐫刻城

市記憶、借散文傳遞人文關懷。這些作品，不

僅是文字的結晶，更是香港精神的根系。

三十七年後的今天，我們面臨的挑戰更加複

雜：全球化的消費主義將文化商品化，社交媒

體的碎片化閱讀侵蝕深度思考，而ChatGPT
等生成式AI的崛起，更讓許多人質疑——當
機器可以瞬間產出流暢文字，人類的書寫是否

終將被取代？

是的，AI能模仿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能
展伸跌宕起伏的小說情節，甚至能寫出邏輯嚴

密的文學評論。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文

學的本質，從來不是技術的競技場，而是靈魂

的共鳴地。

當李清照寫下「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

慘慘戚戚」，當魯迅在《野草》中質問「絕望

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當西西用《我

城》描繪香港的變遷——這些文字中躍動的，

是人類獨有的生命體驗，是對苦難的悲憫、對

美好的嚮往、對存在的終極追問。這些，恰恰

是AI永遠無法複製的「人的溫度」。

更進一步說，AI的寫作建立在既有文本的
數據庫上，它精於重組與模仿，卻無法真正

「創造」。而文學的價值，正在於打破陳規、

窺破表象，用獨特的敘事重建人與世界的關

係。就像卡夫卡的《變形記》顛覆了人性的認

知，莫言的魔幻現實主義重構了鄉土中國——

這正是人類作家不可替代的鋒芒。

當然，我們不必對AI抱有敵意。相反，它
可以成為作家的助手：幫助檢索資料、優化語

句，甚至激發創作靈感。但我們必須警惕——

當算法開始主宰閱讀偏好，當流量成為衡量文

學的標準，我們是否會不自覺地迎合數據，讓

文字淪為取悅受眾的工具？

香港作為中西文化交融的國際都會，始終面

臨商業邏輯與文化價值的拉扯。但正因如此，

我們更需要堅守文學的純粹性。張愛玲寫盡浮

華背後的蒼涼、金庸在武俠中寄託家國情懷、

也斯的都市詩篇在疏離中尋找連結——這些經

典告訴我們：真正的文學，從不諂媚時代，而

是以批判與關懷照亮時代。

各位朋友，三十七年前，我們的創會前輩在

風雨中點燃了這盞文學之燈；三十七年後的今

天，這盞燈火或許不如霓虹耀眼，卻始終以溫

暖的光亮，照見人性的深處。作家馮唐曾說：

「以文字對抗時間」，而我想說：「文學是對

異化的抵抗」——在功利主義席捲一切的時

代，它讓我們記得如何感受、如何思考、如何

做一個完整的人。

（摘自二○二五年三月八日香港作家聯會會

員大會暨春節聯歡晚會致辭）

（作者為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明報月刊》

榮譽總編輯、本版主編。）

文學的燈火 永續的使命 ●潘耀明

▲三月八日，香港作家聯會會員大會暨春節聯歡晚會作聯理監事與嘉賓大合照。前排左起：游江、羅光萍、林天
行、胡美儀、毛俊輝、潘耀明、李國紅、貝鈞奇、江揚、高志毅。

二○二五年三月八日晚，香港話劇團前藝

術總監、桂冠導演毛俊輝教授應香港作家聯

會之邀於作聯會員大會暨春節聯歡晚宴上主

講「文字跳躍上舞台之旅」專題講座。講座

由作聯副監事長黃維樑教授主持，他對毛俊

輝的輝煌成就如數家珍，並表示自己早在數

十年前已經認識儒雅才俊毛俊輝。

毛俊輝少時留洋，果然氣度不凡，瘦削的

身軀卻似乎能量十足，一開聲便給人感覺精

神為之一振。毛俊輝完全脫稿即興演講，果

然是腹有詩書，張口即來呀！

熱愛戲劇 赴美求學
毛俊輝從小就喜愛中國文學，只是在需要

選擇的時候，發現自己更為喜愛的是戲劇。

而且當年他在香港長大成人之後，發現那時

候香港沒有任何一所學校能夠培養學生學習

戲劇，如果想要學習戲劇，就必須去到國

外，美國愛荷華大學剛好有一個新的戲劇學

位 叫 「Master of Fine Arts in Theatre
Arts」，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毛俊輝強
調當年在戲劇方面這個學位是最高的了。

