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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2000 年，我与映真第一次
来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展览中看到
巴金、鲁迅、老舍、茅盾等大陆作家
的手稿、资料。映真很是激动，那些
都是他青少年时代偷偷阅读过的作
品，让他有了坚定的中国认同。他从
来没有想过，他的作品和手稿也能进
入这个文学殿堂，这是对他文学成就
的最高礼遇。”台湾知名作家陈映真的
夫人陈丽娜说。

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中国作协
港澳台办公室、中国现代文学馆承办
的陈映真文学资料捐赠仪式及研究计
划启动仪式近日在北京举办。数月
前，陈丽娜将陈映真的手稿、笔记等
400 余件，著作、藏书 3000 余册，照
片、磁带、档案等资料 300 余件，悉
数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此番两岸
30 余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追忆
和纪念陈映真，并就推进相关研究、
传承其文学精神展开研讨。

矢志追求国家统一

陈映真是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著
名思想家、理论家、文学家，台湾爱
国统一阵营的杰出领袖，中国作家协
会第七届、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
主席。他长期坚守台湾思想文化阵
地，创办 《人间》 杂志等进步刊物，
创作大量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文章，
颂扬台湾同胞的爱国爱乡传统，感召
许多台湾同胞走上追求祖国统一的道
路。1988 年，陈映真成立“中国统一
联盟”并担任首届主席。2006 年，他
定居祖国大陆，2016年在北京逝世。

“陈映真的文学精神、崇高信念和
光辉人格，对社会主义的无悔追求、
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探索、对两岸和
平统一的热诚盼望，都为中国文学留
下了丰富而宝贵的遗产，激励着两岸
同胞携手共进。”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李敬泽说。

陈映真在两岸知识界有着广泛的
影响，被称为“台湾的鲁迅”。他1937
年生于台湾苗栗竹南镇，小学时，从
父亲书房里读到鲁迅的小说集 《呐
喊》。他曾说，“从鲁迅的作品中，读
到他对中国深切的关怀和热爱，让我
从小就认定中国是自己的祖国。”

大学时期，陈映真以小说 《面
摊》 在台湾文坛崭露头角。1968 年，
陈映真以“组织聚读马列主义、鲁迅
等左翼书册”等罪名被捕。7年的狱中
经历，让他结识了为理想而舍生忘死
的同道中人，并深知“曾经有一代人
抱着高洁的灵魂，为了理想志业而家
破人亡的故事”，从此“由一个市镇小
知识分子走向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
的知识分子”，左翼倾向和浓厚人文关
怀贯穿其创作生涯。

“我们越了解他的作品，就会越敬
重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
说，陈映真进入文学世界，是从鲁
迅、从上世纪 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开
始的，他的创作清晰继承了左翼文学
的发展脉络。

留下丰厚文学遗产

1985 年，陈映真抵押房产，创办以
关怀弱势群体为宗旨的《人间》杂志，以
文字、镜头记录底层民众的悲欢离合，
创刊号封面故事便是“在内湖垃圾山上
讨生活的人们”。尽管杂志仅仅存活 4
年、出版 47期就因财务困难而停刊，却
对台湾一代人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人间》杂志团结培养了大批青年作家，
为左翼进步文学积蓄了火种。

“我是在陈映真《人间》杂志工作
过的后辈，也是他政治理念的追随
者。”台湾作家蓝博洲说，作为比陈映
真晚一代的人，他在成长过程中受到
其文学与思想决定性的影响。“陈映真
生在日据末期的台湾，看到过两岸对
立造成的悲剧、台湾底层人民的痛
苦，有跟其他作家不一样的关怀，留
下了非常丰厚的思想和文学遗产。在
读到陈映真之后，我才真正了解台湾
社会。”蓝博洲说。

“陈映真一路坚持捍卫自己信奉的
理想，从未动摇，他是实践的文学
家、行动的思想者。”李敬泽说，陈映
真一生发起、参与了多场文学和思想
论战，为真理而战，为民族而战，为
追求国家统一而战，“生于台湾的中国
人”是陈映真赋予自己的定义，“我为
是一名中国作家而自豪”是他面对世
人的宣告。

陈映真主张台湾现代文学是中国

新文学在台湾的延伸和发展，是中国
文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还
撰写一系列文章揭露“文学台独”的
荒谬和危害。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
授赵遐秋说，宣传和把握陈映真的爱
国主义，要抓住其主要内容和特点，
不要流于空泛，也不要限于一般的乡
愁和别离。“陈映真爱国主义的时代特
点、主要内容就是维护国家统一、维
护中国文学的统一，反对‘台独’特
别是‘文学台独’。”赵遐秋说。

持续影响两岸青年

蓝博洲说，陈映真选择了作为理
想主义者应该走的路，这是他用一生
去实践的誓言。作为理想主义者，孤
独是必修课。坚守左派立场，陈映真
是孤独的。作为“死不悔改的统一
派”，陈映真更是被台湾某些人批判乃
至选择性遗忘。然而，他的理想信念
终将是历史的正确。

