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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報業集團黨組書記、社長，香港商報社長丁
時照；深圳報業集團副總編輯、香港商報常務副社
長兼執行總編輯陳迅出席評選會。丁時照在會上致
辭，並為香港商報 「港深地名故事」專欄顧問頒發
證書。

「港深地名故事」冀成恆久品牌
「『我身邊的新安文化記憶』徵集大賽活動已延

續有一段時間了，該活動意義非常好，是習近平總
書記文化思想的一個實踐和延伸。」丁時照認為，
新安縣在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是一個獨標一格
的存在，這個古代縣城如今產生了兩個世界級的都
市——香港和深圳，兩個城市合二為一，就組成了
世界一流灣區的雛形。 「這個根脈就在新安縣，就
在450年前，從萬曆年間到現在，非常有意思，也
很有意義，這是我們自己的記憶。」

丁時照提到了他最近正承擔的一項課題研究——
新聞地理學。他認為，新聞的內容分布跟地理礦產
分布一樣，也有地域的不同。 「我身邊的新安文化
記憶」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新聞地理的一個表
現形式， 「這裏過去的故事就是當時的新聞，後來
經歷時間的洗刷，證明了之後就成為歷史，沉澱下
來就成我們自己的文化記憶，它總體上還是文化的
變革。」

丁時照指出， 「我身邊的新安文化記憶」活動在
深港兩地民眾心中已成為一個品牌，接下來要經過
大家的評選之後進行再次傳播，讓這個品牌更恆
久。 「深港的地名故事無窮無盡，每一個故事裏面
都藏着當地豐富的人文地理歷史的密碼，挖掘出來
呈現出來是現代的新聞。」

「新聞學上有一個分類叫做發現式新聞，沒有發
現它不是新聞，挖掘出來了之後就是發

現。」丁時照說。

深港學者擔任專欄首批顧問
為了讓兩地民眾更深入了解深圳和香港同宗同源

的歷史淵源，香港商報以港深地名為切入口，於
2022 年開闢了 「港深地名故事」專欄。除了記者
採寫的文章，專欄還發表了眾多深港文史專家、文
化學者有關兩地地名故事的文章。

今年5月20日，深港各界紀念新安縣建縣450周
年系列活動之 「我身邊的新安文化記憶」徵集大賽
在深圳南頭古城啟動以來，深港兩地同胞積極參
與，社會各界反響熱烈。同宗同源—— 「港深地名
故事」文化展也於當天揭幕。該文化展內容為香港
商報 「港深地名故事」專欄精選文章，獲得觀展民
眾的高度讚賞。

今年7月8日， 「港深地名故事」文化展作為深
港各界紀念新安縣建縣450周年專題聯展的重要組
成部分，在香港灣仔潤維創坊舉行，同期舉行的還
有深圳大鵬新區博物館特展和濱海客家文化展。

香港商報 「港深地名故事」專欄開通以來，受到
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和好評，深港兩地文史專家、文
化學者們點讚轉發專欄內容並積極投稿，增加了專
欄的深度和廣度。

深圳市政協黨組成員、文史學者陳林，香港歷史
學家劉蜀永，深圳市文聯原專職副主席、深圳市客
家文化交流協會會長楊宏海，香港嶺南大學協理副
校長劉智鵬，深圳大學文學院原副院長、教授、國
家一級作家南翔，深圳史誌專家周華，深圳市委黨
研辦（市地方誌辦）二級調研員黃瑞棟，香港深圳
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孫蘊，深圳市地名學會會長、
歷史考古專家張一兵，深圳市大鵬新區博物館副館
長黃文德等成為香港商報 「港深地名故事」專欄首
批顧問。

打卡目的地評選應具備兩地元素
在評選會上，劉蜀永教授視頻發言時稱，徵集大

賽是個非常有意義的工作，旨在使深港兩地市民，

特別是年輕一代，通過新安縣的歷史
來理解古代中國，從而理解現代中國
和未來中國。他建議十佳打卡地可適
當增加當代的內容，以體現歷史發展的連續性。

「建立新安縣是明朝經略海疆意識的體現，」陳
林認為，中國海洋文化根脈深遠，廣州、深圳的南
頭即新安縣正好處在兩條絲綢之路的交匯點上，而
深圳也將建設海洋中心城市。近代以來，新安縣所
存在的文化和歷史非常厚重。

深圳市委統戰部港澳工作處二級調研員郭永輝則
提出， 「十佳打卡目的地」評選要考慮到人、事、
物三方面平衡，將會更有意義。

楊宏海以新安縣歷史名人賴恩爵和凌道揚的故事
為例，提出要盡可能選到深港兩地能夠產生 「共
情」的人、事、物。

南翔認為， 「十佳打卡目的地」評選，一定要有
獨特性以及深港兩地都認同的因素，同時也要考慮
到有故事、有共同文化歷史記憶的因素，如海外華
僑印象深刻的僑社和平湖火車站等。

