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保銘發賀電 張泰超致辭

中華海外聯誼會以及海南省委書記羅保銘分別向總會
發來賀電，在祝賀總會成立1周年取得的各項成績的同
時，也希望總會能繼續為香港和海南經濟社會建設作出
更大貢獻。

張泰超致辭中，回顧去年此時總會成立的盛況，以及
一年來總會會務發展所取得的成績。他表示，總會不僅
是聯結瓊港的橋樑，也是聯繫海內外海南社團的平台，
今次與海內外各瓊屬社團結為友好社團，希望大家共同
努力，為世界海南社團聯誼工作，作出更大貢獻。

李憲生代表海南省委省政府對總會成立1周年表示祝
賀。他表示，希望總會繼續高舉愛國旗幟，團結會員和
廣大香港同鄉同胞，積極維護《基本法》，支持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成為一支高素質的愛國愛港力量。同時，
希望香港海南社團加強團結，強化協商合作，進一步凝

聚事業發展力量，在交流聯絡、支持促進海南國際旅遊
島建設上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許曉暉詹達耀分別致辭

許曉暉以及印尼海南總會主席詹達耀也分別致辭，對
總會周年會慶表示祝賀。

晚會還舉行了海南社團總會與海外瓊屬友好社團授牌
儀式。新近加入總會的多位永遠名譽會長、常務副會長

和副會長上台接受聘任證書。之後還舉行了豐富多彩的
文藝表演，總會文藝隊表演大型舞蹈祝福祖國，海南省
瓊劇院也派出8位傑出演員為旅港海南鄉親帶來鄉意濃
濃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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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政協聯宴迎政協港情班

林武宋哲李憲生許曉暉曾鈺成等主禮 張泰超偕會董出席

海南社總晚會慶周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馳）香港海南社團

總會慶祝國慶64周年、香港回歸16周年及總會

成立1周年、暨與海內外瓊屬社團聯結友好社

團晚會，前日假灣仔會展大會堂舉行。中聯辦

副主任林武，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海南省

委副書記李憲生，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及中聯辦、海南省相關部

門領導和來自印尼、新加坡、泰國等地瓊屬社

團領導共同主禮。香港海南社團總會會長張泰

超率全體會董出席，全場筵開180席，近2,000

名社會各界人士以及旅港海南鄉親參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解玲）由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
會駐會副主任馬健率領的「全國政協第三期地方幹部港
情研習班」昨日在港展開第二日學習，並受到港區省級
政協委員聯誼會設宴歡迎。聯誼會會長、全國政協委員
譚錦球冀研習班的學員們通過學習深入了解香港及兩地
差異，更好開展今後工作。常務副會長傅金珠，副會長
顏純炯、曹其東、李德麟、張學修、鍾翰德、陳偉燊、
朱銘泉，總幹事丘東，對外交流委員會主任林立方，婦
女委員會主任張心瑜等出席接待。

馬健親赴現場 譚錦球致辭

昨日午宴假浙江軒舉行，剛剛到港的研習班領隊馬健
副主任親赴現場。譚錦球致辭時表示，非常榮幸在香港
與馬健副主任率領的研習班歡聚。此次港情班是聯誼會

近年接待的最高級別的研習班，他冀全體學員來港學
習，加深對香港政治、經濟、社會等多方面的了解與認
識，全方位感受香港的人文環境，有助於今後更好地開
展政協聯絡工作。他預祝全體學員在港學習生活愉快，
期待未來雙方多合作、多聯絡。

馬健致辭時表示，「特別期盼此次研習班成行」，並代
表全體學員由衷感謝聯誼會的首長及同仁的熱情接待和
周到安排。他說，研習班成員都是來自政協各省級長期
從事港澳台僑委工作的專職幹部，都很了解聯誼會，時
刻關注聯誼會的會務發展。

他讚揚聯誼會自2006年成立以來，每年舉辦的活動都
與全國政協和省級政協合作密切，在香港社會事務中發
揮作用和影響力，做出巨大貢獻，這與聯誼會同仁們經
年累月的大量工作是分不開的。他熱情邀請譚錦球會長

率聯誼會同仁赴北京及各省參觀考察，多走走，多看看
各地的發展變化。

曹山虎單志明等嘉賓出席

當日下午，研習班赴立法會參訪並與主席曾鈺成會
面。此後幾天內，研習班課程豐富充實，包括專題講座
和實地參觀。出席嘉賓還有：中聯辦協調部處長曹山
虎，中華出入口商會會董、浙江省政協委員單志明。研
習班學員包括：楊惠時、楊建章、李紅彔、王陽華、俞
勃、李國良、沙怡、朱向農、周明潔、盧德昌、陳金
樂、孫橋誼、畢素勤、王利、徐皓明、艾特莎、歐廷
傑、符傳奕、鍾勇、鄧應明、賀毅、杜金忠、曾玉強、
蘇英、孫平、王華林、水淼，還有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
員會辦公室幹部、馬健副主任秘書邱磊、劉文濤。

■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歡宴政協港情班。譚錦球(右)

