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九龍城
寨的日與夜》、《王家衛的映畫世界》、《香港談食
錄》……一眾香港書籍亮相廣州，從歷史、文化、飲
食等不同角度向內地讀者述說香港故事。18日至22
日，2023南國書香節在廣州舉辦，作為南國書香節暨
羊城書展30周年慶的日子，書展首次將港澳台三館合
一，與國際館一起組成進口圖書展區，香港文匯報記
者在現場看到，進口圖書展區的讀者比肩接踵，尤其
以香港文化、武俠書籍的展位最受關注，而全場八折
購買進口圖書的優惠力度，也成為現場讀者爭相購書
的動力。

三館首次合一 方便讀者選購
「香港本土文化與嶺南文化同屬粵語文化圈，有不

少關聯性，因此一直受到內地讀者青睞，我們的展區
位置比較靠後，但依然每天一開展就吸引了大量讀者
流連。」中華商務貿易公司總經理唐建元自豪地表
示，南國書香節歷年人氣最旺的都要數香港館，而中
華商務貿易公司（下稱「中商」）作為目前最大的港
版書籍面向內地銷售的代理機構，過去一直負責廣州
南國書香節香港館的承辦，本屆南國書香節中商聯動
三地同業，第一次實現了港澳台三館合一，再加上國
際館，組成進口圖書展區。「現場的讀者能夠更精準
地按照各個類別，找到自己想要的書籍，也方便讀者
不用穿梭於各個展區就能看到來自港澳台三地及海外
的圖書。」唐建元透露，此次在進口圖書展區銷售的
書籍中，不少也曾在上個月的香港書展中亮相，這也
讓此前沒能去到香港書展現場的內地讀者，能夠不留

遺憾。
據了解，港澳台館和國際館共設置了20多個專題區
域。「香港展區」主題為「從這裏讀懂香港」，集中
展銷香港的精品出版物，便於內地讀者從各方面了解
香港；「台灣展區」主題為「一脈書香，兩岸共
讀」，為讀者展現台灣地域風情和人文特色。香港文
匯報記者在進口圖書展區也看到，港版新書有講好中
國故事的生動教材《大使講中國故事：讓世界認識真
實的中國》、首刷版《流金歲月：金庸小說的原始光
譜》還附贈「金庸日報」。除新書外，一些在內地長
期暢銷的港台讀物，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代
表作《通向奴役之路》、許子東的百年中國小說史
《重讀二十世紀中國小說》、文史大家鄭振鐸開時代
先河之作《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等經典書目都能在港

澳台館找到。

港台書籍愛好者：第一時間到場
此外，為了提升南國書香節現場人氣氛圍，進口圖

書展區還開放了「墨庫國際閱讀平台」，為內地讀者
提供了現場看書、評書、購書的社區閱讀與購買一體
化體驗。讀者可通過該平台App現場掃碼，在線上購
買所有展示的圖書，大部分圖書都能享有八折優惠，
很多圖書可能比電商平台還便宜不少。港台書籍愛好
者劉先生表示，自己非常期待時隔三年恢復線下展覽
的南國書香節，「我特意在早上9點開館時就第一時
間來到港澳台館挑選購書，不少香港書籍的裝幀設計
和用紙都很講究，介紹香港風土人情的書品類很豐
富。」他說。

港版書裝幀講究品類豐 廣州書展受熱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親身參與文物保護一線

工作，加深了我對文化遺產保護的認識，使我對文物保護行業有

了更立體的了解。」故宮博物院的香港實習生張仲倩21日參

加在故宮舉行的「粵港澳青年故宮實習計劃2023」面對面

活動時表示，她在部門老師的指導下開展了東西六宮

外簷門窗專項調查與評估工作，以外簷門窗為切入

點，對中國傳統建築木作知識有了進一步認

識。她期待未來入職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文

物修復方向的博物館見習員，並帶着這

份實習經驗投入到新工作中，繼續

從事更多遺產保護相關工作。另

有香港實習生表示，希望未

來能將實習收穫運用到

香港的文博產業中，

為兩地文博交流

作出一點貢

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
道）對於「粵港澳青年故宮實習計劃」的
意義，作為實習生指導老師之一的牛開表
示，實習項目不僅僅為這個行業注入了熱
愛文化遺產的「新鮮活力」，更重要的是
把文物保護的實際工作展現給了這些熱愛
傳統文化的年輕人，加深了他們對當下文
化遺產保護工作的理解，對他們將來可能
把興趣轉化為事業有一定幫助。
牛開來自故宮世界遺產監測部，今次該

