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媒體報導 

香江風情／台港 心的對話 

2018-12-22 00:01 聯合報  香港特派員李春  

這兩年台灣在香港舉行的各類活動多了，但從來沒有以如此袒露

心懷來認識彼此的一場活動，而且是四個台灣女性，用不同的風

格的話語，來袒露心懷柔情，應不多見。  

台灣在香港活動多，文化有現在熱烈推展中的台灣月，經濟有各

種台灣產品從茶到米的推廣，政治有不時舉行場面火爆的台港論

壇，民眾交往有台灣各縣市的觀光活動，說香港月月都有台灣事，

一點都不誇張。  

柔情袒露的活動，因路平回家而起。路平永遠的身分是台灣著名

女作家，曾有的身分是台港駐港新聞文化代表，現在的一個特別

身分是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董事長。她多年前離任香港時曾

出了一本書，叫「香港已成往事」，但她現在認識到，對她來說，

香港難以成為往事。  

昨天駐港台灣經濟文化辦事處有一場特別的座談沙龍，路平是女

主角，沙龍的題目是心與城市的對話，路平之前在香港長駐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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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對她來說，是艱苦重重的七年，對

台港關係來說，那是推門開窗七年。  

既然要用心來跟城市對話，路平就從香港人、台灣人的心情說起，

她認為香港和台灣靠得這麼近，香港人和台灣人彼此有低估的地

方，而現在香港昔日的傲歸於平實，台灣人也終於認識到自己的

四面環海的島嶼。而香港人到台灣既多又深入，多到台北時而可

聽到廣東話，深入到東海岸都有香港人的身影，還有香港人乾脆

移居台灣。而台灣人現在也超乎過去的關心香港。  

路平講台灣，告訴香港人如何用心與台灣對話。她講到台灣的諸

多特色，包括台灣是沒有邊際的地方，是對公平、多元有深刻反

思的地方，也是經典文化有全新詮釋的地方。她總結台灣三大特

色幫助香港人用心來跟台灣對話，即台灣的青春感或叫青春無敵、

台灣的複合多元、台灣海洋創意的包容友善。  

 

  



路平訪港 籲兩地增加交流 

最新更新：2018/12/21 17:33 

（中央社記者張謙香港 21 日電）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策進會）

董事長路平近日再度訪問香港，她呼籲台港增進交流。 

路平於 19 日來港，當晚出席了「愛心獎」頒獎禮，昨天與個別時事

評論員和新聞界人士會晤，今早又出席了在光華新聞文化中心舉辦

的一項沙龍座談「心與城市的對話」。 

在座談上，路平由她在港創辦的「台灣月」談起，講述了兩地文化

差異，以及互相可借鏡之處。 

與會的學者有香港中文大學台灣研究中心主任熊秉真、嶺南大學文

學院院長葉月瑜，主持人則是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顧問吳世家。 

路平此行訪港，正值外界揣測台港關係是否因為兩岸關係不佳而受

影響，一些媒體甚至報導台港「兩會」的接觸「停頓」。 



對於以上傳聞，路平此行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時說，兩會下設的委

員會一直如常互動，上月底，兩地的文化委員會才在台北會晤，經

合會也曾於上月初在台北舉辦座談。 

她說，作為一位作家，當初策進會找她擔任董事長，也是希望藉助

文人的親和力推動相關工作，而策進會是「志工」性質，在推動兩

地關係上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少。 

她說，希望透過策進會的工作，把台灣的好東西帶到香港，而這也

是「兩會」存在的目的，希望港人能夠感受到台灣這種熱情。 

路平並說，在策進會工作前，她曾在光華中心工作 7 年，期間了解

到台港之間的不同，台灣較熱忱，香港則是「慢熱」。因此，在與

協進會的互動中，她並未有太急切的期待，而是順其自然，彼此共

同做好雙方都認為是好的事。 

但她同時說，兩地在交流上不必綁手綁腳，交流是為了促進了解，

而雙方在交流過程中最好去除框架，不必侷限在某些想法。 



往後看，路平重申，促進雙方了解是很重要的事，而當前兩地民間

已有很多交流，比如每年有大批港人赴台旅遊，近幾年也有人移民

台灣。 

此外，台方每年度在港舉辦的「台灣月」也是兩地交流的一個重點，

這項活動把台灣的優質文化帶到香港，且愈辦愈好，讓更多人參與

其中。 

她說，希望在這樣的氛圍下，策進會和協進會盡力助推台港交流，

以增進了解。 

此前，路平擔任策進會董事長後，曾至少訪港兩次。 

為促進台港在經貿和文化方面的民間交流，2010 年，台方成立了台

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策進會），港方則成立港台經濟文化合作

協進會（協進會）作對口。 

此外，策進會下設了經濟合作委員會和文化合作委員會，協進會則

下設港台商貿合作委員會和港台文化合作委員會作為對口，具體推

動兩地在貿易、投資、旅遊、文化和創意產業等方面的交流和討論。  

 



(香港超訊) 

路平談港台：香港不是往事，台

灣青春無敵 

Posted on 21/12/2018 

by 孫雅靜 

12月 21日上午，由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主辦的沙龍座談「心與城市的對話」在

