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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著名作家查良镛 （笔名金庸） 丧
礼在香港殡仪馆举行，仪式采取私人方式，不设
公祭。灵堂布置了万朵白玫瑰，花圈延伸到楼
外。同时在新界香港文化博物馆设立吊唁册，让
公众作最后致意。

金庸10月30日逝世后，香港各界、海内外人
士纷纷以不同方式表达哀悼不舍之情，追忆他的
文采与风范。他创作15部脍炙人口的小说，最终
成为绝响，而笔下那些剑侠江湖，那些快意人
生，那些痴缠儿女，又重新鲜活、灵动起来。

侠之大者

查良镛是知名报人、社会活动家。他去世
后，多位中央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
对其亲属表示慰问，赞扬金庸“赤子丹心，侠肝
义胆”。

国务院港澳办在唁电中肯定查良镛一生情系
中华，爱国爱港，“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设
计、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贡献了政治智慧。”
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的唁电写道：“先生博学多
才，作品深蕴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

民建联主席李慧琼深情表示，“愿在另一个世
界里，金庸先生继续笑傲江湖。”她透露自己非常

喜欢金庸小说，当年在图书馆借阅要等很长时
间，书一到手就一口气看完，实在太好看，离不
开手。

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大赞查良镛对国家民族
有深厚的感情，且学识渊博。她高中时代已是

“金庸迷”，星期三放学后，马上跑到书店抢购每
周结集的 《神雕侠侣》 连载。她曾是查良镛的邻
居，相识多年，“到他的寓所拜会时，犹如置身一
个大图书馆”。

立法会议员郑泳舜写道：“当年我到外国读
书，看的第一部武侠小说是《射雕英雄传》，从此
一直追看，陪伴我度过了很多思乡想家的晚上。”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
曾摘取自己14部武侠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创作
了这幅浑然天成的对联。

人们高度评价他的文学成就。11 月 2 日晚在
香港作联成立 30 周年纪念活动开始前，全场上
百名出席者肃立默哀一分钟。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铁凝追忆起 20 年前的往事后说：“当年前辈对后
进的奖掖扶持，令我深受感动。金庸离去，金庸
不朽。”

金庸曾在一篇文章中总结自己的小说体现的
人生观，他说：“在武侠世界里，男子的责任和感
情是仁义为先。仁是对大众的疾苦冤屈充分关
怀，义是竭尽全力做份所当为之事。引申出去就
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金庸作品雅俗共赏。据不完全统计，由其
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约 100 部。电影 《新龙门客
栈》 编剧何冀平说，金庸给了编剧和导演很多
启发，“从小说到影视剧，金庸为武侠世界树立了
规则。”

香江追忆

缅怀心目中的“大侠”，“金庸迷”们首先想
到的是来到最接近金庸的地方。10月31日，位于
新界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馆金庸馆一天接访 1616
位参观者，到周末增至每天约3000人。

记者在金庸馆所见，现场很安静，而钉在板
上的一张张留言，却道出了人们心中的波澜。“天
涯思君不可忘”“愿金大侠逍遥江湖，经历万水千
山，青史永留永念！”“十五部巨著传后世，已成
绝响；九十四春秋永流芳，感哭痴人。”“少年独
慕大侠风，今至此间故已空……”

这些天“金庸迷”们在金庸馆里说金庸，话
语是温热的。

上了年纪的港人有个共同记忆，少年时花上
一毛钱，在路边摊租阅武侠小说。72岁的梁先生
1960年代从内地来港，当时 《天龙八部》 正在报

上连载，“我一看便爱上了，成为半世纪的书
迷。”他说当年在酒楼做事，每天都买一份报纸，
躲在卫生间看完再开工，“生活虽劳碌，但走入武
侠世界，烦恼都会扫光。”

一位退休海员在金庸手稿前久久流连，他回
忆远洋轮上有个图书角，金庸小说全套都有人带
上去，“看入味了，觉得自己就是书中的主人公，
让人寂寞时变得舒服些。”

曾听过金庸演讲的大连人崔先生，利用回内
地前的半天来馆参馆。他说，最难忘 《天龙八
部》 里的乔峰，陷入“契丹人”与“宋人”身份
的两难之中，最终选择自行了断，“这个结局让人
难过，我每次看到都想掉眼泪”。

金庸去世后，读者纷纷抢购他的书。几家书
店表示，部分金庸作品的库存量已见底。11 月 4
日，香港新亚图书中心举行拍卖会，18套金庸的
绝版小说等全部拍出。泛黄的纸页，成为行家追
捧的宝贝。邝拾记报局出版的 《素心剑》，起价
3000 港元，高出 7.7 倍成交。香港无线翡翠台从
11 月 7 日开始重播由刘德华、陈玉莲主演的 《神
雕侠侣》，周星驰主演的电影《鹿鼎记》等。

江湖宛然

金庸离世消息传出后，香港的明星们纷纷表
达痛惜之情。曾在电视剧 《神雕侠侣》 中饰演杨
过的刘德华说：“金庸老师是一个武侠小说世界的
奇人，我一直以来都关心他的身体状况，他的离
世是武侠世界的一个大损失，舍不得他走！”