“陈映真的人格力量，首先体现在
他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和选择上，这
在当时需要很大的魄力。”中国社会科
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说，陈映
真身上融合了中华文明内在的精神力
量，这种力量促使他去关心弱小的民
族和底层人民，跟全人类的命运发生
深刻关联。

2017 年底，在陈映真逝世一周年
之际，台湾人间出版社推出 《陈映真
全集》，共23卷、450万字，结集陈映真
的 820篇（含小说）文章。人间出版社发
行人吕正惠说，《陈映真全集》打破文类
界限，采取编年形式将陈映真所有的作
品、文章、访谈等按时间排列。这是研究
陈映真的重要依据，也是了解 1960 年
至2010年50年间台湾的政治、社会、思
想状况必不可少的资料。

本次北京活动现场，两岸嘉宾共
同为 《陈映真全集》、全套 47 期 《人
间》 杂志以及陈映真不同时期作品的
初版本揭幕。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
馆长王军说，作为国内最早、世界上
最大的文学类博物馆，中国现代文学
馆将依托馆藏文献，推进研究、开
发、展示陈映真文学资料的各项工
作，扩大其文学精神的社会影响。

全国台联副会长纪斌介绍，陈映
真与全国台联有着深厚渊源，全国台
联在他去世后举办了一系列活动，不
断推动他的思想和作品走进高校、走
进青年。“陈映真精神的价值不应随着
他的离世而被遗忘，他的作品值得让
更多人了解和阅读，只有对其手稿、
创作背景等进行深入研究，对其作品
进行广泛传播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去了
解和认识陈映真先生，去感悟和传承
陈映真精神。”纪斌说。

“我们越了解他的作品，就会越敬重他”
——两岸学者追忆和纪念台湾作家陈映真

本报记者 张 盼

“我们越了解他的作品，就会越敬重他”
——两岸学者追忆和纪念台湾作家陈映真

本报记者 张 盼

图为陈映真文学资料捐赠仪式及研究计划启动仪式现场。
中国现代文学馆供图

“对儿童友好的地方：罗湖美术馆书架低，高
一米”“对儿童不友好的地方：网吧，未标明未成
年人禁止入内”……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妇女
儿童活动中心的活动室，13 岁的小组长朱梓棋吸
纳组员意见后，在任务书上郑重地写下小组在街区
探索中的发现。

朱梓棋是罗湖区第三届深港儿童议事会的儿童
议事员。在近日举行的“童行罗湖”议事会主题活
动上，朱梓棋和其他议事员们以“儿童友好观察
员”的身份，花费一上午时间，实地探访了罗湖辖
区内多个儿童友好基地。期间，他们不依靠电子设
备，通过问询路人、查看标识等方式体验辖区内出
行对儿童是否友好，并在过程中完成相关的探索及
宣讲任务。

2015年，深圳在全国率先提出系统性建设儿童

友好城市目标，倡导“从一米高度看城市”，儿童议事
会应运而生，用儿童视角助力城市建设。截至今年10
月，全深圳已有各级各类儿童议事组织580个。

据罗湖区妇联主席田林介绍，每届深港儿童议
事会组建后都会给小议事员们进行集训，让他们深
入了解儿童权利的内涵、儿童友好城市的特征。

“此次的主题活动就是让小议事员们通过实际体
验，以儿童视角发现出行时辖区内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这将有助于相关部门在未来的工作中，为他们
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深港儿童议事会不仅是孩子们建言献策的议事
堂，也成为了深港儿童交流的桥梁。据统计，罗湖
区设立儿童议事会以来，共招募儿童议事员 60人，
其中港籍儿童13人。

朱梓棋在议事会中最默契的搭档张琳智来自香
港凤溪廖万石堂中学，两人年龄相近、性格相投，
很快成了“好哥们”。“参加儿童议事会不但能更深
入了解罗湖、了解深圳，也是交朋友的好途径，我
们已经约好了要一起打篮球。”张琳智说。

（据新华社深圳电 记者毛思倩）

深港儿童携手“从一米高度探索城市”

图为在深圳罗湖区洪湖公园，深港儿童议事会的小议事员
们向居民宣讲后留影。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近日，福建厦门
跨东海域通道北延伸
段工程上跨福厦高铁
公路桥转体梁成功转
体，标志着项目建设
取得突破性进展。该
工程采用“先建桥后转
体”的施工方式，确保
福 厦 高 铁 安 全 运 行 。
据介绍，该转体梁也
是世界同类型工程中
跨度较大、重量较重
的 混 凝 土 T 构 转 体
梁。图为施工现场。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据新华社香港电 香港全港学界国家安全常识挑战赛 12
月3日揭开序幕。活动网上初赛有超过102000名来自585所中
小学的学生参与，人数创新高。挑战赛以问答比赛形式进
行，分为小学组及中学组，设有队际赛及个人赛，队际赛共
有54所中小学校角逐冠军。

