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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學者、作家胡野秋：

接續斷裂的
「文化線頭」

胡野秋認為，做港深地名故事，就是做歷
史和人文的普及，實際上是在發掘歷史記
憶，梳理文化脈絡，盡量要講出鮮為人知的
東西，更要令斷裂的 「文化線頭」能接續起
來，提醒更多人勿數典忘祖。地名是一方水土的歷史、文化、性
格、品位的集中體現，絕不僅僅是方位坐標，還具有教化和審美的
功能。

民俗文化學者廖虹雷：

讓年輕人跟着
地名去研學

作為土生土長的深圳人，廖虹雷對深圳地
名的變化十分敏感。深圳古老地名的大量消
失，令他十分痛心。廖虹雷表示，地名文化
的宣傳弘揚要活化起來，與文旅相結合，可
以做以港深地名為主題的研學互動交流，讓
年輕人，跟着這些地名去進行與地理歷史文
化緊密結合的文旅研學活動，用這種形式令地名故事更深入人心。

深圳市地名學會理事蔡保中：

寫地名故事
宜求實求趣

蔡保中建議編寫地名故事時應注意兩個方
面。首先，儘管地名故事中有 「故事」二字，
但要特別關注的是 「地名」。民間上確實有太
多關於地名的附會，這可能導致一些誤解和混
淆。在編寫地名故事時，應力求真實，同時考慮可讀性和趣味性。
第二點是關於地名的保護。不應該隨意更改地名。中國歷史之所以
有着幾千年的延續性，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地名的相對穩定。

香港商報副總編輯王軍：

深化深港同宗同源
的文化認知

王軍表示， 「港深地名故事」系列報
道和活動努力推動深港兩地的文化交
流，也深化了社會各界對深港歷史同根
同源的認識。有了專家團隊支持，我們
有信心把這個系列活動辦成一個有影響的知名品牌活動。通過共同
努力，使深港這兩座世界雙子星城市不僅是經濟、科技的高地，還
要打造成一個文化高地。同時，文化也要與商業相結合，我們計劃
設計一條以港深歷史文化為主題的文旅線路，吸引深港兩地青少年
和各界人士的參與，兩地歷史文化專家學者作為導師或領隊，為參
與者提供更深度的歷史文化體驗，深化深港兩地同宗同源的文化
認知。

文史學者陳林：

填補深港
海洋故事文化缺口

陳林表示，歷史文化故事並非年輕人不感興
趣，而在於我們要以什麼樣的方式去講，使之
具有趣味性的同時又有文化內涵。早年在香港
工作的經驗，讓我對此既有使命感，也有責
任感，我願做港深文化的鏈接人。香港因海而興，深圳規劃建設全
球海洋中心城市，我們通過講港深地名故事，從地名切入，填補雙
城海洋故事的文化缺口，極具意義。

深圳大學特聘研究員、語言學博士卞仁海：

港深地名故事
促灣區文化建構

卞仁海表示，地名學本質上就是語言文字
學。港深的地名文化既是傳統的又是現代的，
既有華夏傳統文化為主體的影響，也有嶺南特
質，既是多元的又有獨樹一幟的改革創新文
化，甚至有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渲染。傳播有文
化而別具內涵，文化因傳播而更有力量。 「港深地名故事」系列活
動體現了媒體的文化自覺，促進了大灣區的文化建構。

深圳聯合書店主理人張璇：

讀行結合
探尋深港文化底蘊

張璇表示，年輕一代對文化有濃厚的興趣，
但卻缺乏了解的途徑，書店作為一種載體，通
過各種策劃，可以讓更多的讀者了解到深港兩
地的文化傳承。因此，我希望邀請各位專家到
我們聯合書店做客，共同探討深港兩地的歷史文化故事。或可舉辦
一些活動，例如每個季度共讀一本書，共同探討一條線索，通過讀
與行的結合，深挖深港兩地的文化底蘊。

考古學家、深圳市地名學會會長張一兵：

關注即將
消失的文化遺產

張一兵認為，現在深圳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
保護力度是空前的，作為文物部門的工作者，
他呼籲也要注重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早年在
香港調研時，據他觀察，香港對圍屋建築的保
護做得非常好，而深圳對此保護力度不夠。後
續開展港深地名故事活動，希望能考慮優先給
予這些可能將要消失的物質文化遺產更多關注和報道。

專欄作家、香港城市大學博士徐全：

呈現地名變遷
是文史研究者責任

徐全認為，地名是意識形態+歷史記憶+生
活情感+文化認同+生活方式的一個集合。地
名背後承載着當地的歷史記憶，見證時代的變
化跟滄桑，是一種非常柔軟的文化，與當地居
民生活糅合，最核心概念是人與生活。因而去
發掘地名的源頭，將地名變遷的來龍去脈全部
都呈現出來給後人，是我們文史研究者的重大責任。