灣仔光華新聞文化中心展開。此次座談活動由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吳世

家博士主持，台灣知名作家、前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路平女士，香港中文大學

台灣研究中心主任熊秉真教授、嶺南大學文學院院長葉月瑜教授均受邀參與。 

 

其中，作為主講者的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董事長、台灣知名作家路平女士在

現場做了精彩發言，受到現場參與者的關注。 

據悉，路平女士的創作涉及社會、文化、性別、政治、人權等多個方面，無論創

作的技巧、文字的錘煉，形式的多元、題材的縱深，都深具出入時空，開疆拓土

的成就。其代表作有長篇小說《婆娑之島》、《行道天涯》、《袒露的心》，短

篇小說《玉米田之死》、《百齡箋》、《凝脂溫泉》等，曾獲聯合報小說獎、時

報散文獎、時報劇本獎、吳三連獎、金鼎獎等多種獎項。 

路平女士的人生經歷也是豐富而具有傳奇色彩。她生長於台灣，求學美國，又曾

在香港工作過七年，跨越了多座城市工作、生活的她，對香港至今有著難以割捨

的情誼。在座談會上，她從台灣人和香港人兩種不同的身份，分析這兩個城市之

間的共通點和優勢，娓娓訴說她對城市的種種感悟和體會，這場關於「心與城市

的對話」或許對你我都有所啟發。 

港台：從互相低估到相濡以沫 

路平女士曾寫過一本《香港已成往事》，但對於她來說，香港從來不是往事。她

說:“回到台灣後，每天都會想念，記掛香港”。談到香港和台灣之間的關係，她

說：“儘管彼此的地理位置靠的很近，但又互相低估，看不到對方的好處。”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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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殖民地的身世，但也因此有著經濟上的優勢，台灣在她眼裏，就像是第三世

界，低矮的房子，有點土氣；台灣看香港，由於原先教課書的關係，總覺得自己

是中央是正統，是長江、黃河、是高山峻嶺，而香港，只是中國南方的一個邊陲

城市。彼此都看不到對方真正的價值。 

但近年來，逐漸有了改變。香港依然高效，進步，但傲氣漸收，而臺灣也逐漸認

清自己只是一個四面環海的“番薯”形小島，原先以為的長江大河只是一條位於中

部的濁水溪，香港和臺灣的心境都歸於樸素、平實，這樣的心境反而讓彼此有了

更多深入瞭解的機會。瞭解彼此之間的不易，過去的身世、如今的挑戰、面對未

來的惶恐。現在的狀態更多是相濡以沫。香港人去台灣，身處某條小巷，感受到

她背後的歷史記憶和溫潤的臺灣生活。臺灣媒體近年來對香港的報導篇幅也大大

增加，趨向客觀。在這十幾年中，彼此的理解，就這樣自然而然地發生了。 

文化藝術成為港台溝通的橋樑 

路平女士認為，在香港和台灣彼此瞭解的過程中，文化藝術充當了良好的促媒作

用。文化藝術是心的故事，心靈的觸碰，「同理心」的產生讓瞭解更為深入。台

灣在文化價值方面的優勢始終不輟，日益豐富，在她眼裏主要有三大特色： 

青春無敵 

「青春無敵」是臺灣最大的特點，臺灣因此永不失色。臺灣的小日子和小確幸，

人與人之間真正的相識、相知、相親，人心的淳樸。“青春無敵”這一特色很好地

體現在臺灣電影上，2007年《不能說的秘密》、2011年《那些年我們一起追過

的女孩》、2009年《聽說》、2015年《我的少女時代》等等，青春氣息，真心

純情，這讓臺灣在整個華人世界中變得很特殊。在真心純情之中，也有深刻的反

思，社會上還有很多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這類深刻反思成為了臺灣社會中一股

嶄新的力量。 

複合多元 

臺灣的霹靂布袋戲和日本動漫和結合，誕生的《東籬劍遊記》，兼具傳統霹靂木

偶戲和日本動漫的優點，武打動作乾淨俐落，配樂又有日漫的豐沛感情，臺灣的

接合力體現其中。再如臺灣重新演繹中華文化中最燦爛的一部分，臺灣國光劇團

與香港管弦樂團連手跨界合作《快雪時晴》，從東晉到當代臺灣，從書法到京劇

南渡，共譜京劇與交響樂的華麗樂章，從香港視角，照見海峽兩岸的離散流轉與

沉澱。 



海洋創意 

台灣四面環海，海洋的熏風為台灣帶了豐富的文化創意，大大小小的音樂節，墾

丁春浪音樂節、海洋人民音樂會，它沒有主旋律，就像溫暖的洋流，動感、青春。

當臺灣的“原住民民謠之父”胡德夫，掀起電子琴蓋，閉上雙眼、隨性地自彈自唱

起來時，在場所有人都會同意：縱有更多華麗，也未必能創造出此刻的感動與滿

足。海洋的寬闊無邊，它所帶來的溫暖平靜，包容萬物，無論世事如何變遷，也

永不失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