代表聯誼會向副主任馬健(左)贈送聯誼會專委會活動

所出圖書。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主禮嘉賓與香港海南社

團、瓊屬友好社團代表為

晚宴亮燈。 曾慶威 攝

來自美國、瑞典、日本等的多位漢學專家和來自台
灣、香港和中國內地的國學專家、學者，包括杜

維明、康達維、羅多弼、田仲一成、大木康、陳新滋、
李焯芬、劉夢溪、黃樸民、傅佩榮、吳宏一、陳致、施
仲謀、劉笑敢、單周堯等，就「國學現代化和中華文化
復興」主題進行了精彩演講和現場討論，中國文化院行
政總裁吳建芳、中國文化院《國學新視野》特邀主編潘
耀明分別主持了上、下午的論壇。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
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姜
瑜、中聯辦宣文部副部長劉漢祺、新華社亞太總分社社
長俱孟軍、香港新聞聯主席大公報社長姜在忠、中國文
化院執行董事李俊杰、張武、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副秘
書長路祥安、香港華信石油有限公司總經理王立國等及
香港各界嘉賓共600多人參加了該論壇。

許嘉璐：中國承擔 文明重任
第九、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文化院

院長許嘉璐發表視頻致辭：中華文化是世界上獨一無
二、源遠流長和有 無盡寶藏的文化，20世紀、21 世
紀人類面臨的很多危機，我們的先聖先哲早就預料到並
給了我們很多教導。我們學人今日的責任就是回過頭審
視中華文化傳統，把其中具有普世價值──至少是對中
華民族的生存、繁衍和發展有巨大凝聚力和推動作用的
內涵──開掘出來，站在今天的高度重新去審視。

許嘉璐指出，國學漢學專家匯集香港討論國學現代化

和中華文化復興，這實際上是一
個拯救世界、拯救人類的思想大
匯集；當前我們面臨的問題是：
中華文化當中的優秀成分，如何
解決當下種種社會問題和人的心
靈問題；中國作為新興大國，在
經濟和和平問題上承擔 前所未
有的責任，這背後最根本的責任
就是對世界文明走向的責任。因
此，我們學人目前一個重要任務
就是研究中華文化能給今天和未
來的世界貢獻甚麼。

蘭華升：搭建國學交流大平台
蘭華升常委代表主辦機構致辭表示，我們中國文化院

把探索中華文明生命力，「傳承華夏文化、和合世界文
明」作為自己的事業座右銘，希望中國文化院可以搭就
兩岸四地乃至國際交流的大平台，為中華文明和世界文
明的和合發展，提供新價值、增強軟實力，因此我們選
擇香港來探討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思考中華文明
發展對世界文明走向的責任。

中國文化院是眾多光耀中華傳統文化中的一支積極力
量，目前正努力做好兩方面重點工作：第一，做好幾個
媒體。中國文化院有雜誌、出版社、網站，現在出版了
兩本雜誌：季刊《國學新視野》、雙月刊《中華戰略參考》

和系列高端文化書籍，如此次論壇期間首發的《國學漢
學名家訪談》書籍；「中國文化院」網站也已正式開通

（http://www.cefc-culture.co）。第二：舉辦以傳統文化為主
題的高端論壇和相關文化沙龍等。

許曉暉：文化院弘揚傳統文化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在開幕致辭時說，中華文化中

的核心價值，是我們遇到挑戰、困難時最好的一副良藥，
她讚揚中國文化院，自成立以來，一直致力於弘揚傳統文
化。她期待大家進一步弘揚傳統文化，讓香港在推進傳統
文化上獻上我們的貢獻，同時去成就更美好的中國夢。

陳新滋：編國學精華傳播世界
合辦機構代表、香港浸會大學校長陳新滋教授在開幕

致辭時表示，中華國學乃歷朝歷代祖先留下的智慧，對
教育下一代具重要意義，我們可努力把中國文化最精華
的部分整理出來，做成如聖經一樣的書，放在全世界的

酒店給大家看。
論壇上下午各有現場討論環節，專家與現場嘉賓熱烈

互動，專家之間爭論激烈、和而不同。論壇晚宴同時發
行了匯集26位中外名家暢論國學漢學的《國學漢學名家
訪談》新書。本次論壇由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作為支持
機構，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
館、北京師範大學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
國學院合辦，香港20多家知名文化社團和傳媒參與協
辦，包括：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鳳凰衛視、明報月
刊、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學習及文化委員會、中國
高等院校香港校友會聯合會、國際經典文化協會、中華
民族音樂發展基金會、中國茶文化國際交流協會、香港
儒學會、香港友好協進會、香港島各界聯合會、九龍社
團聯會、新界社團聯會、香港福建社團聯會、香港潮屬
社團總會、兩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香港華僑華人總
會、香港湖北聯誼會、香港安溪同鄉會、香港家長協進
會、觀塘區家長教師會聯會等。

中國文化院首辦中華國學論壇
由中國文化院主辦的首屆中華國學論壇，8月27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N101室舉行，中華能源基金董事局常委、中國文化院執行董事蘭華升代表

葉簡明主席和許嘉璐院長熱烈歡迎出席論壇的演講嘉賓和各界領袖；第

九、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文化院院長許嘉璐發表視頻致

辭；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常務副主席何志平教授作閉幕主題演講。

研討「國學現代化與中華文化復興」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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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嘉賓許曉暉、姜瑜、劉漢祺、蘭華升、陳新滋、吳建芳與演講嘉賓主持剪綵。

研討「國學現代化與中華文化復興」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