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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水千山总是情”，欢迎港澳作家回家！
40余位来自香港澳门的作家受邀参加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3月29日，中国作家
协会“万水千山总是情——欢迎港澳作家回家”活动
在京启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作协主
席铁凝出席欢迎仪式，并向参加活动的港澳作家颁
发“入会纪念牌”。

“万水千山总是情——欢迎港澳作家回家”活动
是中国作协进一步加强团结、联系、服务广大作家的
创新举措，旨在让港澳作家感受文学大家庭的亲切
氛围，共享文学事业的尊严、荣光和自豪，增强文化
自信，擘画最大同心圆，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
献力量。

在为期3天的活动中，40余位来自香港、澳门的
作家和文化界人士将通过文学畅谈、创作研讨、名家
对话、文化之旅等一系列活动深化交流。

本报北京3月29日电（记者 王觅 康春华） 3月
的北京，草木蔓发，春山可望。3月29日，中国作家
协会“万水千山总是情——欢迎港澳作家回家”活动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启幕。来自香港、澳门特别行政
区的43位作家、诗人、剧作家及文化界人士参加。
此次活动是“作家朋友，欢迎回家”中国作协作家活
动周在今年的首场活动。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宏森
出席欢迎仪式并致辞。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主持欢迎仪式。中国作协党组成
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邱华栋，中国作协党
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胡邦胜、施战军、李一鸣，中国作
协书记处书记邓凯出席欢迎仪式。中宣部港澳台新
闻局副局长唐小棠、中央人民政府驻港联络办宣传
文体部副部长李曙光、中央人民政府驻澳联络办宣
传文化部副部长殷汝涛出席仪式。

张宏森代表中国作协向来自港澳地区的作家朋
友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香港和澳门是祖国大陆
东南端的两颗璀璨明珠，是中华文脉赓续发展、传承
传播的重要基地，是作家文人自强不息、奋进探索的
一方沃土，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融交汇、绽放华
彩的广阔平台。在这里，一代代爱国作家薪火相传，
矢志不渝，书写民族精神，抒发家国情怀，纵论古今
天下，描摹世态人情，历风霜而志不改，经风浪而情
不移，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无数精彩作品和感人
故事。从汤显祖的诗作到鲁迅的演讲，从戴望舒的
副刊到刘以鬯的专栏，从郭沫若、茅盾、萧红等南下
作家为追求民族解放独立留下的滚烫文字，到金庸、
梁羽生、梁凤仪等本土作家为普通百姓塑造的一个
个平民英雄，港澳文学始终都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之中吸收着丰富的营养，也用精彩的作品影响着全
国乃至全世界的读者。

张宏森强调，百年港澳文学发展，记载着港澳同
胞和祖国人民一起奋斗打拼的峥嵘岁月，也是把我
们的心灵紧紧连在一起的强大纽带。中国作家协会
与香港作家联会、澳门基金会、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
多年来举办了大量丰富多彩的文学活动，一批批优

秀的作家朋友们加入中国作协的队伍，成为中国当
代作家队伍中的重要力量。进入新时代以来，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日新月异，港澳作家们与内地往来更
加频繁，创作更加活跃，越来越多的作品在内地出
版、发行、改编成影视作品，奏响了港澳融入祖国发
展大局的澎湃乐章。今天，中国作协举行“万水千山
总是情——欢迎港澳作家回家”特别活动，向全体港
澳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发出深情的呼唤：中国作协的
大门永远向广大作家、向港澳文学界的同仁们敞
开。我们希望以最诚挚的欢迎、最真诚的服务，让大
家感受文学大家庭的亲切氛围，共享文学事业的尊
严、荣光和自豪，为大家的文学交流、创作和作品的
传播转化提供务实的帮助。

张宏森表示，英才汇聚的港澳文学，有无限风光
等待描画，有无数篇章静候书写。期待香江濠江的
百舸争流，汇入新时代文学的千帆竞发之中，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伟力，为中华文明走向世界
开辟全新境界。希望港澳作家同仁不负韶华、不负
时代，讲好爱国、爱港、爱澳的故事。也欢迎大家常
回中国作协这个大家庭，叙文学，话家常，为我们的
文学家园添一缕温馨、增一份情谊。

