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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
续写香港历史记忆

刘蜀永从事香港历史研究已整
整40年。1982年，刘蜀永研究生毕
业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
所工作。此时正逢中英谈判开始，
香港史课题组应运而生，刘蜀永的
研究方向由此转为香港史。

香港在明清时期隶属广州府新
安县，英国占领香港后，没有进行
任何修志工作。国有史，地方有
志。编修地方志是中国的文化传
统，具有“存史、资政、育人”的
功能，岂能缺失？

从 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开始，
刘蜀永怀着历史学者的责任感积极
呼吁修志。2005年，已退休的刘蜀
永应岭南大学之邀来港研究香港
史，并成为推动地方志编修的领军
人物之一。

香港修志采用“政府支持、社
会参与、学者主修”的模式。由于
早期社会共识不足，加之需要自负
盈亏，当时香港修志之路困难重重。

在中央和特区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团结香港基金2019年成立了香
港地方志中心，全面启动修志工
作。经过刘蜀永和团队的不懈努
力，2020年底，被誉为“具有崇高
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 《香港
志》 首册正式面世，续写香港的历
史记忆。

刘蜀永抚摸着 《香港志》 蓝色
的封面，感慨万千。他呼吁推动香

港修志20余载，做了大量细致扎实
的研究，并参与首册总述部分的起
草、修改和大事记的审稿，曾经累
到病倒。

如今夙愿达成，他心里满是喜
悦。“修地方志让我们知道香港是
怎么来的，香港人是怎么来的，香
港与国家的关系如何密切。”他说。
除了中西文化交汇的特点，刘蜀永
在《香港志》总述部分提出香港也是
南北文化交流中心，强化了香港与国
家的关联。

寻根——
编撰香港第一本村志

40年的香港史研究，前23年在
北京，后17年在香港。这样独特的
经历让刘蜀永在历史研究上兼具宏
观视野和地方视角。

“内地学者较多依据文献资料进
行研究，历史视野开阔，站位高；
香港学者注重个案研究，更深入细
致。”刘蜀永说。他与两位本地历史
学者刘智鹏、丁新豹组成香港史学
界“二刘一丁”团队，取长补短，
推动香港史志研究更上一层楼，也
促进香港与内地史学交流更密切。

到了香港，实地考察机会多，
可以更深入了解香港社会。“在历史
事件发生地进行调查研究，可以补
充文献记载的不足，甚至可以纠
错。”刘蜀永说。

他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不顾
年迈奔走在香港的城市乡村，做田
野调查和专题研究，寻找有价值的
历史遗存并全力守护，先后对中英

街、达德学院、日军在港战争罪行
等进行专题调研。

刘蜀永以一个客家村庄为试点
编修的《莲麻坑村志》，不但成为香
港第一本村志，还被列入中国地方
志指导小组的中国名村志系列。

“这个客家村很有特点，位于深
港边境，与内地关系密切，历史内
涵丰富，出了不少爱国的仁人志
士。”刘蜀永说，他和团队走村串户
访问村民，“通过族谱和口述历史，
追溯村内各家族的历史”。

刘蜀永支持香港有条件的地
方修志。他说，不要小看一个村
志，通过追溯历史文化根脉，许
多人了解到自己宗族的根在祖国
内地，感情上会更加亲近。“这是
寻根之旅。”刘蜀永说。

育人——
推动抗战纪念馆成立

今年 9 月，香港首个抗战纪念
馆——沙头角抗战纪念馆作为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正式开放。“展览内容
和版面设计都是我把关的。”刘蜀永
很自豪。

近几年，他和团队对港九大队
进行专题研究，联合香港广州社团
总会、东江纵队历史研究会等团
体，研究历史文献，寻找抗战遗

址，并共同提议成立抗战纪念馆。
为寻找港九大队当年的军需品

仓库，刘蜀永一行人行走在新界的
荒山野岭，最终在西贡区一带找到
了两处岩洞仓库。当时山上长满野
树杂草，完全没有路。得知他们要
去寻找遗址，当地村民自发前来用
砍刀“劈”出一条路。

香港人素有爱国传统，比如新
界抗英、港九大队抗日等，近代以
来留下了不少历史遗址。刘蜀永认
为，这些珍贵遗址亟待保护和开发
利用。香港年轻一代可以从认识自
己的生活环境开始，了解与内地的
紧密联系。

为此，他和同道共同提出建立
沙头角、西贡和大屿山三条抗战文
物径的构想。

“这几条线路自然风光美，在关
键节点设碑介绍，能集历史回忆与
自然保护为一体，让人们在登山健
行中回望历史。”刘蜀永说，香港人
喜欢行山，在大自然中接受历史教
育，效果更佳。

与香港结缘40年，香港已成为
刘蜀永不能割舍的牵挂。虽已杖朝
之年，他的日程表总安排得满满当
当。“总有一种使命感、紧迫感，想
多做一些，回报国家，回报香港。”
刘蜀永说。

（据新华社香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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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底的一个周末，一个抗日史迹实地考察小组行
走在香港的西贡与北区一带。领头的老教授白发苍苍，
身背相机，脚蹬旅游鞋，走走拍拍，不时停下来讲解。
20多名中学历史老师紧随其后，聚精会神地听讲和记录。

这位老教授就是推动和参与香港地方志编修工程的
香港史专家刘蜀永，现任香港岭南大学高级研究员、香
港地方志中心事务顾问。

近日，他举办了“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历史贡
献”讲座，线上线下一百多位中学教师听课。“研究历史
不是埋头故纸堆，要走出象牙塔，用正确的历史观影响
民众，推动社会进步，这是历史学者的社会责任。”刘蜀
永说，香港的历史教育正当其时。