部門接收了香港實習生張仲倩參與巡查管
理組的工作。「了解到張同學大學學習的
是建築文物保護專業，接受過遺產保護的
理論和方法訓練，我們認為她具備從事文
化遺產保護相關工作的基本能力，只需要
在明清官式建築的基礎知識和巡查業務的
工作流程要點上給予一些指導，就可以上
手一項簡單的工作。」

所作調查成果將被採用
故宮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木結構古建築

群，很多構成要素都值得作為專項去調查
和保護。牛開介紹，今次該部門為張仲倩

擬定的題目是故宮東西六宮門窗專項調
查。考慮到張仲倩對明清官式建築的接觸
較少，需要在完成工作任務的同時補充基
礎知識。恰恰門窗等古建築外簷裝修構
造，材料和構造關係又相對簡單，具有一
定的藝術性，文物的保存狀況和影響因素
都比較直觀，是比較適合她的選題。「我
們希望張同學在部門老師的指導下，從外
業到內業，完整地參與這個專項調查，既
可以作為深度參與文保一線的體驗，幫助
她了解內地的遺產保護工作方式，又可以
將調查成果用於我們將來制定保護工作計
劃。」
「第一周我們帶着張同學巡查門窗，形

成一個直觀感受，結合查閱工具書、文獻
資料，把專業名詞術語和具體的事物對應
上，並給自己制定一個可行的調查計劃。
在後續的現場工作中，張同學工作態度認
真，嚴格按照我們的操作要求完成現場記
錄工作，從沒有抱怨高溫天氣下外業工作
的辛苦。」牛開認為，在接受專業教育的
同時，實習工作也培養了張仲倩對文化遺
產的認同感與使命感。

實習展現文保實際工作
助力學子興趣轉為事業

「在故宮博物院一
個多月的實習生活就
像播種一般，在我心
中埋下了一顆講好中

國故事，傳播傳統文化，做好港澳與內地
從思想文化上更好融合的種子。」在故宮
博物院文創事業部實習的澳門青年學生劉
玳菱參與了「故宮文創香港空間」的部分
策劃工作。在她看來，這是故宮博物院與
香港的一次時空交流。「走進香港空間，
我既熟悉又感覺新鮮，對故宮的傳統文化
與香港的街頭文化之間的碰撞感到新
奇。」

發揮港澳同胞講港澳故事優勢
位於故宮博物院前星門前的「故宮文創

香港空間」，是故宮內首個以地域命名的
主題空間。劉玳菱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實習期間，她圍繞「故宮文創香港空間」
做了調研工作，並針對空間特質提出主題

策劃活動。「發揮港澳同胞講港澳故事的
優勢，我提出在不同的主題中通過不同的
環節設置來展現香港文化和魅力，同時在
完善空間設計方面提出了一些個人思路，
希望能為講好香港故事出一分力。」

另外，劉玳菱還提到，故宮文創事業部
每周都會安排實習生進行一次集體學習，
幫助大家更全面地了解故宮。同時，粵港
澳實習生們還有幸親身體驗到瀝粉、貼金
等傳統工藝，與故宮各崗位的老師面對面
交流。「古建築修復老師的擇一事，終一
生，以千萬錘鑄一器的匠心精神；講解老
師克萬難、育萬人，講好中華傳統文化的
精神都在影響着我。」她說，「只要去了
解、學習、接觸中華文化，怎麼可能不被
其折服，怎麼可能不熱愛。實習中的點滴
都在不斷地增強我的文化自信，同時也加
強了我傳播中國文化、講好中國故事的動
力與決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埋下講好中國故事的種子