毛俊輝覺得這對於年輕的他來說其實是一

個非常大的挑戰，他認為自己應該去接受這

個挑戰。在他決定從香港到美國去念書的時

候，很多人都不理解，就問他說：「你到底

想做什麼呀？你想做戲子？那大可不必去到

美國讀書呀！」但是他皆不為所動，他清楚

地知道自己喜愛演戲。喜歡但不一定要去做

演員，他是對戲劇的整個流程，即從它的文

本到創作到表演再到製作，他都喜歡、想

學！所以他就很大膽地跑去美國學習這門藝

術。

從入行發展到返港回饋尋根
命運這東西有時真的說不清楚，上天給他

安排的前路是他完全想像不到的，他居然在

美國入行了！那時候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初，

毛俊輝作為一個外國學生，只能在美國停留

一段時間就必須回港。當時也沒有什麼移民

的想法，就是單純想要學一點東西就回來。

可他居然在美國意想不到地入行了！做演

員、做導演，甚至在美國的劇團做了藝術總

監，這個是他之前完全想像不到的事情，他認為這

就是上天給他的安排，讓他有機會去學習去體驗去

經歷，從而積累一些經驗，而正是這些經驗，讓毛

俊輝有信心在香港演藝學院剛成立不久之一九八五

年，接受邀請回港。他覺得是時候了，他要回來，

要把自己學的東西，不單是理論，還有在美國劇團

一線實踐的知識和經驗傳遞給香港的年輕學子；還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要尋找自己的根之所

