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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國璀璨明珠，賡續文脈沃土。長期以來，在助力中華文
化復興的歷史進程中，香港以其獨特的海洋文明、連通

中西的優勢，孕育了獨具風采的香港文學，並成為復興傳統文
化的重要矩陣。一代代愛國愛港的作家，書寫民族精神，抒發
家國情懷，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印記。3月29日
至31日，中國作家協會舉辦2024年首場 「作家回家」 活動，主
角就是40餘位來自港澳的作家代表。港澳作家到達北京，一如
候鳥歸巢，作家們暢敘濃濃鄉情，共襄文壇盛會。

逾40港澳作家候鳥歸巢共襄文壇盛會
赴京參加中國作協2024首場作家回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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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在回憶與香港的淵源時首先講
到了金庸。 「之前我還在解放軍藝術學
院的時候，有一次金庸先生來給我們講
課。」 那時候，金庸的小說莫言都讀
過。莫言認為，正是在金庸的筆下，武
俠小說得以發揚光大，直至成為一種文
化現象。 「可以說，講到作品的可讀
性、龐大的讀者群，以及對影視劇改編
的影響，華文作家裏面沒有人可以和金
庸先生相比。」

隨後，莫言講起老一輩香港文人在
創作方面的不易。 「我知道西西先生的
創作條件是很艱苦的，但她堅持把大量
的內地作家作品介紹到港台。包括我和
余華等內地作家的作品能夠走進港台，
西西先生付出了很大的心血。」 莫言還
提到，西西先生既能翻譯，也善寫作，
而且很有自己的風格。

「近年來，我也讀過很多香港年輕
作家的作品。」 一直以來，莫言都非常
關注香港文學的傳承與發展， 「我能感
覺到，香港年輕作家的作品跟內地大多
數作家都不一樣，他們的文字中有海洋
文化的氣息，或者說能讀出海港文化的
影響。」

香港作家代表團團長潘耀明動情地說，
「我最想說的話是 『回家真好！』 我說過，作
家好像蜜蜂，到生活中的花園裏採集蜜汁，來
滋養筆下的文字。中國作家協會好比蜂巢，我
們歡聚在這裏，共話桑麻。」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內地與西
方還沒有直航飛機，外訪的作家都要通過香港
轉機。那個年代，香港成為內地作家的文化驛
站。 「內地作家途經香港，香港作家聯會會
安排文學講座和與香港作家的文學交流活動，
這些活動對繁榮香港文學發揮了不可忽視的
作用。」 潘耀明表示，香港是一扇文化窗
口。

「香港文學不是孤立的，而是中國文學的
組成部分。」 潘耀明透露，今年5月中旬，香
港作家聯會與香港文學館將在香港中央圖書
館舉辦首次 「南來作家手跡遺物展」 。展覽涵
蓋了26個早年南來作家在香港創作、生活的
情況，及對香港文學的影響，屆時廣大市民
便可以看到香港文學與中華文化的深厚淵
源。

香港劇作家何冀平表示， 「我是從
事戲劇文學的，但文學是戲劇的靈魂，
我的每一部作品都離不開文學。在香港
從事文學創作並不容易，但文學是有生
命力的，香港也產生了很多優秀的作
家。」

「我離開北京已經35年。初到香港
時，我很彷徨，但是很快徐克導演就找
到我，於是我就開始寫劇本，第一部戲
就是《新龍門客棧》。正是從這部戲開
始，我走進了香港的商業電影圈。」 何
冀平回憶說，從事電影之後，我開闊了
眼界，我能夠做戲劇、舞台劇、電影等
等。我認為，香港是一個不會埋沒人才
的地方，在這裏我鍛煉出了十八般武
藝。

「內地和香港的文化滋養了我，傳
統文化築成了我的文化基礎，香港則給
了我國際視野。而思想境界、文化品
格、審美價值，將是我不斷的追求。如
今，有中國作協的支持和香港作協的努
力，香港的創作環境也越來越好。」 何
冀平透露，今年，粵語版《天下第一
樓》將走進內地，展開全國巡演。

香港青年作家葛亮表示， 「正因為前輩們
的筆耕不輟，釐定了新一代創作者的尺度，增
強了我們的動力。談到內地和香港文學的緣
分，我想說，香港文學始終和內地有一種非常
豐厚的血緣聯繫。」