本次挑战赛由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保安局和教育局联
同香港善德基金会举办，与国家宪法日及明年 4月 15日全民
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相配合，目的是让国家安全教育继续植
根校园，加强学生对宪法、基本法、香港国安法的认识，提
升他们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活动启动礼上以视频方式致
辞表示，期望各位同学通过参与这次比赛，更深入理解香港
国安法及总体国家安全观，自觉维护国家安全。同时，特区
政府已开始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准备工作，明年将
完成立法，与香港国安法一起构建有效的国安法律系统。期
望大家全力支持这项重要立法工作，以履行特区的宪制责任
及维护国家安全的公民责任和义务。

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国家安全不仅是国家
和政府的事，也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和福祉，而香港国安法更
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求学时期认识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可以及早培养国民身份认同和正确理解公民责
任。希望每个人都能清楚了解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基石，
是人民美好生活的保障。

据新华社香港12月5日电（记者谢妞）“三星堆文化内涵
是什么？”“完成文物修复需要哪些步骤？”“如何将三星堆文
物运送至香港？”……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5日邀请约90位
驻港领团和商界代表5日走访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探寻中国
的“文化密码”。

活动现场，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表示，特
区政府与西九文化区管理局紧密合作，积极推动香港文化创意
产业发展。今年施政报告中提到，特区政府明年将设立“弘扬中
华文化办公室”及举办“中华文化节”；增加财政和人力资源，扩
大香港与内地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化交流和合作。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署理特派员李永胜表示，香港是
多元文明包容共存的生动缩影，也是连接中国内地与世界各
地的文化艺术交流桥梁，必将成为全球文明倡议落地走实、
开花结果的重要平台。外交部驻港公署将继续发挥外交所
长，助力香港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加强文化交流合作，支持香
港加快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为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
鉴、和谐共生作出更大贡献。

活动期间，代表们先后参观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特别展
览“凝视三星堆”及常设展览“紫禁万象”“紫禁一日”。在

“凝视三星堆”展厅，既古老又极具未来感的珍贵文物与代表
们“双向凝视”。代表们一边仔细参观这些难得一见的文物，
一边用手机、相机留影记录。

观展后，哥伦比亚驻港总领事巴雷拉向身边的人询问如
何用中文表达“三星堆”。他说，这是他第4次来到香港故宫
文化博物馆参观，每一次都有新发现、新收获，通过参观各
种主题展览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在不同领域的继承和发展。“这
里是了解中国文化必不可少的窗口。”

“无论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建筑本身，还是丰富的展品，
都让我对中国文化产生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也是不同文化之间
交流借鉴的意义。期待两国开展更多文化交流合作。”香港欧洲
商务协会主席兼香港西班牙商会会长伊纳奇·阿玛特表示。

驻港领团和商界代表走访香港故宫文博馆
探寻中国“文化密码”

香港全港学界国家安全常识挑战赛启动

近日，在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山腰盐场海洋科技文博园
内，泉港药盐雕工艺师在雕刻盐文创产品。近年来，泉港区
不断加大盐产业开发力度，通过人才引进、科技创新、落实
税惠等多项措施，依托海盐文创园打造特色产业，积极探索
盐的衍生产品领域，加快建设“泉港海盐文化观光体验旅游
景区”。 王旺旺摄 （人民视觉）

新华社厦门12月5日电（记者庞梦霞） 2023闽台知识产
权圆桌会议5日在厦门举行。围绕“海峡两岸融合发展背景下
的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主题，近百名与会知识产权界人士
以技术创新与海峡两岸知识产权策略、海峡两岸知识产权保
护经验与借鉴、海峡两岸融合发展背景下的知识产权合作展
望等为议题展开研讨。

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教授李素华在视频致辞中说，会议为
促进海峡两岸知识产权学习交流、发展提供平台。会议不仅
讨论专利商标等传统知识产权客体，还将探讨数据等新知识
产权客体的利用与保护。专利师在知识产权的建构与发展中
扮演重要角色，有利于促进知识产权价值最大化。

“福建正迎来推进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的新机遇。”福建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文生说，近年来，在两岸专家学者、有关
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两岸知识产权交流合作稳步推进。福建鼓
励支持两岸知识产权领域优秀人才来福建交流、学习、工作和
生活，未来将进一步促进两岸知识产权领域融合发展。

中国政法大学无形资产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冯晓青认为，
两岸知识产权合作已形成诸多做法和经验，同时也存在知识
产权执法协作机制尚未充分发挥作用等问题。两岸应在知识
产权执法协作、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产业领域合作与互补、
知识产权学术交流与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交流与合作。

据了解，这一会议旨在打造海峡两岸知识产权界人士沟通
合作的常态化机制。本届会议由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
权局）支持，厦门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国家知识产权培训（福
建）基地、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厦门大学）研究基地主办。

两岸知识产权界人士共话交流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