在，它正是扎根於中國文化這個基礎上的。

把中國文字文學變成活的藝術
說到這裏可能大家心中都會有一個疑問：那怎麼

樣將文學或者劇本文本裏面的文字搬上舞台？這是

一個很特別很有趣的過程。毛俊輝希望在座的朋

友，多些關心戲劇創作和文本創作，因為這一方面

對於我們的下一代如何保留和傳承中國文化是很重

要的。今天很多東西在文字上在不同的形式中要表

露出來，尤其是像AI這麼多新的科技湧現出來的時

候，我們更要重視自己文化的根以及文字可以表達

的東西。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今天在香港甚至全

球我們都能看到，不單是戲劇和戲曲，新的一代似

乎已經不太重視文字了！

毛俊輝有些傷感但又堅決地說：「對不起，請原

諒我要這麼說，因為這不僅僅是不重視文字這麼簡

單，而是文字能帶我們進入的一個妙不可言的世

界，那是一個鮮活的世界，不是死寂的；它不單是

指美麗的文字，更是文字給予我們的生命，以至體

會和感受藝術的生命。我從藝五十多年了，在國

外、香港、內地都深刻體會到：如果我們不好好地

抓住自己的文字，把它變成一個活的藝術的工具，

這就非常可惜。」

他反映，當下許多戲劇演員都不會「說」台詞、

傳達台詞背後人物的生命，缺乏對人物和角色的揣

摩，而文字是蘊含許多元素和層次的。如莎士比亞

創作的文本就包含了豐富的人生經驗及生命的過

程。毛俊輝指會說台詞，不是咬文嚼字的那種台

詞，不是那種說得漂亮的台詞，是說出文字裏的生

命，是其中的人的靈魂，你有沒有將他真正表現出

來？到底是誰在這個文字裏面？是包含很多東西在

裏面的。從經典到現代創作，有不少很好的作品，

為什麼全世界還是有那麼多人會排演莎士比亞的作

品？就是因為莎士比亞的文字裏包含了豐富的人生

經驗，包含了不同的人的經歷以及他們生命的歷

程，這方面的東西，我們現在非常欠缺。

令人擔心的就是科技越來越發達的時候，人們會

忽略了自己對文字的那份關注、研究和發掘。毛俊

輝提出，我們要發掘這些東西出來，若再不發掘出

來，就會丟失掉的，永遠地丟失掉。新一代的年輕

人，現在演戲經常就是演自己，為什麼說他只會演

自己？因為他只知道自己，他不會在演之前，去了

解去揣摩這個戲裏邊的人物背景、歷史背景和背後

所蘊含的很多東西，他不去發掘這些東西，那他就

是表演自己。對不起，表演自己非常有限！而且極

少人是有這種天賦和才華，即便是有，但若不去鑽

研的話，它也不會自己生出來。

劇團「公司化」
《傾城之戀》的昇華再創造

毛俊輝特意舉了一個例子說明：當年他在香港話

劇團做藝術總監的時候，是很不容易的。為什麼

呢？因為以前的香港話劇團是政府公營的機構，只

要把該演的劇目完成了就可以。他受邀去做藝術總

監的時候，是香港話劇團第一次「公司化」，其實

說來在香港已經算是很幸運了，不是說轉為「公司

化」後所有運營的錢都要自己去找，政府還是會撥

款資助的，直到今天依然還是，但是要懂得經營、

去運作、吸引觀眾，要帶動觀眾來看戲……

當時就有很多人說：「毛俊輝啊，你這麼愛中國

的文學，現代中國文學裏的那個張愛玲，你應該碰

一碰她，你沒有理由不做張愛玲的作品吧？」其實

香港話劇團也曾經做過張愛玲的作品《 傾城之

戀》，坦白說不算成功啊！因為劇本完全就是根據

原著寫出來而已，沒有它自己的創意和特色。所以

在接受建議做這一版的《傾城之戀》時，毛俊輝就

做了一個叫《新傾城之戀》的戲。這個戲是怎麼做

的呢？張愛玲寫的文字我們都知道是那麼精彩，你

再搬上舞台也是可以很精彩的，但是為什麼要把它

搬到台上呢？你看書不是很好嗎？書本你看了以後

還可以再看，還可以再思想再回味，很多東西你可

以在書本裏享受到。張愛玲寫的東西當然是好的是

要用的，所以毛俊輝就將張愛玲的《傾城之戀》的

故事做了出來，只是「說書人」的身份巧妙地改為

「歌者」，這個歌者在戲中會唱她的歌，來反映

戲中她看到的東西，有批判，有感想，有體會，後

來有人看了這個戲就說歌者既是白流蘇的影子，但

也可能是毛俊輝的影子。就在自己以一種新的視角

去看去呈現，而觀眾同時也在看張愛玲的故事時，

就會產生一種全新的體驗感。

毛俊輝教授認為作為一個新時代的中國人，如何

把戲劇、戲曲做好，把中國文字、文學裏面豐厚的

內涵帶進去，變成一個個活的藝術以及表演藝術的

精髓，這個問題值得大家去思考。

（本文報道照片由蕭文禧所攝。禾素為中國作家

協會會員、香港作家聯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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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綠蔭】■

