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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江

本报北京电 （记者金晨） 由台盟
中央指导，台盟北京市委会、台海出
版社、河南省台联、武汉市台办共同
主办的“纪念郑成功诞辰400周年暨两
岸青年‘成功对话’读书沙龙活动”
近日在北京举办。来自海峡两岸的嘉
宾、学者、在京台生及郑氏宗亲代表
70 余人参加活动，共话民族英雄郑成
功的爱国精神。

本次两岸青年读书沙龙通过打造
两岸青年对话的全新平台，推介 《郑
成功与明郑台湾史研究》《台湾通史》

《南明史》等一系列涉及郑成功历史与
文化的书籍，鼓励两岸青年分享自己
的故事和体验，畅谈对郑成功爱国精
神的理解和传承，深化两岸青年文化
交往，增进心灵契合。

“郑成功率军驱逐西方殖民势力，
收复宝岛台湾，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
爱国精神和家国情怀的体现。”厦门大
学台湾研究院教授邓孔昭表示，今年
是郑成功诞辰400周年，此次活动既是
对这位民族英雄的深度缅怀，又是对
中华民族精神品格的一次传承弘扬。

“两岸青年应从自身做起，积极投身到
两岸交流中，传承中华文化，共同推
进两岸融合发展。”

红薏米文化传媒 （武汉） 有限公
司创办人、台湾青年导演薛颖穜专程
从武汉来京参加读书沙龙活动，并带
来了一套以郑成功为原型的原创动漫
IP。“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故事在两岸
都家喻户晓，我们计划制作相关的动
漫作品，希望能够通过新潮的方式让
更多年轻人了解这位民族英雄的家国
情怀。”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读书分享可以让大家共同
回顾历史，缅怀民族英雄郑成功，携
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
展。”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江利
平表示，希望两岸青年把握历史大势、坚守民族大
义，维护国家统一、勇担时代重任，坚定走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

▼ 台湾青年薛颖穜展示郑成功动漫IP。
本报记者 金 晨摄

保存台湾文学发展足迹

纪州庵文学森林所在的城南一带，
本就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清朝时期，
台北城府以南称为“城南”，是如今的牯
岭街、南昌街、厦门街一带，此后“城
南”概念有所延伸，覆盖台湾大学、台
湾师范大学等高校所在区域。上世纪 70
年代，纯文学、尔雅、洪范等岛内知名
文学出版社不约而同地在厦门街设立，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也在此居住多年，
并写下《乡愁》等名作。

2011 年，台北市文化局委托封德屏
带领 《文讯》 专业团队，负责经营纪州
庵文学森林。封德屏祖籍在广西容县，
父亲 1949年举家来台。生长在台湾眷村
的封德屏，为人仗义热情，在台湾文化
界素有“侠女”美名。1992 年起，她担
任《文讯》总编辑至今。

“封德屏与她主编的《文讯》杂志是
台湾文学、台湾作家的守护天使。30 多
年来，封德屏带领 《文讯》 同仁建立了
台湾作家的‘文艺资料中心’，这是台湾
文学民间最大的资料库，是台湾文学史
的宝藏。”台湾知名作家白先勇对记者
说，封德屏也是作家，她对人对事下笔

从容，真情毕露。更可贵的是，她不去
追捧当红的文坛明星，却经常雪中送
炭，关怀晚景落寞的老文人，替他们整
理资料，免得一生努力消失无踪。“对于
这位广西同乡的善举，我深深引以为
傲。”他说。

封德屏告诉记者，《文讯》不仅仅是
一本杂志，更肩负建立图书数据库、进
行作家研究和史料搜集等任务，是以杂
志为本，发散出去的种种文学工作的整
体。经营纪州庵文学森林，便是将纸质
内容延伸到实体空间，进行文学展演与
推广的跨界实践。

持续推动两岸作家交流

《文讯》 杂志去年迎来创办 40 周年
庆。台湾知名学者王德威说，《文讯》40
年来出版总字数超过 6000万字，介绍人
物超过 5500 人，为台湾文学在史料保
存、提携新秀、联系文坛等方面留下宝
贵财富。

台湾文化界认为，《文讯》既提供文
化信息、搭建文学评论的平台，又通过
纪州庵文学森林提供社会活动场所，信
息网络还扩展至大陆和香港等地。《文
讯》 40 年发展历程对岛内文坛有很深的