香港作家代表团团长潘耀明在欢迎仪式上发
言。他谈到，此次回家回到的是文学的家园，历久
常新，具有永恒的意义。作家好像蜜蜂，到生活的
花园里采集蜜汁来滋养笔下的文字；中国作协如同
蜂巢，作家们得以在此相聚，共话桑麻。香港文学
不是孤立的，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

80年代，香港是内地作家的“文化驿站”，内地作家
途经香港之际，与香港作家进行文学交流活动，对
繁荣香港文学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感谢中国
作协长期以来对香港文学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关注，
为香港文学打气助威，为繁荣香港文学出谋划策，
来自祖国大家庭的援手是巨大而温暖的，香港文学
界为此深受鼓舞。

“感谢娘家的精心安排，我们终于名正言顺回家
了，理所当然回到温暖的家。对我们来说，这次回家
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内心百感交集。”澳门作家代表
团团长吴志良在致辞中说。他谈到，文学是最能触
动深层情感、引起共鸣共情的文化表现形式，是拉近
内地和澳门人民心理距离的重要媒介。通过粤港澳
大湾区文学这个平台，港澳作家能更好地融入中国
文学大家庭，并为中国文学更好地走向世界贡献港
澳文学力量。相信有中国作协的全力扶持、推动，假
以时日，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会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面
鲜艳旗帜。人文湾区的建设也会为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探索可行的路径，为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
寻找有效的模式。

欢迎仪式结束后，“光辉岁月，携手同行”港澳文
学畅谈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为期3天的活动
中，港澳作家还通过文学畅谈、创作研讨、名家对话、
文化之旅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感受文学
大家庭的温暖亲切氛围，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共同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

中国作协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欢迎仪式。

本报北京3月29日电（记
者 徐健 刘鹏波） 3月29日
晚，在中国作协“万水千山总是
情——欢迎港澳作家回家”活
动启幕当天，一场别开生面的

“港澳作家新时代港澳故事分
享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
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宏森
出席并致辞。中国作协党组成
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
中央人民政府驻澳联络办宣传
文化部副部长殷汝涛，香港作
家代表团团长潘耀明，澳门作
家代表团团长吴志良，香港中
华出入口商会会长、香港体育
协会暨奥委会副会长贝钧奇，
香港贸发局中国内地总代表钟
永喜，寰亚传媒集团高级副总
裁、寰亚电影CEO郑剑锋，以
及参加“港澳作家回家”活动的
作家、学者，紫荆文化集团相关
负责人等参加分享会。中国作
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胡邦胜
主持分享会。

张宏森在致辞中表示，今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
周年，也是澳门回归祖国25周
年，中国作协首次举办“港澳作
家回家”活动，可谓谋划已久、
众望所归。出席今天分享会的
嘉宾中，既有来自港澳文学界
的作家、学者，也有在商业、影
视等不同领域作出积极贡献的
港澳人士。大家都是新时代港
澳融入祖国发展大局、融入祖国文化兴
盛、融入新时代社会繁荣的推动者和见
证者。希望通过这次难得的分享会，大家
能共话新时代的港澳故事、回顾逐梦者
的奋斗历程、畅叙大中华的家国情怀。

张宏森谈到，近年来，中国作协致力
于推动新时代文学创新发展，推动文学
的影视转化、融入现代传媒新格局，港澳
各界人士都对这项工作给予了莫大支
持。港澳与内地文化界人士在文字、文
化、文明的无声碰撞中，形成了牢不可破
的紧密联系，心有灵犀、彼此相知，感情
之深厚、情谊之长久，令人感动。

张宏森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
然离不开文化强国建设。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
港澳地区拥有重大机遇，也肩负着重要
责任。新时代呼唤新的精品力作，新时代
也必将造就新的文化成果。期待更多港