艺人李若彤曾在 《神雕侠侣》 饰演小龙女，
她在微博发文：“忽然收到消息，感觉茫然，金庸
先生笔下的小龙女给予我一切一切。谢谢你创造
了这角色，而我此生有幸扮演过。”

曾在 《雪山飞狐》《书剑恩仇录》 中饰演主
角的吕良伟发文悼念：“金庸先生的江湖世界里
有我最深刻的青春记忆，激荡着年轻热血的心，
两个主角的重情重义，对我影响至深。情义无
价，人生就是‘大闹一场，悄然离去’，金老先生
一路走好！”

在 1998 年版连续剧 《鹿鼎记》 中饰演韦小
宝的陈小春发出微博：“小宝就此别过，查大侠
走好！”有网友表示“本来还憋着，看到这条就
泪崩了”。

1982年拍摄的连续剧 《天龙八部》 中，主题
曲 《俩忘烟水里》 有一句歌词：“笑莫笑，悲莫
悲，此刻我乘风远去！”人们更愿意相信，此刻的
金庸，只不过是“带着武侠梦睡着了。”

大侠仍在，江湖宛然。
（本报香港11月12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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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去世后，“金庸迷”在香港“金庸
馆”里缅怀查良镛先生。

由全球厦门大学金融校友联合会主办的“南
强全球金融论坛”近日在香港开幕，现场汇集超
过 350 名金融界、政界、学界人士，共同探讨当
前全球经济新形势。论坛以“开放、全球、创
新、发展”为主题，共举办三场主题演讲和三场
圆桌论坛，以发掘商界合作及投资机遇。

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致开幕辞时称，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无论特区政府还是
民间，都举办了很多活动，回顾改革开放的各项
成果。综观过去40周年，香港一直作为中国对外
开放的重要门户，在中国发展中发挥重要角色，
帮助中国内地连接国际市场，积极把外资“引进
来”和协助中国内地企业“走出去”，在中国发展
资本市场中担当试验场。

香港目前已发展成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中
心枢纽，拥有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达
到6000亿元人民币，并提供多元化的人民币产品
与服务。林郑月娥称，港府未来会继续致力推动
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的发展，在现有基础上进一
步发挥和提升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
的功能和服务，包括继续优化市场基建和巩固金
融平台，加强与海外市场的人民币业务联系，促
进香港银行与国际金融机构和企业的人民币业务
往来。

互联互通的创造革新

香港证券市场交投活跃，也是全球首屈一指
的集资平台，市值达到32万亿港元。在香港交易
所上市的公司中有约一半属中资背景。自2009年
起，香港首次公开招股金额有 5 年位列全球第
一，今年前10个月的集资额也是全球第一。

特区政府一直积极与内地加强两地资本市场
互联互通，自 2014 年起分别推出沪港通、深港
通、债券通以及基金互认安排，为两地金融服务
业发展带来新机遇，在促进内地资本市场进一步
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巩固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
心的地位。

为迎合新经济环境，香港交易所在今年 4 月
底开始实施新制度，容许拥有不同股权架构的高
增值及创新产业公司和未有收益或盈利纪录的生
物科技公司，申请在主板上市。新制度能迎合新

经济环境，配合新兴产业发展的集资需要，并加
强香港相对于全球其他主要上市地方的整体竞争
力。截至今年 10月底，已有 6家公司根据新上市
制度在联交所上市。

香港交易所集团行政总裁李小加说，内地与
香港的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是极具创造力的革
新，为内地与国际资金流通拓展了空间。自互联
互通机制实施后，过境资金净额已经达到1000亿
元人民币，带动了1.3万亿元人民币的交易量。该
机制的作用类似于创办一所大学，服务于那些不
太了解中国的投资人。香港会把这个大学办好，
互联互通会长期存在，后续还可能开辟与其他市
场的互通机制。

金融中心的优势地位

展望未来，林郑月娥说，为把握“一带一
路”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香港应发挥
国际金融中心、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和国际
资产管理中心的优势，为大湾区及“一带一路”

沿线地区的企业提供离岸人民币业务、项目融
资、风险管理、资产管理及资金管理等相关服
务，进一步拓展香港的金融服务。

林郑月娥称，金融业是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
支柱，香港今天取得的成功得来不易。当今国际
竞争非常激烈，未来香港要把握中国内地发展带
来的机遇，推动香港金融业继续向前发展，巩固
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说，此次活动意义重大，
集校友之力打造全球金融资源共享平台。大学作
为人才培养之地任重而道远，香港大学和厦门大
学作为两所历史悠久的大学，肩负培养金融行业
领袖的重任。希望两所学校共同推动两地交流合
作，提升人才培养，为香港金融业持续繁荣与内
地金融业改革做出贡献。

论坛的三场主题演讲分别聚焦新国际形势下
的互联互通机遇、后Google时代、新时代中美关
系与创新发展。三场圆桌会议则关于数字经济与
区块链金融运用、资本市场的十字路口以及大湾
区的机遇与挑战。