本报电 （钟欣）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近日宣布，
2022年共获12位当地知名收藏家和艺术家捐赠1145件中
国及世界文物艺术珍藏。

捐赠典礼同一天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香港赛马会
演讲厅举行，由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
润雄担任主礼嘉宾，向各位捐赠人颁发感谢状，表彰他
们对博物馆的贡献和支持。

据介绍，该批珍藏由香港知名收藏家和艺术家卢茵
茵、朱伟基、钟棋伟等 12 人捐赠，藏品涵盖金银饰物、
陶瓷、青铜、石雕、水墨画、织绣、家具和钟表等。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表示，这批厚赠彰显中国由古
至今非凡的艺术成就，反映出中华民族五千年深厚的文
化底蕴，以及不同时期的工艺特点和艺术、美学风格的
演变和发展。

这批珍品部分已于博物馆开幕专题展之一“同赏共
乐——穿越香港收藏史”中展出，其他藏品将于 2023年
起陆续亮相供观众欣赏。2023 年 2 月，博物馆将举办首
个以馆藏为主的特别展览，展出中国古代金饰收藏，深
入探讨黄金在古代亚洲不同社群的文化艺术交流中扮演
的角色。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表示，除了举办展览，博物馆
也会在研究、出版、文物保护、青少年教育、文创、国
际合作等多个领域，善用这批珍贵的文物艺术资源。

杨润雄表示，这 1000 多件捐赠品种类丰富，历
史、文化与艺术价值很高，其中不少藏品更曾于世界
多家博物馆展出，在学术界和博物馆界影响深远。在
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特区政府会继续致力于弘扬和传
承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与内地及海外的文化交流，把
握西九文化区的独特优势，讲好中国故事和香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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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香港电（记者陈然） 香港
迪士尼乐园度假区近日公布，将推
出一系列特色美食和饮品迎接新
年，同时庆祝 2023 年华特迪士尼
公司成立100周年。

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餐饮营
运总监黄庆龙介绍，团队特别设
计了众多环球美食，其中不少富
有中国文化特色。他以“秋意新
冬八和菜”为例说，“和菜”源于
上海，上世纪 60 年代传入香港后
深受民众喜爱。“我们在菜肴中加
入秋冬时令食材，并将整个菜单
从 冷 盘 小 食 到 热 荤 饭 面 同 时 呈
现，希望让大家在享用时感受到

地道的中国特色。”
同时，香港迪士尼还特别推出

融入中国传统“五行”概念的特色
饮品。乐园度假区餐饮部经理伍国
良表示，餐厅分别就传统“五行”
元素，即金、木、水、火、土，调
配出适合不同体质人士的养生饮
品，宾客可根据自身体质类型选择
相应对的饮品，“不仅滋润身体、
强健体质，还能汲取中国传统文化
的养分。”

因应农历新年即将到来，香港
迪士尼亦推出多款限定美食，例如开
运猪手、鲍鱼、金蠔等传统“好意
头”菜肴，以及米奇红豆包等甜品。

香港迪士尼特色美食迎新年香港迪士尼特色美食迎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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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泉台两地雕刻艺术行业职工技能竞
赛近日在福建泉州台商投资区举办，100 余名
闽台两岸雕刻艺术行业职工参赛，通过线上竞
赛的形式比拼技艺、切磋交流，共享雕刻艺术
文化盛宴。

泉州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韩卫
华说，疫情虽然给两岸职工面对面交流带来困
难，但在各方努力下，今年的职工技能竞赛采
取线上形式切磋技艺，台湾职工参赛热情高
涨，报名人数创下历届新高。

据介绍，此次竞赛在两岸分设赛场，130
余名两岸雕刻艺术行业职工报名参赛；赛事分
为木雕类工艺、综合类工艺 （含漆线雕、彩
绘、陶艺等） 两个竞赛项目。

在泉州台商投资区比赛现场，有的选手专
注于刻刀下的作品，在“叮当”声中畅快淋漓
地表现创作理念；有的选手屏息凝神，将搓好
的漆线勾勒成生动精美的装饰图案……随着比
赛的推进，一件件充满张力、寓意深刻的作品

逐渐展现，得到了现场评委的认可与称赞。
“两岸职工加强交流、相互学习的强烈愿

望，是无法阻挡的。泉台两地雕刻艺术行业职
工技能竞赛的成功举办，也说明了我们搭建
的交流平台符合两岸职工的期盼和美好愿
望 ， 是 两 岸 交 流 融 合 走 深 走 实 的 生 动 写
照。”韩卫华说。

自2015年首届泉台两地雕刻艺术行业职工
技能竞赛举办以来，泉台两地雕刻艺术人才通
过这一平台比拼技艺、交流切磋，加深情感。
该竞赛也维系和推动着泉台两地雕刻艺术人才
在技艺传承、艺术创造、市场推广、产业运作
等方面进一步融合和发展。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台湾朋友们感受
到浓厚的乡情，让更多泉台两地的能工巧匠们
成为好朋友、好伙伴。”泉州台商投资区台港
澳办主任吴艺晖说，泉州台商投资区将继续探
索更多泉台两地交流融合的新举措，助推两岸
雕刻艺术文化交流持续深入。

两岸雕刻艺术师“云切磋”
吴冠标 庄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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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标 庄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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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政府康文
署近日在香港文化中心
和香港太空馆举行一年
一度的“粤剧日”，通
过一连串精彩的免费活
动庆祝“粤剧日”二十
周年，吸引约 5000 名
市民到场参与。

右图：粤剧演员向
观众示范粤剧化妆。

下图：粤剧新秀在
表演节目。

（香港特区政府新
闻处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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