天山天池天山天池——南疆之旅二南疆之旅二 ●胡燕青

新疆有四個著名大湖，不包括我上次所說的白沙湖。四湖各有美

態。其中三個在北疆，第四個也幾乎在北疆了——但其實一般算入

南疆的行程。新疆四湖各有特色，看一眼就分得開來。綠油油的博

斯騰湖是內地最大淡水吞吐湖，一望無際，長滿了幾個人高的蘆

葦。北地南風，是博斯騰（綠洲）湖給人的感覺。夏天到了，更是

一身熱帶味道。但有人比較喜歡的是喀納斯，因為她拐彎抹角，委

婉徐行，如泣如訴，水色如玉卻不如綠玉之俗艷，樹影如簾卻不如

簾幔之無光，滿滿的北地風情。杉林盡是喀納斯的忠誠近身侍衛。

賽里木湖的名字最有意思——平安。走到湖邊，或爬到山頂看，賽

里木湖都平滑如絲，深遠可靠，這正是暗灰明藍所傳遞的正直晶

瑩。像一個隱士在陽光下冥想，無風無浪，處變不驚。

天山天池卻是善變的，一時深沉湧冒，一時碧壓晴空，一時白嶺

投水，一時驕陽凌岸，一時澄淨如鏡，一時怒氣衝天。天山天池，

無論怎樣，都是新疆第一池。我九年前去過，當日冷得很，風大雲

低，浪頭起伏。我們坐船出去，繞了個彎回來。怎會有這麼像一個

峽灣的天空之池呢？遊客都冷壞了，衝出去甲板拍個照，馬上回

來，船艙裏面面相覷多於看水。

今天雖然只有攝氏幾度，但風和日麗，視野清晰，雪山又剛在早

一天給夜雪任性點綴過，煞是好看。山頂尖尖的反射着白光，雪下

冒出絲絲山翠，甚是壯觀，也非常精緻，像把永恆的關係扛在峰頂

上了。

這天山上的天池讓我想起新西蘭的峽灣，龐大的藍色家族分出成

千上萬的層次，有深沉的，有輕佻的，有躲藏的，有高調的。天色

池水像一對雙打選手，互相補充，彼此馳援，使人心神嚮往。

山上的原生高樹大概是杉，成行成市，迎風而立，正直不阿，互

相雕刻，立體而整齊，好像一支大軍，密鋪着山坡的平面。新栽的

垂枝樺，白幹黑枝，樹身斑駁，十分中國，也非常水墨。

天空、天山、天池，是造物以還就挨在一起的三兄妹。大哥發脾

氣時，小妹就哭。惟獨二哥站在中間，沉默不語。吵架過後，天空

清新如洗，天池安靜無語，還原了天山的氣度。

（作者為香港作家。）

▲天山天池是善變的，一時深沉湧冒，一時白嶺投水，一時驕陽
凌岸，一時澄淨如鏡，一時怒氣衝天。但無論怎樣，它都是新疆
第一池。圖為作者水彩畫作《天山天池》。 （胡燕青提供）

