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濠 江

“投身这项事业，有一
种生逢其时、赓续文脉的
使命感和自豪感”

在位于湾仔的香港地方志中心办公
室，蔡兆浚西装革履、面容白净，戴着
一副无框眼镜，言谈举止间透着书卷气
和超出年龄的沉稳。作为香港地方志中
心的高级编辑，1994年出生的他年纪不
大、资历却不浅，是最早一批加入香港
地方志中心的编辑，主要负责 《地名》
与《附录》部类的编纂。

国有史、地有志。修志是中华民族
的 悠 久 传 统 ， 但 自 1819 年 《新 安 县
志》问世之后，便再找不到香港的地方
志。香港回归祖国后，不少有识之士持
续为香港修志奔走努力。2020 年 12 月
底，《香港志》首册《总述·大事记》中

文版正式出版。
“我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大学和

研究生读的也都是历史专业。参与编纂
《香港志》 这样史无前例的工程，是我
的荣幸。”蔡兆浚说，自己一毕业就能
投身这项事业，有一种生逢其时、赓续
文脉的使命感和自豪感。

2021年 12月初，《香港志》 三部专
题志中的第一部《香港参与国家改革开
放志》 面世，全方位记述了 1978 年至
2017年间，香港参与国家改革开放的历
程。编纂团队平均年龄仅 35 岁，其中
第十三章“保险”的作者之一，是 90
后赵浩柏。

“修志很考验耐心，要找很多资
料。我收集资料用了将近七成的时间，
有 时 写 一 句 话 就 要 用 好 多 天 查 找 资
料。”赵浩柏介绍，为求严谨准确，同
事之间会互换稿件逐句核查，不同资料
也要交叉验证，一旦发现有出入就要重

新考证。现在，一看到数字就想进行核
实几乎成了他的习惯。

“也许有人觉得这份工作既沉闷又
枯燥，但我们对它倾注了感情和意义，
反而乐在其中。”赵浩柏笑言。

“对于‘香港好，国家
好；国家好，香港更好’，我
有了更深的体会”

对这群在成堆文献资料中摸爬滚打
的年轻人而言，不断从中获得新知是这
份工作的最大收获。每多一个发现，他
们对香港与国家的认识便深一分。

除 了 《香 港 参 与 国 家 改 革 开 放
志》，赵浩柏同时参与了 《总述·大事
记》 及 《香港志·经济》 部类的编纂，

“对于‘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
港更好’，我有了更深的体会”。

“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是香港得天
独厚的显著优势。”赵浩柏表示，回归祖
国开启了香港历史新纪元，香港在国家
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敢为天下先，敢做
弄潮儿，创业建功的舞台越来越宽广。

2017年从中山大学考古学专业博士
毕业的陈德好，曾在珠三角一带从事田
野调查、考古等工作，加入香港地方志
中心后，她主要负责《文化》部类的编
纂和统筹工作。从文物、建筑到语言、
宗教、民俗等，搜集香港各类物质和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为陈德好打开了
新世界的大门，也让她对香港与内地同
根同源有了更深的理解。

“香港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的
风俗节庆有 70 多项，都与内地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陈德好说，她印象最
深的是在新界一些传统村落，每年农历
正月十九都会举办“扒天机”活动，这
正是明清地方志记载的民俗活动“天机
节”，“这一习俗在内地已很难见到，但
在香港却被很好地保存下来”。

香港有 7000 多个可供考证的地名，
蔡兆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考证其中部
分地名的由来。在此过程中，他挖掘到
许多鲜为人知又引人深思的历史细节。

“吐露港一带在五代十国时期就是
知名的珍珠产地。此外，香港产盐的历
史也超过了 2000年。”蔡兆浚认为，这
些史料都能证明，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
国领土，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记载着华夏先民在岭南这片土地上的辛
勤耕作。

“不只是为了梳理和
回顾香港与内地的血脉亲
情，也蕴含着香港社会对
未来的展望与期盼”