影响，俨然是一座社会功能显著的文学
博物馆。

在两岸开放交流前，大陆和香港的
学者和作家想要阅读余光中、席慕蓉等
台湾作家的作品，有时会通过 《文讯》
同仁代为影印传递。《文讯》40年建立起
的珍贵数据库，也为大陆学界研究台湾
文学提供重要参考。

1997年起，《文讯》持续举办青年文
学会议，2011 年时，又扩大为两岸青年
文学会议。2016 年，《人民文学》《当
代》《诗刊》等大陆知名文学期刊主办文
学奖的优胜之作，包含诗歌、散文、小
说 3 类共 13 篇，由文讯杂志社结集出
版，并在纪州庵文学森林举办两岸作家
编辑座谈会、新书发表会。多年间，《文
讯》与大陆各地作协、高校文学院系、现
代文学馆等往来不断，建立了深厚情谊。

“在大学课堂讲授文学是我的职业，
投身两岸文教交流是我的志业。”台北教
育大学副教授杨宗翰长期协助封德屏进
行活动策划，他告诉记者，早在 30年前
他便已前往大陆交流，多年来参与过不
少两岸文学交流活动。“当年参加 《文
讯》 活动的台湾年轻人，有些也逐渐成
为新生代作家。两岸不同世代的作家进
行交流，成为朋友，对彼此都有助益。”
杨宗翰说。

带领岛内民众亲近经典

2014年起，《文讯》开始承办台北文
学季，在长达 3 个月时间内举办展览、
讲座、工作坊等文学活动，纪州庵文学
森林也是重要活动空间。事实上，自从
纪州庵文学森林开放以来，这里几乎每
天都在办文学活动，一年约有 500 多

场，平均每月有 5000人次参与。以至于
提到“纪州庵”，一些台北计程车司机都
颇为轻车熟路。

在纪州庵文学森林，读者们能与白
先勇等台湾文坛名家面对面，听他们讲
述自己的“文学梦”，讲座从 2012 年起每
个月一场，已经持续了 12 年。在“说书谈
戏”讲座中，曾永义、王安祈、李宝春、
温宇航等岛内知名戏曲学者和主演，从
戏曲电影的导赏入手，细说戏曲之美。
在“生活智慧的传统与现代”课程中，台湾
高校名师也会通过讲解诗经楚辞、唐诗
宋词、四大名著等，带领民众亲近经典。

每到重阳节，《文讯》团队就会举办
敬老的文艺雅集。对于文坛后辈，封德
屏总是温暖提携，为青年作家提供展现
才华的舞台。暑假期间，纪州庵文学森
林还会为岛内高中生举办校刊大赛、编
辑营队。

纪州庵文学森林主楼共有 3 层，一
楼有文创书店，售卖文学书籍与文创商
品。紧邻的风格茶馆中，除了香茗和咖
啡，目前已有近 20 道“作家私房菜”。
楼上则是讲座活动空间。“我爱好美食又
喜欢做菜，当年也常常跟着老作家回家
吃饭，在不同年代作家的私房菜里，可
以‘品味’他们的故事。”封德屏说，这
家餐饮店也是一个入口，可以吸引民众
走进来，吃冰喝饮料、看看一楼的书，
再慢慢走上楼听讲座。

主楼前是城南文学公园，不少周边
居民常来闲坐，慕名而来的各地文艺爱
好者也会在志工导览下，在周边进行一
两个小时的“文学散步”。有人告诉记
者，纪州庵文学森林让自己领悟到，文
学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

（本报台北4月12日电）

画面斑驳、声音微颤，这样的
视听效果是许多人的电影初体验。
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胶
片一路见证了电影的发展，承载着
一代代电影人的艺术梦想与探索。

随着科技进步，高清数字格式
电影成为流行，胶片电影逐渐隐退
于历史舞台。多年来，香港电影资
料馆一直肩负着保存香港电影文化
遗产的使命，从各地旧影院收集消
失已久的老电影胶卷、底片等，加
以修复和保存。

一部老电影，能够从修复间走
进大银幕，经历的困难远比想象
多。香港电影资料馆助理馆长劳启
明从事 16 年影片修复工作，见证无
数充满斑驳与划痕的电影胶片修复
后再次走进影院。他说：“这份工作
是在用双手重现时代光影。”

