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印人：香港商報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觀塘道332號香港商報大廈 總機：25640768 傳真：25655456 廣告部：25905305 傳真：25905553 發行部：25905385 傳真：25635437 深圳廣告電話：86-755-83881358 傳真：86-755-83516512 深圳發行電話：86-755-83518737 傳真：86-755-83518513

霍啟剛

徐英偉

馬逢國

唐英年

2021年7月22日 星期四

頭條商報
責任編輯 董逸薇 張芃芃 美編 坤華

今天出版1疊共12版
1952年創刊 第24656號

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香港可以利用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新定位，發揮更大的作用，藝術文化產業化可
為香港青年人提供發展就業機會，並有助青年人 「人心回歸」 。

香港更應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全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強化灣區內的文化交流合
作，貢獻文化智慧，同時拓展香港的發展空間。

香港年輕人大多數思想正面，希望有所作為，但他們缺乏平台、人脈和資源，希望業
界能給予實際支持；對於希望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青年，文聯等組織可提供一站
式服務，協助他們適應環境。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開幕之後，香港居民有機會欣賞到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寶貴文化寶
藏，也可向粵港澳大灣區及整個內地的同胞，以至外國友人展示中國源遠流長的文化
底蘊。

【香港商報訊】在昨日高峰論壇上，中聯辦副主任
盧新寧作為主禮嘉賓發表主旨演講，題為《讓 「文
化」成為香港未來發展關鍵詞》。她表示，國家 「十
四五」規劃綱要提出 「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
流中心」，這是對香港過往成就的充分肯定，也是對
未來發展的更高期待，更是不容錯失的重大機遇；相
信香港會以 「滄海一聲笑」的豪情，成就中外文化藝
術交流的新篇章。

發揮好中西文化交流紐帶作用
盧新寧從自己的真情實感出發，指出香港是眾所周

知的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是人們嚮往的美食
之都、購物天堂──也許是因經濟對香港發展貢獻太
過突出，同步成長的文化反而讓人印象不深，甚至令
人有 「商業味太濃、文化味不足」的感覺。但是，香
港的文化多姿多彩，身在香港，時刻都能感受到中外
文化藝術的脈動。

盧新寧指，今天的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是中華文化向世界自信展示的新時代，也是一個中西
文化互鑒互通、交流碰撞的大時代。 「十四五」規劃
綱要提出 「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香港應如何增強 「對話實力」、提升 「文化魅力」、
激發 「文化活力」，這三個問題值得探討。

盧新寧認為，要增強 「對話實力」，香港要有深厚
的文化藝術感染力、豐沛的文化藝術創造力、廣泛的
文化藝術輻射力。需要苦練 「內功」，用更多更好的
作品和項目 「話事」，才能 「請得進來」 「走得出
去」，擁有與國際文化藝術對話的實力。 「香港要更
好發揮中西文化交流的紐帶作用，努力成為中外文化

藝術各領域 『打卡點』，把帶有港產標識的文化藝術
產品和服務遠播世界更多角落。」

政府社會市場需協同發力
對於提升 「文化魅力」，她表示，香港要尋找自己

的 「文化主場」，築牢自己的文化根基。香港曾擁有
一批有世界影響力的文化大家，也曾湧現過一批有
廣泛傳播力的經典作品。饒宗頤、金庸、王家衛的
作品，之所以能傳諸於世、傳之久遠，是因為有共
同的根和魂，最動人處都飽含對中華文化的深沉之
愛。唯有 「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古為今
用、洋為中用，辯證取捨、推陳出新，實現中華文化
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才能在世界文化激蕩中
站穩腳跟，讓充滿時代特點的 「中國氣派」 「中國故
事」喚起更多 「溫情與敬意」。

關於激發 「文化活力」，她指出，文化藝術不是一
般商品，具有公共產品屬性。文化產業的發展，需要
政府、社會、市場各盡其責、協同發力。中外文化藝
術交流中心，將會是文化盛會的舉辦地，也是重大活
動的組織者；是優秀作品的孕育地，也是藝術潮流的
引領者；是創意人才的集聚地，也是創新創造的大本
營。實現這些目標，讓 「文化」成為香港未來發展關
鍵詞，需要政府通過頂層設計協調社會、引導市場，
三方攜手激發這座城市的創造活力。

