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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 獎 禮

2009年8月23日（星期日）

（吉隆坡22日訊）星
洲媒體集團執行主席丹斯
里張曉卿爵士將報紙比喻
成是一個人終身學習的課
堂。

他說，雖然學校裡可以

學到知識，但作為文化傳媒

意義的報紙，已經遠遠超過了

學校。因為傳媒對人天天的熏

陶，對人格的塑造和對精神素

質的提升，具有快速和全方位

的特性。

“花蹤”反映人文精神
他為星洲日報第十屆“花

蹤”文學獎頒獎典禮主持開

幕時說：“報紙，做為傳媒

事業和文化載體，我們有責

任去縮小物質與精神之間的差

距，不斷鼓吹與推廣文學藝術

的社會價值觀。我們深深盼望

‘花蹤´在推動文學風氣的時

候，也可以反映時代的人文精

神。”

他說，中文報業是中華文

化的載體，本着不可動搖的文

化信念，星洲媒體集團一定努

力貫徹文化精神，讓讀者真實

地感受到中華文化的內涵和素

養。

他說，文化學者余秋雨曾

提醒，文化角力的主戰場已經

轉移到了傳媒領域，這也讓我

們深深警覺。

促提高精神生活範疇
張曉卿指出，正當大家都

傾向於熱衷追求現代化物質文

明的時候，我們或許更需要冷

靜地將更多的心思投注在提高

精神生活的範疇上。

他說，這不但關係到社會

人文素質的水平，同時，也反

映了人類生命的生存價值，影

響個人行為與群體秩序的嚴肅

課題。

“雖然中國的經濟崛起，

成為全世界關注與談論的焦

點，也為中華文化的提升與發

展，創造一定的條件。但是，

主觀的努力與建構，文化的

翻新與創造，文化的接受與感

覺，才是文化發展的要素。”

“儘管世界物質文明，

伴隨着科技向前不停的推衍

發展，造成了精神文明的逐漸

隱晦，人心也變得貪婪，人類

更須要突破物慾的死結。因為

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要永遠

互為鏡子，互相映照，均衡發

展，相輔相成，人類才有望和

平共存，也找到最合理的生存

之道。”

張曉卿說，在“花蹤”成

績揭曉后，不應該僅僅界定在

作品的較量，而應該彙集為大

馬華人創作力量和文化意願的

總動員和再提升。

“掌聲、熱鬧過後，應

該是更多理性的思考和批判。

我們渴望文化的復興，我們也

期待文化的更新和再創造。但

是，在習慣性的思維中，在傳

統的格局中，我們似乎還沒有

跳開歷史的框限。”

他也至誠感謝大家對《花

蹤》的關心和愛護，也衷心祝

賀文學獎的得獎人。

“報紙有如終身課堂”

戴晴：貼近生活眼光敏銳

戴晴是報告文學獎主評，她說：“報告文學獎是懷着對大

馬華人作者及每一個在這片土地上奮斗的華人，在文學

領域裡的新品種，即報告文學，是最貼近的生活、最敏銳的眼光，

帶着血和淚的感受呈現給讀者，我們從這些文章作出了評審。” 

高啟舜的《傾聽，難民的聲音》是報告文學獎首獎得主，他是

首次參加花蹤這盛大的文學獎，他在得獎感言中表示，自己曾經是

學運份子，在接觸難民而聽過他們的故事後，深感震憾，而寫了這

篇文章。

  蔣勳：馬華新詩水平很高

馬華新詩獎主評蔣勳表示，在沒有太大的爭議下產生了新

詩獎得主，今年的馬華新詩水平非常高，在詩的語言掌

握上，10首入圍決審新詩中，其中有5首描述家庭及親情的情感，

這些在世界文學漫慢淡薄的題材上，反而成為馬華新詩的重點。 

馬華新詩獎首獎得主趙少傑以《破傷風》獲獎，他在得獎感

言中說：“能夠從我的偶象蔣勳手中接獲這個獎項，我感到非常

榮幸。我要感謝父母親，我的父親的確得了破傷風，在家休息了一

年，但愿父親可以萬事順利。我也要謝謝陳強華老師教會我把生活

轉換成詩的語言。” 