关于编修地方志的意义，学界常将
其概括为“存史、资政、育人”。随着
时间推移，编纂团队的年轻人对这份事
业的信念也越来越坚定。

《总述·大事记》出版后，作为编辑
之一，陈德好一度在网络上遭到政治攻
击。承受的压力，反而让她更加坚信编
纂权威历史著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地方志是权威历史著作，是学者做研
究、老师开展教学要引用的。”她相
信，如果人们对历史的认知是准确的，
将来也许就能避免出现大的偏差。

蔡兆浚将这种“偏差”归结于教育
的缺位，“过去香港历史很不受重视，
很长一段时间，中学历史科都只有世界
历史和中国历史，而且历史科也不是高
中必修科”。

近两年，对香港历史的关注不再局
限于学术圈，越来越多出版和传媒机构
开始加入这一队伍。做研究之余，蔡兆
浚经常为报刊撰文或接受媒体采访，介
绍他的最新研究成果。

“可以感觉到，社会对香港历史的
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了。我在新界村落的
亲戚也很关心我的工作，还主动把他们
家传的族谱借给我做研究。”蔡兆浚
说，《香港志》 的编纂带动越来越多人
认真认识香港自身的历史、了解自己的
根源，这令他非常开心，也成为他继续
投身这项事业的主要动力。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蔡
兆浚和同事们一起编撰了普及读本《回
归·情义 25 载》，通过精选 25 篇打动人
心的故事，讲述内地和香港血浓于水、
守望相助的情义，并将读本赠送给了香
港千所中小学。

“盼望年轻读者可通过阅读此书，
知所从来、思所将往。”蔡兆浚说，编
写这本书，不只是为了梳理和回顾香港
与内地的血脉亲情，也蕴含着香港社会
对未来的展望与期盼。

（本报香港10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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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编纂《香港志》是我的荣幸”
本报记者 冯学知

本报北京电 据中新社报道，由故
宫博物院与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合办的

“阅世遗情——澳门艺术博物馆藏濠江
风物建筑绘画展”近日亮相北京。这是
澳门艺术博物馆藏品首次在故宫博物院
展出。

“澳门历史城区”于 2005 年被列入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澳门珍贵的
文化名片。此次展览精选 82件澳门艺术
博物馆藏品，分“千帆迎远客”“万象有
无间”“一城百样春”三个单元，集中展
示澳门及外地画家创作于18至21世纪期
间以澳门风貌为题的绘画作品，呈现澳
门世界文化遗产的建筑精髓及文化内
涵。展览通过素描、水彩、油画、水
墨、版画等多种绘画风格的作品，串联
起不同时期艺术名家在澳门留下的美术
足迹，形成一段以澳门历史建筑为主题
的艺术游记。

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表示，本次
展览是澳门艺术博物馆藏品首次在故宫
博物院展出，是内地与澳门积极联动、
友好交流的重要见证。未来，故宫博物
院将与澳门特区政府及相关机构在展览
合作、人员交流、学术研讨、文物修
复、考古发掘等方面深化合作，进一步
增强内地和澳门的文化艺术交流。

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惠敏感
谢故宫博物院对澳门文化事业发展的
支持。她表示，从 1999 年举行的“盛世
风华——北京故宫精品展”开始，澳门的
故宫文物年度大展延续至今，成为澳门及
邻近地区文物和艺术爱好者翘首以盼的
文化盛事，更成为澳门市民深入了解中华
文化、亲近中华瑰宝的艺术大观园，为坚
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作出贡献。

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故宫博物
院与澳门艺术博物馆已连续 23年在澳门
举办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物特展。2019
年，故宫博物院与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
化司合作设立“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中心”，共同探索创新合作模式，推
动澳门文化事业发展。

此次展览在故宫博物院斋宫展厅
呈现，展期将持续至11月6日。

下图：市民在展览现场参观。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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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志》首册《总述·大事记》英文版日前在香港礼宾府
举行出版典礼。作为香港首部专属地方志，《香港志》记述了
香港上自公元前5000年新石器时代先民活动，下至2017年7
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的历史，全套共54册、约2500万
字，涵盖了自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物、附录、专
题等十大类别。

