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十屆“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頒獎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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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時代刻劃城事
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三十載

文學作品之所以共情動人，歷久彌新，在於它能於

跌宕起伏的現實中解讀人性百態，又能從生活瑣碎事

中提煉出大智慧，更能以滴水穿石的力量為城市文化

注入靈魂。上世紀九十年代澳門閱讀人口不多，書刊出

版市場狹小，澳門基金會聯同澳門日報於 1995 年舉辦

首屆“澳門書刊讀後感徵文比賽”，經歷三十年的提煉精

粹，賽事記錄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心中的“澳門故事”，使

澳門文學從邊緣走向中心，推動文學之火世代傳承。

廖子馨：鼓舞青年書寫城市記憶

1999年，澳門文學作品已躋身全年出版物總數三

甲之列，出版量最高首三位分別為教育、藝術及文學，其

中文學類書刊佔全年出版總數近一成。當時澳門日報

出版社是規模較大的私人出版社之一，雖然閱讀人口

不多，仍為本地作家提供機會出版作品。當時身兼澳日

副刊編輯及編書工作的澳門筆會理事長廖子馨說：“回

歸前澳門基金會大力支持文化學術工作，我們（出版社）

獲資助出版不少本地作品，最高峰時一年推出十本文

學書籍。”報刊專欄是孕育澳門作家的主要土壤，不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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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澳門基金會、受訪者提供

澳門筆會理事長廖子馨



青作家在廖子馨指導下獨當一面，在她看來，小

城經歷數十載變遷，澳門文學群像壯大，本地文

壇繁榮發展，離不開堅守傳承與開放包容。

上世紀九十年代，徵文比賽常見於社團或企

業宣傳活動，1995年澳門基金會與澳門日報合辦

“澳門書刊讀後感徵文比賽”，明確定位為閱讀本

土出版物，並邀得澳門大學中文學院院長程祥徽

教授、學院李觀鼎教授等擔任評委。2002年起，賽

事從泛閱讀推廣轉向系統性寫作訓練，更名為

“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由閱讀普及漸漸

蛻變成“文學新生代的舞台”。及後，每屆賽事增

設特定命題，引導學生聚焦社會，以當代語言訴

說澳門故事。賽事評委之一廖子馨表示，命題緊

貼社會發展，不但啟發學生探索未知領域，亦燃

起學子們對寫作的熱忱，“賽事中很多獲獎者畢

業後仍在寫作，投身社會後，有的當上語文老師

帶教學生參賽，有的雖不在文字領域發展，卻利

用工餘時間堅持執筆，成為作家。”廖子馨認為，

他們對文學創作的追求和嚮往，讓文化傳承從校

園延續到社會。

出色的讀後感文章既要對原著內容有透徹

把握，還講求紮實的寫作技巧來鋪展文章。廖子

馨以第三十屆“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高

中組獲獎文章〈仰望星空的蟲子———讀《三體》有

感〉為例，作者對原著歸納整理的技巧十分成熟，

字裡行間反映其對同類作品累積了深厚閱讀基

礎。廖子馨指出，近十年來，學校重視寫作人才的

培養，加上來澳定居的新移民學生增加，以澳門

故事為題材的創作愈來愈多樣化，促使讀後感徵

文比賽的作品水平顯著提升，而澳門基金會對本

地文學發展的推動（舉辦競賽、學術出版及澳門

文學獎），更是喚起學生和作家以獨特視野記錄

屬於自己的城市記憶。

甘遠來：展現本地文學人才自信

“參與讀後感徵文比賽對我的影響重大，更

新了我對文字的審美，獲獎令我明白到原來書寫

自己的故事，可以獲得認同。”甘遠來的文章曾於

第二十三屆“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獲得

高中組亞軍。那年青澀懵懂的高中生，現已成為

中學老師，他加入澳門筆會成為新力軍，2024年

其新詩作品更榮獲澳門文學獎本地組新詩類冠

軍。“當年我從澳門作家的作品中獲得養分，漸漸

成長成熟，現在踏上創作之路。我認為文學猶如

長線戰鬥，有了豐富閱讀經驗，又要加上人生修

行的歷練，才能成就一篇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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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遠來期望透過不同平台對外推廣澳門文學魅力

甘遠來奪得第二十三屆“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高中組亞
軍，並從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手中接過獎項。