革故鼎新，打開新的上升空間，才能防止 「歷史優
勢」成為 「歷史包袱」，才能避免 「歷史性機遇」成
為 「歷史性遺憾」。盧新寧強調，香港發展中外文化
藝術交流中心， 「只有積極謀篇布局，才能確保落子
成局」。

盧新寧：讓「文化」成香港發展關鍵詞

嘉賓發言節錄

由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香港會員總會舉辦的 「融
通中外‧文明互鑒」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高峰論壇昨日在會展中心舉行。林鄭月娥、國家文化
和旅遊部副部長張旭、中聯辦副主任盧新寧等嘉賓發
表演講。

力打造世界級博物館群
林鄭致辭指出，要進一步發展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

術交流中心，特區政府會推動4項策略性工作和採取
一系列具體措施。

第一，建立世界級的文化設施和多元文化空間。西
九文化區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型的文化建設項目，將
成為香港文化的新地標，其中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將
於明年開幕，世界各國遊客及本港市民將可觀賞難得
一見的國家級珍品，並聯同年底開幕的M+博物館、
香港藝術館，將會在九龍半島鼎足而立，形成博物館
群，為遊客帶來文化旅程。

第二，政府致力與海外著名文化機構建立緊密關
係。香港至今已與 20 個國家簽署文化合作諒解備忘
錄，有助加強雙方文化上的聯繫，促進彼此的文化合
作。香港已成功爭取在2022年主辦國際演藝協會年中
會議，亦是亞洲首個兩次成功申辦這項國際盛事的城
市。

持續推動兩地文化交流
第三，特區政府持續推動香港與內地的文化交流。

特區政府與文化界可利用香港方便通達的平台，以及
與內地的頻繁聯繫，吸引不同類型的文化活動在港舉
行，向世界展現中華文化。康文署將與中國美術館、
南京博物院等方面合作，商議提供文物赴港展出，增
加各地觀眾認識中國文化，康文署會繼續加強與粵港
澳大灣區內不同院線溝通，與院線營造新品牌，為本
地藝團提供更多演出機會。

第四，善用科技及培養人才。特區政府已成立跨部
門藝術科技專責小組，制訂發展和推進藝術科技的策
略和措施。各個相關政策局轄下不同的基金或計劃，
已預留逾1億元供有意推動藝術科技的人士申請，即
將落成的東九文化中心定位為推動藝術科技發展的場
館，將設有最新的舞台設備及系統。

林鄭說，要打造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有必要先建立港人、特別是青年人的國民身份認同和
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嚮往。因此，有效的教育引
導、輿論宣傳和社會文化薰陶至為重要，這不單是藝

術機構和藝術工作者的使命，也應該是教育界、傳媒
和社會團體的共同責任。特區政府會與各界共同努
力，用好香港在 「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勢，用好國
家在 「十四五」規劃的支持，達致國家主席習近平所
說的 「堅定文化自信，用文藝振奮民族精神，實現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

國家藝術基金對港澳全面開放
張旭表示，國家 「十四五」規劃提出，支持香港鞏

固提升競爭優勢，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特別提出
「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是中央政

府對香港在國際藝術文化交流領域所作貢獻的充分肯
定，也是對當前香港迫切發展需求的積極回應，為香
港未來發展明確新定位、培育新優勢。

他表示，2021 年起，國家藝術基金對港澳全面開
放。文化和旅遊部也在積極推動內地優秀藝術考級機
構與香港機構合作，開展藝術培訓和考級；會同中國
文學藝術界聯合會認真研究向港澳文藝工作者開展職
稱評審的相關政策，將港澳納入國家藝術系列職稱評
審體系。希望廣大香港文化藝術工作者用好上述政
策，為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貢獻力量。

就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張旭分享3點
思考：一是促進文明互鑒，發展中外人文思想交流中
心。香港承擔提升國家軟實力和中外影響力的重要
責任，要堅定文化自信，堅守文化立場，傳承和弘揚
好中國優秀文化遺產，把握國家及大灣區發展機遇，
以中華文化為引領，深化與內地文化交流，發揮中西
文化紐帶作用，講好當代中國故事，講好 「一國兩
制」成功實踐的香港故事。二是加強創新引領，建設
中外文化創意產業交流樞紐。香港文化創意產業有良
好的發展基礎，進入創新驅動經濟增長階段，具有知
識型、創意型及服務型特點的文化創意產業，可以成
為香港經濟增長的新亮點。三是加快人才聚集，打造
中外文化人才高地。要發展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不僅體
現在推出文化產品，而且體現在培養和造就大批優秀
文化人才。要優化人才發展環境，香港把握大灣區建
設機遇，便利香港人才到大灣區就學、就業、創業，
發揮自己的價值，尋找到獲得感。