孫蘊提出 「十佳打卡目的地」要設定具體的標

準，如450年間的重大事件重大節點、重大影
響，知名度很重要，還要能啟發年輕人。

將在香港舉行頒獎儀式
與會專家現場評選出了15個 「我身邊的新安文

化記憶」之 「十佳打卡目的地」候選名單，待網上
投票後揭曉最終評選結果， 「十佳優秀作品」以及
短視頻獎項也在活動現場評出。

據介紹，評選出的 「十佳打卡目的地」候選名
單、 「十佳優秀作品」以及短視頻將在媒體上公
布，並於11月在香港舉行頒獎儀式。香港商報副
總編輯王軍透露， 「十佳打卡目的地」評選出來
後，將由 「港深地名故事」專欄顧問帶隊講解，讓
青少年和遊客對深港文化歷史脈絡有更進一步的了
解和認識。

「我身邊的新安文化記憶」徵集大賽舉行評選會

十佳作品出爐 下月在港頒獎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麗青報道：昨日，深港各界紀念新安縣建縣450周

年系列活動之 「我身邊的新安文化記憶」 徵集大賽評選會在香港商報舉
行。該活動由深圳海外聯誼會、香港深圳社團總會、香港商報主辦，深圳
市地方誌辦公室、深圳市客家文化交流協會、深圳市地名學會協辦。深港
文史專家、文化學者齊聚一堂，暢論港深歷史淵源和脈絡，評選 「十佳打
卡目的地」 15個候選名單和 「十佳優秀作品」 以及短視頻獎項。

【香港商報訊】記者蔡易成報
道：深圳大學文學院原副院長、教
授、國家一級作家南翔接受本報記
者專訪，他深刻剖析港深兩地與新
安縣歷史的緊密聯繫，探討了地名
對文化記憶的重要承載作用。

南翔開宗明義指，深圳不僅僅是
一個現代化都市，更是植根於古老
文化的 「新安」的傳承。新安縣，
這一名字如今或許已被遺忘，但卻
承載着深圳、甚至香港的早期歷
史。明朝時期，新安縣下轄深圳和
香港，這一歷史的印跡至今尚存。
儘管清朝撤銷了新安縣，但寶安縣
城依然坐落在新安，如今這裏成為
省級和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南
頭古城便是其中之一，吸引了大量
遊客前去探訪。

談及港深地名故事，南翔強調，
地名擁有獨特的文化價值。他認
為，每個城市都有其獨特的源頭，
正如鄉村有濃厚的鄉愁，城市同樣
扎根於深厚的文化傳統。新安代表
了深圳和香港這兩座城市的文化根
基，而通過地名探索這一源頭，人
們不僅將過去與現在連接在一起，
還將為港深兩地的共同發展提供堅
實的文化基礎。

南翔還指出，在港深兩地日益融
合的當下，舉辦有關港深地名故事
的徵集大賽非常有意義，將有利於
兩地民眾的交流與了解。他呼籲兩
地市民積極參與，共同挖掘港深文
化記憶的寶藏。 「這場大賽為港深
市民提供了一個尋找、探索和理解
文化根源的機會，通過這一過程，
人們將更好地理解這兩座城市獨特
的歷史和文化，進一步豐富了港深
這兩座現代都市的多元魅力。」南
翔強調。

【香港商報訊】記者陳彥潔報
道：深圳市文聯原專職副主席、深
圳市客家文化交流協會會長楊宏海
作為評委出席評選會。在接受本報
記者採訪時，楊宏海表示，紀念新
安縣建縣450周年的活動很有意義，
因為歷史上深圳和香港地區都曾屬
新安縣管轄，現在深圳成為世界矚
目的改革之城，香港也是大家熟知
的東方之珠，但是對深港兩地市
民、青少年來講，對新安縣這一段
歷史認知度不足。所以通過紀念新
安縣450周年一系列活動，可以使兩
地市民認清深港同宗同源的歷史淵
源，可以凝聚形成文化認同和向心
力。

楊宏海續指，實施粵港澳大灣區
戰略，需要各要素互聯互通，包括
人員流通、物流、信息流，其中很
重要的一條就是心聯通。 「人與人
之間內心的溝通彌足珍貴，為讓大
灣區的民眾能夠深入溝通，應該對
過去的歷史有所了解，尤其是新安
縣歷史。」

早前，楊宏海策展的濱海客家文
化展在香港展出，受到香港市民歡
迎。 「7月8日，我到香港參加深港
各界紀念新安縣建縣 450 周年專題
聯展活動，現場很多香港市民很感
興趣，通過聯展，他們了解到什麼
是濱海客家，為何深港兩地有這麽
多相同的地名，所以我覺得通過紀
念新安縣建縣 450 周年活動，通過
講好港深地名故事、濱海客家 300
年故事及濱海廣府 300 年故事等，
可以讓深港市民，特別是廣大的青
少年找到深港雙城同宗同源的根和
魂。」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麗青報
道：深圳市委黨研辦（市地方誌
辦）二級調研員黃瑞棟在接受本報
記者採訪時表示，活動對於涵養深
港同宗同源的歷史文化底蘊意義重
大，這不僅能讓人們重新認識深港
歷史，也能進一步培養兩地青少年
愛國愛家的家國情懷。