中學時期甘遠來已加入校內文學社，本澳

與內地的徵文比賽都有參賽經驗。甘遠來指，

“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總是吸引學生

們磨拳擦掌，欲爭一席位，“基金會的徵文比賽

不只難度高、含金量高，獎勵力度亦十分高。比

賽對文字造詣有一定要求，全澳中學生在同一

平台上較量，作品若能突圍而出，其水平必定

相當高。”甘遠來在北京升讀大學時開始創作

散文、詩歌和小說，並有投稿至報章刊登，他笑

稱，小學作文總是寫得一塌糊塗的自己竟成了

作家，這段成長旅程，令他感受到文字的重量，

提醒自己每次提筆都要心存敬畏。

作為澳門學界的年度盛事，“澳門中學生

讀後感徵文比賽”活動成效不斷擴大，自第二

十屆起，舉辦“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延

伸活動———“閱讀寫作講座”，邀請澳門知名作

家走進校園，提高學生對閱讀和寫作的興趣。

當年甘遠來在台下看著澳門詩人盧傑樺及小

說家、專欄作家陸奧雷（筆名）分享寫作經驗，

令他著迷，“在作家們身上閃亮著一種自信，大

概是因為他們的文字根植澳門這片土地，故能

自信地分享自己的創作故事，當時我心裡渴望

自己將來也可成為如此閃亮的分享者。”後來

甘遠來閱讀了陸奧雷作品，並以“小城故事”為

主題創作出獲獎作品〈讓 M城故事治療我們的

憂鬱〉。甘遠來認為，文學是一個城市的重要語

言，即使工作再忙仍會向海內外不同文學比賽

投稿，他相信澳門文學的生命力定會在更多未

知角落發熱發亮。

古冰：讓文學種子萌芽生根

澳門基金會透過“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文

比賽”構建起跨世代的對話平台，組織本地作

家走進校園開講，把寫作人最地道的澳門視角

呈現在學生面前，截至 2025 年上半年已組織

231 場“閱讀寫作講座”，逾 3.4 萬學生人次參

與。本地作家古冰今年 2 月以“建構你的科幻

樂園”為題走進校園，與學生分享科幻小說及

電影，探討科幻故事創作如何連結生活。文靜

沉穩的古冰形容自己不擅於與學生趣味交流，

但進入校園是作家寶貴的學習機會，“與學生

們交流能瞭解時下熱門科幻小說或電影題材

的趨勢，還推動我研究人工智能技術如何優化

講座的簡報質量和視覺效果，最重要是讓我更

系統地梳理日新月異的科幻資訊。”

內地科幻文學的崛起加上電影工業的成

熟，推動新世代對科幻文學的需求熾熱。古冰表示，學生們對內地改

編自小說的影視產品、遊戲等相當熟悉，關注度比本地文學作品還

高，如《三體》、《沙丘》等。他入校的另一個發現，是學生們閱讀氛圍比

他讀書年代更濃厚，“現在免費的閱讀平台眾多，書評介紹層出不窮，

加上學校舉辦的讀書活動豐富，學生們主動尋求閱讀的意欲提升。方

向性閱讀明顯加強，大概是得益於學校訂定主題閱讀的成效。”

在碎片化信息時代，人們對文字失去耐心和思考，古冰指，閱讀

對邏輯思維訓練、組織能力和情商發展有重要幫助，相信是澳門基金

會投入資源扶持澳門文學的目的，希望誘發學生對寫作的興趣與潛

力，“或許有人對科幻領域並不熟悉，卻因為一場寫作講座令他有意

打開第一本科幻小說看看，這小小的行動回應，就是撒下了文學的種

子。”古冰認為，讀後感徵文比賽三十載的成效，如同一顆種子，在各

界對本地文學發展的深層滋養下成長，結出枝繁葉茂的文學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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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古冰

今年 2月古冰以“建構你的科幻樂園”為題走進校園與學生交流。



麥芷琪：在文學創作中超越自己

“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分設初中組

及高中組兩組別，每所學校每組推薦作品上限為

二十篇，學生亦可以個人名義參賽。培正中學中

文科老師麥芷琪表示，每年該校學生都踴躍爭取

自己的文章獲選參賽，“賽事獎項名額不多，競爭

十分激烈，獲獎門檻高，師生們視賽事為學界寫

作類競賽中的‘奧斯卡’，學生們十分期待在這舞

台上檢視自己實力。”該校設有“寫作超前班”，培

養喜愛文學及具潛力的學生進一步提升寫作技

巧，麥芷琪指出，“有同學每年都報名參賽，雖然

未必每次都獲獎，但其文筆和思路一次比一次成

熟。”如她所言，徵文比賽是學生進步的動力，鼓

勵他們在文學創作中不斷超越自己。

除了參與競賽，學生在校園亦能享有多樣化

閱讀推廣活動。麥芷琪表示，培正中學圖書館每

學年推出不同主題的焦點閱讀推廣活動，以短

劇、實驗、角色扮演日等，讓學生沉浸書本世界；

中文科老師亦會為各年級學生推薦一百本經典

著作書單，並鼓勵學生透過製作視頻、撰寫閱讀

心得等方式，主動分享閱讀的樂趣，“我們希望學

生對閱讀樂在其中，還能培養內化和輸出能力，

成為閱讀推廣的參與者。”麥芷琪又指，澳門基金

會組織作家入校分享，學生能與作家面對面交

流，不但引起學生對文學創作的好奇，也令他們

對作家這個身份有新的認知。

每次發現優秀或趣味文學作品，麥芷琪定會帶到課堂與學生

分享，以不同年代的澳門作家視角，品讀箇中的文化情愫和時代反

思，“文學創作是由心而發、從內到外、充滿溫度的傳承，這是人工

智能不可取代的。”麥芷琪曾於第二屆“澳門書刊讀後感徵文比賽”

勇奪學生組社科類一等獎，昔日頒獎台上的獲獎者，至今仍以其熱

忱澆灌著文學幼苗成長，她認為，讀後感徵文比賽不僅栽培高質量

寫作人才，更有助啟發青少年對社會、文化及城市發展的洞察力，

譜寫每一代人心中獨特的澳門故事。

“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走過三十載春秋，持續為本地文

學發展注入動力，參賽學生作為時代巨輪的見證者，在文化沃土中

成長為澳門聲音的傳播者。未來，澳門基金會將繼續深耕本土文化

資源，活躍文藝創作氛圍，擴大澳門文學和城市文化形象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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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中學中文科老師麥芷琪

該校圖書館於“世界書香日”舉辦親子工作坊，包括“穿越非遺沉浸漆扇”及“花生糖達人”以體驗非遺活動推廣閱讀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