王安憶：評審意見完全一致

馬華散文獎主評王安憶表示，她與其他評審的意見完全一

致，即使是第二次評審，他們的意見都沒有差異。她相

信那可能是因為出於得獎小說中，包含的個人經驗和生活，第二就

是語言上的成功。

李銳：馬華文學意義特殊

馬華小說獎主評李銳致詞時說，他每一次來到這兒，都會

為馬來西亞那一股華文文學寫作的動力和堅持所感動。

他說，世界上實際上有很多文學家，但是馬華文學家有一種

特殊意義，它見證了一種在困境中堅持的信仰，一種堅定的文化信

心。因此，他每次來到馬來西亞都不是來參加評獎，而是接受一種

感動，在精神上的一種洗禮。

聶華苓：“浪子歸宗”

世界華文文學大獎得主聶華苓說，這個獎對一生流浪的她

而言，是“浪子歸宗”。

“我今年84歲，我就流浪了84年。小時候我在自己的土地上

流浪，抗日時期當了流亡學生，又得流浪；24歲隨母親與弟妹到台

灣，我是外省人，也是流浪；1964年到愛荷華大學，流浪在美國，

這些流浪是我的生活。

“我在美國時，問過自己要用中文還是開始英文寫作？1970

年，寫下幾個字‘桑青與桃紅´，肯定了我的母語就是我的根。這

個獎肯定了我作為一個流浪的作家，堅持用母語寫作的決心。” 

李歐梵：聶華苓開拓新境界

世界華文文學大獎19個評審的代表李歐梵給讚詞時說，聶

華苓創作了新的文學，讓所有人感動。

“就像她說的，我是一棵大樹，根在大陸，干在台灣，枝葉在

愛荷華。今天這棵樹為世界華文文學領域散播彩色繽紛的花朵，開

花結果。

“她的文學為我們開拓了新的境界，比如她剛出版的巨著《三

生三世》，我至少看了3遍，她描寫母親讓我掉淚，沒有艱深難懂

的語言，以親切的對話體跟母親對話，令人感動，這是一部小說，

一部自傳，也是一部小說式自傳。”

龔萬輝:不一樣手法創作

馬華散文獎首獎得主為《一天》的龔万輝，而評審獎由曾

翎龍《回味》獲得。第二次獲得花踪散文大獎的馬華作

家龔万輝，他以平常心看待這次的得獎。

他表示，得獎作品《籐箱》用不一樣的散文創作手法、新嘗

試，純粹以自己喜歡的方式來創作，而不是一篇為了得獎而寫的作

品。

對於能夠得獎，龔万輝感到有點出乎意料。他感謝母親在天之

靈，他的母親在半年前剛去世，她也是一名寫作人，他從母親身上

學習到很多東西。

吳道順奪馬華小說獎首獎

馬華小說獎首獎得主為吳道順，他以《籐箱》得獎，而評

審獎得獎作品為張柏榗的《補夢網》，兩位得獎者同時

缺席，由龔万輝與張德發代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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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文學重鎮”
●大馬華人文化協會會長戴小華

“花蹤連續舉辦10屆長達20年，仍然看到它的生命力繼

續壯大，成為大馬文學最茁壯的風景。

花蹤繼續成為中國港台以外，海外最重要的文學重鎮，

也是海外最有影響力的文學盛會，可以看到新秀輩出，前浪

繼續深耕。

本地聲樂家卓如燕在花蹤文學獎頒獎典禮上，呈現兩
首動聽的歌曲，感動全場。

張曉卿:全方位提供學習

主評及得獎人感言

作家觀後感

“馬華有新人才”
●作家永樂多斯

“我連續10年參與花蹤文學獎頒獎典

禮，花蹤就像一名獲獎者所指 如同學會

般，可與海內外作家一同參與盛會。

雖然我的學生入圍後沒有獲獎，但

我已經覺得十分高興，證明馬華有新人

才。”

“文學與藝術結合”
●作家雲里風

“今晚是一場文學與藝術精華的結

合，場面溫馨而莊嚴，熱烈而幽靜。

花蹤頒獎禮不比一般的藝術場合，

出席的觀眾水準都非常高，讓人充分感

覺這是一場充滿文學氣息的響宴。”

“發揚傳統文化”
●柴松林 

“我看到馬來西亞華人對傳統文化的傳

承與發揚，覺得非常感動。在台灣‘去中國

化´的今天，傳統華人文化卻可以在馬來西

亞發揚光大，繼續成長，我覺得這是非常有

意義的。

我希望世界各地的媒體可以報道這項意

義重大的‘花蹤文學獎´，以吸引更多世界

各地的華人參與這項活動。

我認為，張曉卿對舉辦‘花蹤´的貢獻

非常偉大，這種對文學的貢獻讓我內心非常

感動。”

因為傳媒對人天天的熏陶，對人格的塑造和對

精神素質的提升，具有快速和全方位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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