黃瑞棟表示，深港在歷史上本就
是一家，公元 1573 年，新安縣建
縣，新安縣的地域就包括了深圳和
香港。此次 「我身邊的新安文化記
憶」徵集大賽評選會上提到的地
名，就蘊含着深港兩地民眾共同的
歷史記憶。 「作為海防文化的代
表，大鵬所城至今保存較好，鶴湖
新居則保留了明清時期深港民間生
活生產的歷史產品，赤灣天后宮每
年的辭沙慶典，會有很多香港人參
加，這些都是深港共同的文化記
憶。」

「我覺得開展這個地名故事，對
於人們重新認識了解深港歷史具有
一定的意義。」黃瑞棟說，在此次
評選會上的討論，讓大家一起重溫
了這些地名打卡點所蘊含的歷史文
化故事，這對研究深港地名歷史也
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黃瑞棟表
示，這項活動還會對深港青少年帶
來積極正面的影響，能夠進一步培
養深港青少年愛國愛家的家國情
懷。

【香港商報訊】記者陳彥潔報
道：在活動現場，香港深圳社團總
會常務副會長孫蘊作為深港各界紀
念新安縣建縣 450 周年系列活動之
「我身邊的新安文化記憶」徵集大

賽評選會評委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孫蘊表示，香港深圳社團總會作

為主辦方之一，藉助媒體力量，攜
手香港商報，以紀念新安縣為文化
切口，舉辦了紀念新安縣建縣450周
年系列活動，深港社會各界反響熱
烈。她亦指，香港深圳社團總會作
為愛國愛港的平台，希望令到更多
港人了解到 「新安縣」這段港深雙
城同源歷史，喚醒共同的歷史文化
記憶及家國情懷，積極融入粵港澳
大灣區，把握未來發展方向。

「今天的評選會把紀念新安縣建
縣450周年系列活動推向高峰。評選
會邀請深圳和香港兩地重磅的文史
專家出席，得到媒體的強力支持及
關注，社會傳播效益很好。我為團
隊所付出的心血，為仍有一批人堅
守着深港共同文化事業的這顆真心
感動。」採訪時，孫蘊對評選會的
舉辦給予高度評價。

孫蘊認為， 「香港深圳社團總會
一共12萬鄉親，都是從深圳移民去
香港的，現在我們回到大灣區，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中來。希望盡我們
的力量，協助香港青年認清了解深
港同宗同源的歷史現實，通過歷史
文化記憶，喚醒我們對國家的感
情。回顧歷史的同時，亦看到我們
未來的希望就在大灣區，鼓勵香港
青年把握人生未來發展的軌跡。」

南翔：重拾新安記憶
追溯港深歷史

【香港商報訊】記者蔡易成報
道：深圳大鵬新區博物館副館長黃
文德接受了本報記者採訪，分享了
他對港深地名故事的獨特見解，並
強調地名承載文化記憶的重要性。

黃文德將地名文化形容為一項獨
特的文化遺產，在其看來，地名承
載着地方獨特的文化，擁有豐富的
文化內涵。 「港深的地名實際上聯
繫緊密、串聯了港深與新安縣的歷
史，同時也反映了港深地區的地域
文化。地名不僅僅是簡單的名稱，
它們還承載着豐富的歷史、文化和
情感，是港深地區豐富記憶的載
體。」黃文德說。

談到新安縣建縣450周年，黃文德
表示，史書記載，新安縣位於偏遠
的海邊，擁有200多個離島，因而被
形容為 「彈丸之地」。如今，這個
小縣已經成長為兩個國際級大都
市，無論是在中國歷史還是世界歷
史上，這樣的演變都是非常罕見、
值得銘記的。儘管新安縣的歷史不
久遠，但卻密切連接着港深地區。
重新喚起這些記憶有助於加強兩地
民眾的文化認同，將深化兩地之間
的融合，為打造粵港澳大灣區這一
國際級灣區做出更大貢獻。

在會上，黃文德還受聘為香港商
報 「港深地名故事」專欄的顧問。
對此，他表示，現在對港深地名故
事背後的發掘與宣傳仍遠遠不夠，
將繼續通過口述史調查和田野調查
等方式，挖掘更多地名故事，共同
探尋港深的歷史記憶。

黃文德：地名乃
獨特文化遺產

黃瑞棟：培養港深
青少年愛國愛家

孫蘊：激發家國情懷
投身灣區建設

楊宏海：找到港深
同宗同源根和魂

南翔接受採訪。記者 許傳軍攝

黃文德接受採訪。記者 李溪攝

黃瑞棟接受採訪。記者 李溪攝

孫蘊接受採訪。記者 李溪攝

楊宏海接受採訪。記者 李溪攝

▲丁時照（左一）為香港商報 「港
深地名故事」 專欄顧問頒發證書。

記者 李溪攝

▲評選會視頻連線香港歷史學家劉蜀永。記者 李溪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