澳人士关心港澳文学发展和建
设，也希望更多港澳作家走进
广阔社会生活，感受时代的脉
搏，倾听大家的心声，以更加精
彩的作品致敬这个伟大的时
代，致敬爱国爱港爱澳的广大
人民，向世界讲好新时代港澳
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贝钧奇、郑剑锋、陈雨润作
为嘉宾代表先后发言，分享他
们心中的“新时代港澳故事”。
作为香港体育界的知名人士和
此次“港澳作家回家”活动香港
作家代表团的代表，贝钧奇感
念文学在他年轻的时候给予他
的滋养。当年“跑船”，他因偶然
机遇给商报写稿，从而养成每
日读书、写作的习惯。“文学培
养了我，改变了我，假如没有在
船上读书、写稿的历练，我可能
会很懒惰。”郑剑锋以许多经典
香港电影都由文学作品改编为
例，说明香港与内地合作改编
文学作品具有的巨大潜力和市
场前景。“通过深入挖掘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独特
魅力，两地电影人可以共同打
造出更多兼具艺术价值和社会
影响力的作品。”他期待未来香
港电影界能和内地作家作品有
更多合作，共同促进中华文化
在电影领域的创新和传播。陈
雨润是此次“港澳作家回家”活
动澳门作家代表团的代表，身

为澳门出版协会理事长、澳门文化广场
总经理的他，讲述了澳门文化广场如何
从破产边缘一步步克服困难，发展成当
下澳门最大书店之一的经过。在他看来，
书店是他人生的一座宝库，他在“寻宝”
的过程中找到了不少让他受益终身的宝
贝。今后他将带领澳门文化广场积极融
入新发展格局，举办更多丰富多彩的文
化活动，把文学艺术的“宝藏”分享给更
多澳门人，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精髓和魅力。

旧雨新知，济济一堂。正如胡邦胜
在主持时所言，这场满载着深情厚谊的
新时代港澳故事分享会，让我们感受到
了港澳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崭新
面貌，也为未来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更多
的启迪和激励。期待港澳与内地在文
学艺术领域的融合与拓展有更加美好
的明天。

本报讯 3月29日，以“光辉岁月，携手同行”为
主题的“港澳文学畅谈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
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家莫言，中国作协第十届全委会
委员、作家李洱，诗人欧阳江河与中国文联第十一届
全委会委员、香港剧作家何冀平，中国作协第十届全
委会委员、香港作家葛亮，中国文联第十一届全委会
委员、澳门作家穆欣欣以及来自香港、澳门特别行政
区的40余位作家、诗人、剧作家、文化学者以文学之
名相聚，畅谈内地与港澳文学的发展。此次文学畅谈
会是中国作家协会“万水千山总是情——欢迎港澳
作家回家”的第二场重要活动。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宏森，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
吴义勤出席畅谈会。畅谈会由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
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主持。

“香港的这些作家都非常杰出和了不起。”莫
言说，“我当过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的评委，比较集
中地阅读了一批香港年轻作家的作品，感觉他们确
实与内地的年轻作家写得很不一样，处处可以看到
一种由小见大的气概，可以看到一种海洋性的文化、
海岛文化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回忆起与金庸、潘耀
明、西西等香港作家的文学交往，莫言表示，紧促的
生活空间不会影响杰出的作家，反而更能使其迸发
出创造力，“作品与作者的反差越大，作家在创作中
的潜能就越大”。

李洱谈到，对大多数香港作家而言，看待事物
是一种直接的观照，而不是用一种观念去观照。他

以近期参加面向全国创意写作专业学生的文学征
稿活动为例，谈到此次评出来的作品许多来自港
澳年轻作家，“他们的作品显示出词与物的直接关
系，那种想象力、分寸感，可以在瞬间打开事物的
缝隙，露出事物的本质”，这样的创作特色给他留
下了深刻印象。

欧阳江河表示，自己从港澳文学中感受和汲取
到写作的可能性。他谈到，我们不能只从诗歌的角度
去看待诗歌，应该把诗歌扩大到当代性这样一个语
境和氛围，要把诗歌拓展到文学、文化的领域，才能
用诗歌触及一些问题的深度和复杂性。“香港和澳门
充满了可能性，与港澳朋友的文学交往是我最重要
的收获之一。”

“香港是一个不会埋没人才的地方。”何冀平回
忆起自己初到香港开始做电影时的情景。“从第一部
电影《新龙门客栈》开始，我走进香港的商业电影圈，
一直到现在。影视行业开阔了我的眼界，我也会写一
些文章，不断开拓新的创作领域，可以说是香港锻炼
了我的专业能力。”

“一直以来，内地的文学和香港的文学实际上
是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葛亮说，“香港文学不断
受到中国现代文学母体的滋养，涌现出许多杰出的
作家。以诗人马朗为例，他在诗作中寄予了自己对
祖国、对内地的一种深情，书写了在内地生活的经
验。从某种意义上说，香港既是一个文学地理，也是
一个美妙的平台，可以将不同的文化元素、不同的
情感糅合其中。”