记者了解到，在承担编纂《香港志》任务的香港地方志中
心，活跃着一群年轻的“修志人”。

《香港志》首册《总述·大事记》中文版。 （资料图片）《香港志》首册《总述·大事记》中文版。 （资料图片）

走进面店，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几
幅黑底金字匾额。现在的店主于怀增
介绍，匾额皆由其祖父于忻之亲笔题
写，其中一幅写着店训“食德为天”，
也诉说着于家面店的变迁史。

于忻之携妻从青岛来到台湾后，
为维持生计，用身上仅有的七十块钱
支起一个小摊，起初主要卖山东馒头
为生。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面团
的边角料被拿来做手工刀切面，物尽
其用。于怀增还记得父亲回忆，用市
场里牛肉摊剩下的牛骨头熬制成汤、
煮一碗面，就是人间美味。

老兵们在陌生的台北安家落户，
大多在万华区西门町一带做小生意谋
生 。“ 山 东 人 吃 苦 耐 劳 ， 讲 求 忠 信
义，所以我爷爷的生意很好。”于怀
增说。

苦心经营下，于家的小摊慢慢做
大，终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今天
的昆明街有了自己的店铺，生意也转
为主营手工刀切牛肉面。于老山东口
音重，许多老客人喜欢称其为“老山
东”，这也是这家店名字的由来。几年
后，于家面店又搬至西宁南路，此后
一直传承至今。

于怀增牢记祖父传授下来的生意
经，把一件事做好，真材实料，精益
求精。“创业容易守业难，我希望把爷
爷创业和敬业的精神传承下去。”

不止于家面店，各式流派的牛肉
面店遍布台北的大街小巷。桃源街鼎
盛时期更是汇聚了十几家“牛肉面大
王”，一时成为台北一景。牛肉面的风
靡在台北得到集中体现，于家面店也
是牛肉面在台湾“发家”和盛行的一
个缩影。

由于早期台湾农业社会以种植稻

米为主，面食并非当地人的主食。关
于台湾牛肉面的起源有多个版本，其
中一种推断是：1949 年后因食物短
缺，小麦、牛肉等物资被大量引入岛
内，加上百万来台老兵和眷属的“胃
口改造”，为牛肉和面的相遇创造了
条件。

已故美食评论家逯耀东教授关于
台湾牛肉面源自老兵眷村的说法获得
较多认可。在于怀增看来，那个年代
祖父漂洋过海、历经辛苦来台落脚，
要养家糊口，自己拿手的“家常面”
是最简单质朴的谋生手段。这碗带有
家乡味的面食也是老一辈思乡时的情
感寄托。

食物最能暖人心。除了牛肉面，

于怀增还坚持做手工饺子，同样传
承自祖辈的配方，保留了传统的家
乡味。他总提醒客人别忘记喝饺子
汤，“我爷爷说，饺子汤喝下去是家
的味道”。

在当地，牛肉面曾是学生果腹的
上选，也曾是晚归打工族的挚爱，外
地观光客对台湾美食的印象大多始于
一碗牛肉面。有饕客说，一碗热腾腾
的牛肉面散发着乡愁和“家的味道”，
也刻在台湾人的集体记忆里。

“口碑重要，味道更重要，熟悉的
味道最能勾起人内心的情愫，我要努
力把‘老山东’继续传承下去。”于怀
增说。

（据新华社台北电）

一碗台湾牛肉面传承“家的味道”
岳夕彤 齐湘辉

在台北万华区一栋老旧的商业大楼里，有一家名为“老山东家常牛肉
面”的老字号，起源于1949年，由一位山东青岛的来台老兵创立，迄今已传
承三代——

“老山东家常牛肉面”店铺一角。 （资料图片）

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
等举办的“2022 澳门长者
运动日”近日在澳门塔石体
育馆举行。现场设置多个运
动项目及体质测试摊位，吸
引众多市民踊跃参与，共同
体验运动乐趣。

图为市民在活动现场参
与趣味运动项目。

图片来源：
澳门特区政府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