今年春節期間，除了DeepSeek掀起了一輪AI熱潮外，還有一件和
科技相關的事兒刷屏網絡—大年初二，山東泰山，一名遊客身著

「機械裝甲」，健步如飛地向上攀登，引得網友們驚呼，「爬山也

可以像散步一樣悠閒」、「輕輕鬆鬆『拿捏』泰山」，研發這款

「機械裝甲」的企業來自深圳的肯綮科技，而我想說的是，技術的

突破正進一步重塑科技與人文的關係。

科技與人文結合的典型領域，大家的第一印象可能就在醫學中。

比如研發新藥物所帶來的福利，更早的時候屠呦呦團隊發現的青蒿

素，就為治療瘧疾作出巨大貢獻。科技的進步不能不說對人類有更

深切的關懷。

埃隆．馬斯克說過，如果人類不付出巨大努力，科技完全可能倒

退，甚至可能崩潰，即使是現代社會，這種情況也常常出現。這句

話點出了，人類在不同認知階段下，技術發展無不與我們的生存密

切相關。

你是否知曉那個大名鼎鼎的安提基特拉機械？一九○一年，它被

人們發現於希臘安提基特拉島附近的海底沉船中，這是一台極為精

密的青銅機器，後來利用X光影像技術發現其遺骸擁有三十多個齒

輪，而完整機器可能有七十二個齒輪，輸入一個日期，它可以算出

該日期日月行星在天空上的位置，所以有人猜測這可能是歷史上第

一台模擬計算機，用以描繪天空中行星的運行軌跡。要知道這台機

器製作於公元前一百五十至前一百年之間。遙想歷史，人類的需求

和科技的發展令人歎為觀止。

「 所以科技無一例外指向人類歷史中能夠真正推動科技進步的內

在動力—需求。 」（張笑宇《技術與文明》）

說到前文中提到的「機械裝甲」，它其實是「外骨骼機器人」的

一種，之後會有怎樣的突破，非常值得我們想像與期待。再說說這

家公司的名字「肯綮」，出自《莊子》，意思是筋骨相連的地方，

他們創業的初衷就是想要增強人類的體能。人類首先是一種動物，

這種動物有他生理層面的局限性，而技術就是其超越自身局限性的

工具。

但超越自我的本質是以人的需求為最大的價值，在《技術與文

明》這本書裏也提到，技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人類這一物種的

生物屬性，但反過來人類也可以賦予技術以靈魂。這種特定關鍵點

上的技術突破，對於有着足夠信念、勇氣和技術洞見力的人來說，

就像是一個能夠翹起地球的支點。

在深圳，還有許多技術人在不斷地追尋這樣的支點。要使人類文

明不沉淪，就必須面對技術對人類根本性塑造的能力，但我們也要

讀書勞作，研發技術與利用技術都是一種積極的態度，正所謂「空

閒是靈魂的敵人」。

（作者為《深港書評》主編、文化記者。）

技術在突破 靈魂怎能空閒 ●伍 嶺

各高校及有關科研機構、各會員單位：

為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

重要論述，展示粵港澳大學生及留學生的新風貌，推動寫作學科的

發展和繁榮，經研究，決定舉辦粵港澳青年灣區故事徵文活動暨第

八屆廣東省大學生寫作大賽，現將有關事項通知如下：

一、大賽主題與作品形式
（一）大賽主題

1. 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傳播

2.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傳播

3. 粵港澳青年的大灣區故事

4. 外國留學生的大灣區故事

5. 校園內外的故事

6. 創意寫作與人工智能的機遇與挑戰

7. 應用文寫作

8. 自定主題，主題需積極向上、鮮明、有時代性。

（二）作品形式

形式不限：小說、散文、詩詞、劇本、演講稿、新聞稿、

公文、方案設計、學術論文、調研報告、案例分析報告、

說理性文章等均可。發表或出版與否不限。

二、主辦單位與支持單位
（一）主辦單位（排名不分先後）

廣東省寫作學會；暨南大學中華文化港澳台及海外傳承傳

播協同創新中心；廣東省文化學會；香港作家聯會；香港

都會大學；澳門中文寫作學會。

（二）支持單位（排名不分先後）

高等教育出版社；世界華文文藝研究學會；世界旅遊文學

學會；國際華文詩人協會；廣東省中國語言學會；廣東嶺

南詩書畫研究院；中山大學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

心；粵港澳大灣區跨界文化研究中心；澳門研究中心；香

港中外文化推廣協會；《文化遺產》。

三、流 程

（一）初賽：二○二五年三月初啟動大賽初賽，各高校校內初

賽，自定形式，形式和方法不限。

（二）作品評審：初賽後五月一日前由各高校理事上報名單，廣

東省寫作學會只接受理事申報，不受理個人申報。由廣東

省寫作學會組織專家對作品進行評審，評出各類獎項。

（三）獎項公布：二○二五年五月將在暨南大學隆重召開頒獎典

禮，公布大學生優秀作品評獎結果、優秀指導教師獎等，

並頒發證書。優秀獲獎作品將推薦發表。評獎結果將於簡

訊、公眾號等媒體公布。

四、獎項設置
（一）特等獎，可以是已經畢業的大學生，各校推薦一名候選人

的簡歷。

（二）一、二、三等獎若干名。

（三）優秀指導教師獎，每份作品最多有兩位指導教師。

（四）優秀組織單位獎（會增多獲獎名額），請上交申報優秀組

織單位工作總結。

五、有關要求
（一）廣東省各高校理事上報名單截止日期：二○二五年五月一

日上午八點（以郵件為準）。每個高校限報四十個名額，

做好按初賽分數從高到低的排序工作，即從第一名到第四

十名。評價標準自定，未中獎的學生作品明年還可繼續提

交參賽。

（二）碩士生、博士生可以參加。每位參評者只能送評一個作

品，參評者為第一作者或第一擬稿人，且為近四年的作

品。各高校自行對作品進行查重，避免抄襲。上報學會

後，由專家評出獎項。

（三）本次大賽廣東省各理事單位需繳納九百元報名費，用於支

付專家費、評審費、證書費等各項開支。廣東省寫作學會

開具發票，由各高校或高校二級單位報銷。

（四）填寫匯總表（見香港作家聯會網站 https://hkwriters.org），
各高校按初賽排名依次按一至四十名填寫優秀作品。匯總

表文件夾以「高校名＋理事名」的格式命名，壓縮後發送

至指定郵箱：gdsxz2023@163.com。

六、香港和澳門的組織工作
香港的組織工作由香港作家聯會（連絡人：潘耀明會長）、香港

都會大學（連絡人：人文社會科學院梁慕靈副院長）負責。澳門的

組織工作由澳門中文寫作學會（連絡人：馬雲駸副會長）負責。

港澳各高校校內初賽，自定形式和方法。初賽後五月一日前由各

高校上報名單（電郵至 gdsxz2023@163.com），每個高校限報四十
個名額，評價標準自定，做好按初賽分數從高到低的排序工作，即

從第一名到第四十名。每份作品最多有兩位指導教師。未中獎的學

生作品明年還可繼續提交參賽。最後評委會組織專家對作品進行評

審，評出特等獎、一、二、三等獎及優秀指導教師獎。

廣東省寫作學會的管理與服務理念是：「有為就有位，有位更有

為。」尚無理事的高校，討論確定理事後可上報廣東省寫作學會批

准同意，理事一般為副教授職稱或博士學位或有行政職務。

我們的目標是以賽促學，以獎促學，激勵學生講好中國故事。寫

作大賽有助於提升各高校的影響力，有助於培養寫作學教師的職業

榮譽感，有助於提高學生的職業競爭力！寫作是星辰大海，寫作是

夢想之舟，寫作是飛翔之翼！廣東省寫作學會從事的是偉大的事

業，致力於全省寫作水平的提升！眾人拾柴火焰高，團隊力量無窮

大！

廣東省寫作會

二○二五年三月

（活動連絡人：夏致，內地電話：180 1170 1051）

關於舉辦粵港澳青年灣區故事徵文活動暨第八屆廣東省大學生寫作大賽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