内地深化改革开放

香港继续贡献所长
本报记者 张 盼

“南强全球金融论坛”开幕式现场。 （资料图片）

搅团、凉粉、肉夹馍、凉皮以及泾阳
茯茶、葫芦艺术灯、特种钛合金……11 月
10 日，各式陕西名优特产品亮相广州流花
展贸中心，揭开广州陕西名品展的序幕，
同时也标志着以“推进陕粤港澳全面合
作、助力新时代追赶超越”为主题的第八
届陕粤港澳经济合作活动周正式开幕。

诚邀客商赴陕合作

“陕粤两省经贸合作往来频繁，自2000
年以来，广东连续参加在陕西举办的丝博
会暨西洽会，陕西常年组织重点企业和人
员参加‘广交会’。近年来，两省共同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在经贸、能源、旅游、
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日益深入，成果丰
硕。”广东省商务厅副厅长李勇毅在陕西名
品展开幕式上表示，近年来陕粤合作交流
呈现高速发展的态势，希望通过本次陕粤
港澳经济合作周活动，将陕粤两省经贸交
流合作引向深入。

陕西与粤港澳一直联系紧密，陕粤港
澳经济合作活动周已连续成功举办七届。
2011 年至 2017 年，陕西与粤港澳 3 地成功
签订合同项目 484 个，总投资 6384.5 亿元，
已建成项目146个，在建163个，累计到位
资金940.7亿元。通过陕粤港澳经济合作活
动周，一大批粤港澳地区的知名企业到陕
西投资兴业、开展合作，包括汇丰银行、
东亚银行、和记黄埔、恒基兆业、华润集
团等。

市民点赞特产美食

据了解，本次展销活动共有参展企业
约200家，分为文创旅游产品展区、高新技
术产品展区、名优农特产品展示区、陕西
美食展示区等。名优农特产品展示区和陕
西美食展区是最受市民欢迎的展区，以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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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届金马奖评审记者会11月
12日在台北举行。台北金马影展执
行委员会主席李安、本届评审团主
席巩俐及部分决选评审出席记者会。

今年共有 667 部影片 （剧情长
片 228 部、动画长片 8 部、纪录片

99 部 、 剧 情 短 片 及 动 画 短 片 332
部） 报名竞逐金马奖，创历史新高。
经初选、复选、决选三个环节，将于
17日晚在台北揭晓获奖结果。

图为李安和巩俐亮相记者会。
本报记者 张 盼摄

金马奖评审团亮相台北

图为陕西名品展上展出的特色文创产品。 （资料图片）图为陕西名品展上展出的特色文创产品。 （资料图片）

西苹果、猕猴桃、石榴、枣、茶、杂粮及地理标志产品为主，还包括凉
皮、肉夹馍、岐山臊子面、锅盔等陕西特色美食。

来自香港的林志康在陕西汉中开办企业已经9年，这次也来到陕西名品
展参展。“2009 年，我从香港通过招商引资来到汉中，在汉中考察的过程
中，发现这里居然生长着一千多年历史的山茶树。这让我感到了商机。”

经过多方考察了解后，林志康买下了一片油茶林，在陕西汉中建立了
山茶树研发基地。今年是他第二次带产品参加陕粤港澳经济合作周活动，

“去年我们卖得特别好，这次参展见了很多客商，接到了很多预约订单，甚
至有来自外国的。陕西汉中是个好地方，好山好水，非常养人。”林志康
说，汉中位于秦岭巴山地区，生态情况非常好，在这样的环境下生产出来
的无污染的产品，在香港非常受欢迎，香港市民对陕西的名优特产也非常
感兴趣。

多面交流硕果累累

本届陕粤港澳经济合作活动周将持续至17日，接下来还会在深圳、香
港、澳门举办活动，包括 13 日在深圳举办的“陕西—深圳经贸合作推介
会”和在香港举办的陕西旅游促销活动，16 日在澳门举办的“文化陕西”

（澳门） 旅游推介会等，进一步扩大陕西省与粤港澳地区在科技创新、金融
服务、现代物流、全域旅游等重点领域的合作。

多年来，陕西与港澳经贸、人文交流已结出硕果累累。香港一直稳居
陕西境外投资来源地之首。截至 2017 年底，香港在陕累计投资项目 2723
个，占比43.5%，合同外资272.74亿美元，占比46.98%。同时，陕西在香港
投资企业70家，有10多家企业在香港上市。

香港、澳门赴陕西旅游的热度逐年递增。2017年，香港游客赴陕西旅
游43.86万人次，同比增长10.8%，澳门游客赴陕西旅游26.02万人次，同比
增长7.18%。这充分体现了港澳游客对陕西的浓厚兴趣。

共识在交流中达成，合作在交流中孕育。“我们诚挚邀请粤港澳各界人
士到陕西多走走、多看看，旅游观光、投资兴业，共同推进开放开发，实
现合作共赢。”陕西省商务厅副厅长郭绍敏这样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