穆欣欣介绍了澳门文学创作者的境况。“澳门的
历史体现了中华文化和多元文化互相尊重、互相理
解的过程。就澳门的文学创作而言，一个显著的特点
是绝大多数作家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几乎没有
专门以写作为生的。我们利用别人休闲的时间进行
文学创作，完成一种文字与心灵的碰撞。”

6位作家代表发言结束后，现场进入互动交流环
节。港澳作家代表们踊跃发言，与台上嘉宾积极互
动、回忆过往、共话情谊，气氛亲切温馨。香港作家代
表团团长潘耀明着重谈到香港文学中的乡土叙事和
底层叙事。他说，香港的报纸副刊培养出一批乡土派
作家，他们创作出许多以工人生活为主、以香港本土
普通人生活为素材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家、作品大多
还没有出现在内地的评论家视野中，希望可以给予
他们更多的关注。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
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
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
还复来……”畅谈会在鲁院第四十五届高研班学员
激情澎湃的朗诵声中接近尾声。

正如邱华栋在总结时所言，内地文学与港澳文
学互相辉映、互相激励，相信在共鸣共情的文化滋养
下，在中国作协的积极扶持下，在深入地交流探讨
中，内地与港澳的作家能更加理解彼此，共同为祖国
的文学事业增添新力量、新色彩。

中国作协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宋 晗）

本报讯 3月 28日，革命家、
文学家马识途先生去世，享年110
岁。中国作家协会向马识途先生的
逝世致以深切哀悼，并向马识途先
生家属表示慰问。

马识途，本名马千木，生于四川
忠县（今重庆忠县）。1935年参加

“一二·九”运动，从事中共地下党革
命活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长期从事党的组织工作。1941年到
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学习，1945年
毕业。历任鄂西特委书记、川康特委
副书记，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四川省
建委主任，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党
委书记，西南局及四川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全国第六、七届人大代表，四川省文
联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中国作协
理事、顾问、名誉委员等。

马识途先生是文学界的“常青
树”。他于1935年开始发表作品，
196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
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夜谭十记》
《巴蜀女杰》《魔窟十年》《沧桑十年》
等，长篇纪实文学《在地下》，中篇小
说《三战华园》《丹心》，短篇小说集
《找红军》《马识途讽刺小说集》等作

品。马识途先生艺术创造力极为充
沛，年逾百岁依然笔耕不辍，近年来
陆续出版《夜谭续记》《马识途西南
联大甲骨文笔记》《那样的时代，那
样的人》等新作。他的身上融合了
革命者的坚定、刚毅与文学家的热
情、活力。他的一生是求知求真的
一生，在漫长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他
努力追求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在
中国当代文坛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文
学风格。

2024年1月13日，马识途先生
110岁生日之际，中国作家协会特
向马老致信。信中写道，马识途先生
幼年习文，文思卓绝。求学期间就开
始了文学创作，让文学的种子在人
生的道路上慢慢发芽。在求学路上，
山河破碎、国家板荡，马识途先生以
傲人之姿投身革命。敌后，先生的身
影是向前的指引；办刊，先生的文字
是光明的方向；写作，更是先生一生
不绝的成就。马识途先生爱国、进
步，将对真理的追求融入自身文学
创作中，先为革命前辈，再成文坛大
家。先生文采华章，为人刚正厚重，
做事诚稳有节、创作成果丰厚。

向马老致以深切的怀念！

著名作家马识途去世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4月1日
出版的第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的重要文章《必须坚持人民至上》。这是
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3年
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文章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
民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
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
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我们党执政
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
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
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
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
的根本动力。

文章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
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
著标志。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
特殊利益，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
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
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与人民风雨同舟、与人民心心相印，想人
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不断把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文章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人民是决定性力量。必须坚持全
体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
紧紧依靠全体人民和衷共济、共襄大业。
要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党的
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充分激
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贯
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决好人
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现代化建设成
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推进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上不断取得更为明显的
实质性进展。不断巩固发展全国各族人
民大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凝聚起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文章《必须坚持人民至上》

共同为祖国的文学事业增添新力量新色彩
“港澳文学畅谈会”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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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参加“万水千山总是情——欢迎港澳作家回家”活动的作家们探访故宫 杨 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