1997年版《寶安縣誌》執行主編曾觀來：

地名故事是
厚重歷史文化

曾觀來表示，地名故事是一部厚重的歷史
文化。說起地名故事，必然會涉及地名的來
歷與變化，這個來歷和變化過程，本身就有
故事的成分。深圳建市以來，我所了解的有
過兩三次地名改革的實踐與討論。 「港深地
名故事」舉辦撰文活動，我寫了《談深圳地名的演變與訛變》一
文，被《深圳史誌》和香港商報採用了，激發了我的興趣。

中國散文學會會員、文史寫作者胡笑蘭：

好文章源於
田野調查

胡笑蘭表示，我的寫作起源於田野調查，我
喜歡到各個村找村長和當地的一些老人交流，
通過傾聽他們的故事感受當地的文化。至於表
達方式，我傾向於用靈動、流暢的語言，讓文
章更富有底蘊。我認為好的文章一方面是要建
立在實地考察的基礎上，另一方面如果表達方式更好，則更容易被
大眾接受和傳播。

【香港商報訊】記者蔡易成、陳彥潔報道：28日，
由香港商報主辦的《港深地名故事》座談會在深圳舉
辦。座談會回顧了 「港深地名故事」 系列報道和活
動，進一步謀劃了2024 「港深地名故事」 活動，力爭
促進深港歷史文化交流再上新台階。
為加速粵港澳大灣區 「心聯通」 「人文聯通」 ，講

好港深雙城故事，香港商報攜手諸多深港機構於2022
年發起 「港深地名故事」 系列報道和活動，在一年多
的時間裏，挖掘整理推介港深雙城歷史文化民俗風
情，採寫原創稿件及視頻、刊發社會各界來稿二百多
篇（條）。今年年中，根據此系列報道文章結集而成
的《港深地名故事》書籍由香港商報出版社出版。

丁時照表示，「港深地名故事」活動在過去一
年中為促進港深歷史文化互通互鑒做出了積極
貢獻，並對未來更為廣泛而深入的交流合作充
滿期待。

丁時照說，通過舉辦「港深地名故事」系列報
道和活動，首先我們認識到，每個地名都蘊含
着獨特的密碼。地名是一個地方風土人情、歷
史故事和文化血脈的象徵。我們的任務是深入
挖掘，用優美或壯美的文字將其呈現出來，這
正是我們作為新聞文化機構應該承擔的責任。

其次，地名是一個連接器，每一個地名都有

其獨特的歷史淵源。在講述地名故事的過程
中，我們要成為傳承傳統文明和連接現代文明
的紐帶，令社會與個體之間形成共鳴。

第三點，地名作為一個大的容器，承載着過
去歷史的榮光和現代文化的多樣元素。地名不
僅是過去的回憶，更應該是現代文化時尚的體
現，是文化生生不息的源頭和根脈。在報道和
傳播的過程中，我們要找出新的地方、新的閃
光點，體現文化的不斷創新。這樣，我們才能
在一地一個地名的範圍內發現翻天覆地的變
化，感受時代的變遷。

深圳報業集團黨組書記、社長，香港商報社長丁時照：

解讀深港地名密碼 促進文史互通互鑒
“

”
香港史專家劉蜀永：

港深地名故事
增強港人文化認同

劉蜀永認為，地名不僅僅是區分一個地方與
另一個地方的獨特符號，它往往還包含豐富的
自然、社會和歷史內涵。香港商報推出的 「港
深地名故事」活動極具創造性，意義重大，有
助於增進深港的相互了解，也有助於增強港人，特別是香港年輕一
代的國家認同、文化認同。他希望兩地有越來越多的人寫港深地名
故事，讀港深地名故事形成一股地名熱、文化熱。

深圳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鄭浩勝：

地名背後
更有故事

鄭浩勝表示，對於地名調查，首先我們必須
深入實地進行調查。在地名方面，許多地名實
際上發生了很多變化。如果我們親自去實地考
察，我們會發現原本的意義可能與表面的解釋
有很大的不同。此外，我們需要關注地名背後
發生的故事。總的來說，我們需要實地走訪，深入了解地名的變
遷，這樣才能更好地促進深港歷史文化交流。

深圳村史研究者王一憲：

身體力行
尋找一手資料

王一憲表示，我一直深耕深圳村史研究，尤
其專注於文氏家族的探索。我認為，必須親自
下去走，找到最真實的資料，而不是憑空想象
或在網上查找虛構的資料。我曾在香港看到過
一些手抄的族譜，深深感受到香港對歷史的保護。同樣，香港對古
蹟保護給予了我極大的震撼，我認識到，我們需要更加努力保護和
發掘深圳的歷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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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深地名故事》座談會舉辦

展望深港「人文聯通」新篇章

本版圖片由記者謝燁挺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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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座談會的嘉賓合影出席座談會的嘉賓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