此外，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香港文聯會長馬逢
國、香港文聯常務副會長霍啟剛等亦於論壇發言。當
天，林鄭月娥還在禮賓府與張旭會面，期望未來在新
冠疫情受控情況下，與文化和旅遊部重新推動內地與
香港的跨境旅遊。

政府四措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林鄭：建立港人國民身份認同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道：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國家 「十四五」
規劃綱要首次將香港的文化定位寫進去，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特
區政府將從四方面推動策略性工作，分別是建立世界級的文化設施和多元文化空
間、致力與海外著名文化機構建立緊密關係、持續推動香港與內地的文化交流、善
用科技及培養人才。林鄭並強調，要打造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有必要
先建立港人、特別是青年人的國民身份認同和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嚮往。

▲ 「融通中外‧文明互鑒」 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高
峰論壇昨日舉行。 政府新聞處

國家 「十四五」 規劃綱要首
次提出，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
化藝術交流中心。這是對本港

中西文化薈萃之地優勢的肯定，也是對未來發展的
更高期待，希望港能夠成為樞紐，提升文化交流層
級，擴大輻射力和影響力，發揮獨特功能和作用，
促進中華文化與國際間的交流。香港承擔新角色新
功能，機遇重大不容錯失，必須主動謀劃，開拓創
新，更堅實地推動本港在全球文化藝術界的地位。

「融通中外‧文明互鑒」 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
交流中心高峰論壇昨舉行，提出不少真知灼見。特
首林鄭月娥致辭表示，香港具備中外文化薈萃的特
色和優勢，加上廣泛的國際脈絡，有能力匯聚海內
外和本地人才，成為促進中華文化在國際間影響力

的平台。的確，香港根植於中華傳統，融合並豐富
西方文化，匯集了眾多文化藝術人才並擁有文化特
性明顯的文化區。例如有數以千計民間文化藝術團
體和蓬勃的文藝活動；定期舉辦的文化盛事及展覽
種類繁多，不少深具國際影響力；擁有演藝、影
視、動漫、文字出版等各方面的人才。在硬件方
面，西九文化區建設持續推進，香港故宮文化博物
館和M+博物館即將開幕。此外，香港也是全球第
三大藝術品交易中心。這些優勢和資源，為港建設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打下堅實基礎。

作為開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的最佳選擇地，香港
需要進一步發揮優勢，努力發展為世界各地文化機
構交流合作的平台。林鄭表示，將以四策推動，包
括建立世界級的文化設施和多元文化空間，致力與

海外著名文化機構建立緊密關係，持續推動香港與
內地的文化交流，以及善用科技和培養人才。這些
工作已在持續推進，並得到國家大力支持，如國家
藝術基金開放香港藝術機構和工作者申請，內地多
所著名藝術學院納入 「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
計劃」 等。在國家規劃和政策的加持下，香港文化
藝術發展前景廣闊，大有可為。而要用好國家支
持，香港亦應更好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建立港人、特別是青年人的國民身份認同。

加速打造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香港仍須努
力，中聯辦副主任盧新寧昨就此發表了精彩精要的
論述，即增強 「對話實力」 、提升 「文化魅力」 、
激發 「文化活力」 。她指出，香港需要苦練 「內
功」 ，用更多更好的作品和項目 「話事」 ，才能

「請得進來」 「走得出去」 ，擁有與國際文化藝術
對話的實力；要尋找自己的 「文化主場」 ，築牢自
己的文化根基，實現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
性發展，才能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要讓
「文化」 成為香港未來發展關鍵詞，需要政府通過

頂層設計協調社會、引導市場，三方攜手激發這座
城市的創造活力。

努力發力 「三力」 ，建設文化香港，促進中外文
化藝術交流，東西方文明互鑒，打造兼容並蓄、影
響宏大的交流樞紐，既為國家軟實力提升作出重大
貢獻，也為本港開拓更廣闊的文化發展空間。那
麼，香港在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之外，必將
增戴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新桂冠！

促進文化交流 香港可成樞紐

香港商報評論員 周武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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