葛亮說，內地文學和香港文學一直是一種
水乳交融的關係，香港文學也一直受到祖國文
學的滋養。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香港文學是
一種地域文學，同時香港文學也為中國文學貢
獻了重要力量，並且已經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
橋樑。

「作為一名年輕的寫作者，從我內心的創
作體驗來講，今天交流的一個基點就是回家，
這是一個非常溫暖的話題。」 葛亮說，自己創
作的長篇系列就是以 「家國」 為主線。從家鄉
南京起筆，陸續有了《朱雀》《北鳶》《燕食
記》。

葛亮動情地說， 「無論從創作的角度，還
是從個體成長的角度，回家都是一個非常美好
的概念。無論你走多遠，離家多長時間，都有
一條線始終牽繫着你的情感。我一直在思考，
怎麼把對這方熱土的感情融入我的創作？怎麼
去觸摸我們的民族之根？這可能是寫作者一輩
子的功課。」

詩人歐陽江河表示， 「我一直
關注香港文學的發展，我自己也從
中汲取了很多寫作的營養。比如在
詩歌品鑒方面，香港詩歌界很能夠
從當代性的角度去看待詩歌，從而
超越了傳統上僅從詩歌角度看待詩
歌的做法。」

「我每次在香港見到詩人朋
友，他們都會從人文的角度出發，
去觸及詩歌問題的深度與複雜性，
從而體現一種 『溢出詩歌』 的理

念。」 歐陽江河表示，香港作為東
西方文明的交融地帶，如果僅僅從
傳統的詩歌原則去品評和鑒賞是遠
遠不夠的，恰恰應該將海洋文明的
理念放到詩歌裏面。

歐陽江河還說， 「我每一次去
香港，都會有驚喜，而最重要的收
穫無疑來自於和香港文學界同仁的
交往。可以說，香港文學的氣氛給
了我很多啟發和提醒，我期待自己
能夠創作一首有關香港的詩。」

莫言：

香港作品
有海洋文化氣息

何冀平：

香港創作環境
越來越好

潘耀明：

我最想說的話
是回家真好！

葛亮：

觸摸民族之根
是作家一生功課

歐陽江河：
香港文學帶給我很多啟發

「歡迎港澳作家回家」 活動29日在北京舉行歡
迎儀式。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作協主席
鐵凝出席歡迎儀式，並向參加活動的港澳作家頒發
「入會紀念牌」 。中國作家協會主要領導，莫言、

歐陽江河、李洱，以及何冀平、葛亮、穆欣欣等40
餘位港澳作家齊聚一堂，共敘文人往事，展望文壇
未來。歡迎儀式上，港澳作家還將46件珍貴手稿和
文學資料正式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

46件手稿贈予中國現代文學館
在為期三天的 「回家」 行程中，港澳作家們將

舉行 「文學之夢 海闊天空──作家創作研討會」
「新時代港澳故事分享會」 ，並參觀中國現代文學

館、故宮博物院、中軸線文
化博物館。活動一行還將赴
天津，開展 「津生津世──
天津文化之旅」 ，與著名作
家馮驥才進行交流，同時參
訪天津歷史街區、名人故居
等著名地標。

中國作協黨組書記、副

主席張宏森在歡迎辭中表示，香港和澳門是中華文
脈賡續發展的重要基地，是作家文人奮進探索的一
方沃土，是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交融交匯的廣闊平
台。在這裏，一代代愛國作家薪火相傳、矢志不
渝，書寫民族精神，抒發家國情懷，縱論古今天
下，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無數精彩作品和感人故
事。

「港澳文學始終從中華文化當中吸收着豐富營
養，也用精彩作品影響着全球讀者。進入新時代以
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日新月異，港澳作家與內地
往來更加頻繁，創作更加活躍。越來越多的作品在
內地出版、發行、改編成影視作品，奏響了港澳融
入祖國發展大局的澎湃樂章。」 張宏森表示，英才

匯聚的港澳文學，有無限風
光等待描畫，有無數篇章靜
候書寫，希望港澳作家同仁
講好 「愛國愛港愛澳」 故
事，為中華文學走向世界開
闢全新境界。

▲

中
國
作
家
協
會
﹁萬
水
千
山
總
是
情

│
歡
迎
港
澳
作
家
回
家
﹂
活
動
昨
日

在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館
啟
幕
。

◀中國現代文學館展出梁羽
生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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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耀明（前左二）與港澳作家參觀中國現代
文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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