據悉，「粵港
澳青年故

宮實習計劃 2023」由
故宮博物院、香港民政及

青年事務局、澳門文化局、廣
東省青年聯合會共同主辦。該計

劃始於2017年，此前舉辦的三屆活
動中，累計接待126名粵港澳青年在故

宮博物院進行實習交流。今年共有來自粵
港澳三地的38位青年學子參與了本次實習計

劃，其中包括香港學生16名、澳門學生16名、廣
東省學生6名。實習時間從7月17日至8月25日，實

習部門增至14個。故宮博物院將收集實習生在院內工
作、生活的點滴感想及精彩留影，集結成冊，在結業禮時
分發給每一位學生，作為留念。

開展專項調查 深入文保一線
剛從香港大學房地產及建設系畢業的張仲倩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她是在學校網站上了解到這個實習計劃的，隨後通
過香港志願者協會網站提交報名，經過面試入選獲得了這次
寶貴的實習機會。她的實習部門是故宮世界遺產監測部，所
有不可以移動文物，涉及宮殿建築，室外構築物以及各類景
觀要素都是監測部的關注內容。
「7月中旬以來，我在部門老師的指導下開展了東西六宮
外簷門窗專項調查與評估工作，通過現場記錄東西六宮的門
窗保存狀況，統計病害類型及其空間分布，並對東西六宮各
宮外簷門窗保存現狀作了整體評估。」張仲倩表示，實習大
體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實地考察，列表格記錄門窗樣式與
病害，並按照從整體到局部的方式拍攝照片記錄門窗。第二
部分則是內業梳理工作，梳理門窗位置，對每個門窗進行形
制描述、病害描述及程度評價。
「現在我正在做絳雪軒的門窗調查。絳雪軒是御花園內最

大的文創紀念品商店，亦是皇家宮苑中不可多得的藝術代
表。往來遊客能夠近距離欣賞門窗與建築立面的精美雕飾，
感受宮苑建築的藝術價值。」張仲倩說。
談及感受，張仲倩表示，到故宮實習機會難得，有收穫也
有挑戰。「雖然大學學習建築文物保護專業，但在來故宮前
對中國古代建築了解甚少，繁多複雜的建築術語是困住我的
第一道難關。但在老師的指導下，以外簷門窗為切入點，令
我對中國傳統建築木作知識有了進一步認識。通過研讀《中
國傳統建築木作知識入門》等書籍，再與實物兩相對比，我
便具象地理解了如隔扇、檻窗、支摘窗等裝修式樣，以及步
步錦、雙交四碗菱花紋等欞心圖案術語。」
「通過實習，我對遺產保護理論在文物古蹟

中實際運用有了更深入具體的理解。」張仲倩
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她期待能入職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文物修復方向的博物館見習員，未
來能為遺產保護乃至文保行業盡綿薄之力。

組織宣教活動 發掘背後故事
「這次到故宮博物院實習，參與組織線下公
眾活動、撰寫公眾號等工作，不但實現了夢
想，還給了我一個難得的學習機會，讓我可以
深入了解中華傳統文化，以及一間博物館到底
是如何運作的。」來自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
及文學系的黃君怡獲安排在故宮博物院宣傳教
育部公眾教育組實習。「從太和殿建築規模的宏大，到後宮
一扇扇窗欞的精巧，再到御花園地上一顆顆石子的排布，紫
禁城或神秘、或有趣的故事就在一次次的活動中被發掘。」
在她看來，宣教部的工作極具意義，是故宮和觀眾之間的橋
樑，使觀眾更深入了解紫禁城，也使紫禁城的故事被更多人
知曉。
黃君怡此前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擔任義工工作，所以來
到故宮博物院實習倍感親切。「在故宮展覽室參觀時，我時
常能看到一些曾借展香港故宮館的展品，覺得特別親切。這
些展品雖然不會說話，卻使兩地在文化上產生了緊密的聯
繫。」她說，希望以後能有機會投身香港的文博產業，為兩
地文博交流作出一點貢獻。「我更會繼續努力地學習，希望
日後能有機會進入香港故宮館工作，延續我的故宮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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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仲倩的工作筆記。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香港實習生張仲倩正在現場
調查。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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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張仲倩講解故宮絳雪軒門窗調查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 ◆港生黃君怡引導小觀眾參加活動。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澳生劉玳菱（右）與其指導老師鐵錚在「故宮文創香港空間」整理文創產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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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生劉玳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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