劳启明回忆，修复电影 《勋业
千秋》 时，导演黎民伟的后人向团
队提供了两个版本，一个是短版，
画质较好；一个是长版，但画质较
差。修复组要将短版“嵌入”长
版，以取代长版中画质较差的部
分。这个工作需要将两卷胶片逐格
比较，一帧不差地插入。从修复到
完成，团队大概看了一万英尺胶片。

目前，约4000部电影的胶片存放
在香港电影资料馆，资料馆的修复团
队需要像医护人员一样，悉心照顾这
些电影胶片，耐心检查和修补每一格
胶片，尽力延续每一部电影的生命。

“修旧如旧，尊重原创”，是电
影修复一直遵循的原则，尊重胶片
素材的原始性和独特性，还原创作
者的初心，以彰显影片的艺术审美
与精神主旨。在胶片修复室，5位胶
片修补师身着白大褂、戴上手套，
逐一为胶片“诊断”。他们将胶片一

侧固定，另一侧环绕在一个圆架
上，犹如一座小型摩天轮，用手快
速抚摸着一段段胶片，寻找它的瑕
疵与斑迹，再用代号记录下来，为
其开具“诊断书”。

从事电影工作 30 多年的修复师
吴宏雄介绍，这项工作最大的难点
在于修复胶片上下两端的“齿孔”。
这是因为胶片遭到不正确的使用而
导致的，严重时甚至会有断裂。修
补此类胶片，修复师首先要清理旧
胶片上的污渍，然后使用一种特殊的
胶纸将两端进行黏合。师傅们必须要
眼明手稳，才能确保胶纸完美贴合受
损部分。稍有不慎，就会对胶片造成
不可逆转的伤害。“电影保存了一个
时代的文化情怀与记忆，是宝贵的文
化遗产。通过修复胶片，将经典老电
影传承下来，很有意义。”吴宏雄说。

自 2011 年以来，香港电影资料
馆全面采用数码技术修复影片，让
修复师从重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
来，另一方面也使一些曾被视为

“天方夜谭”的想法逐渐变成现实。

劳启明说，如果胶片有破洞，电影
在播放时就会出现画面缺失。过
去，这样的情况是无解的。但现
在，修复师可以利用数码工作站中
的软件提取相似场景，填补缺失画
面，调整后几乎可以完全还原画面。

AI 技术也助力电影修复飞速发
展。劳启明表示，科技修复能大大提
高修复效率和效果，但运用不当可能
会造成过度修复，导致胶片失去颗粒
感。很多需要精致修复的经典电影，
是数字修复和人工修复的完美结合。

电影修复事业，是一个漫长的
接力与传承的过程。劳启明表示，
香港目前没有学校开设电影修复等
相关课程，来到电影资料馆工作的
新人修复师主要是通过“师徒制”
传帮带，在工作中积累经验。“胶片
保存了时代情怀与文化记忆，通过
修复一部部胶片电影让珍贵的电影
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生机，希望
未来让更多珍贵影像走出‘圆盘铁
盒’、走近观众。”劳启明说。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谢妞）

由香港特区政府康
乐及文化事务署主办的
大型户外艺术计划“艺
术@维港2024”近日在
金钟添马公园开放予公
众参观。200 多个 3 米
至 5 米高的“发光蛋”
被放置在海滨公共空
间，为市民和游客带来
耳目一新的体验。

在台北城南，遇见“文学森林”
——《文讯》杂志和纪州庵的故事

本报记者 张 盼文/图

沿着台北同安街走到底，紧邻新店溪畔、与老树绿荫相伴之
处，便是纪州庵文学森林。作为台北首个以文学为主题的文艺空
间，纪州庵文学森林开放10余年来，累计举办活动超过5000场，早
已成为当地的人文地标和“最自在的文学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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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修复师：

为艺术拂尘，让“老电影”重生

▼

胶
片
修
补
师
为
胶
片
﹃
诊
断
﹄
。

新
华
社
记
者

王

申
摄

▲ 漂浮于海面的“巨蛋”艺术装置。 中新社记者 侯 宇摄

▼ 市民与“发光蛋”合影。 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