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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董事局自2008年成立，乃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最高管治及執行
機構，M+博物館為其下轄機構之
一。然而，作為管理多個藝術項目
和機構的董事局，其成員除了民政
事務局局長、發展局局長和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局長三位公職人員及後
補公職人員以外，餘下的17位非公
職人員，只有兩位算得上是藝術界
人士，其餘大多數來自商界，佔近
65%（見表）；其次是法律界、工
程界和政界。

董事局主席唐英年曾擔任多個
政府公職，均與藝術無關。自董事
局成立以來一直留任、 「萬年不出
局」 的副主席夏佳理，出身於法律
專業，長期活躍於香港商界及司法
界。唯一一個與藝術最相關的董事
局成員，則是黑氏古玩業的第二代
掌舵人──黑國強，官方網頁介紹
他對鑒定和修復中國古代古典傢具
尤其熟悉。

對專業審美和市場價值易誤判
香港油畫研究會主席、中國美

術家協會會員林鳴崗在早前寫給政
府的公開信中表示，就目前香港西
九文化區的發展來看， 「外行領導
內行」 的情況令人擔憂。他指出，
這會產生對專業審美意識、市場價
值的理解和認識的嚴重誤判。 「雖
然他們在其他方面可能很優秀，但
是在日益複雜、多變的全球化語境
之中，沒有非常高的人文、政治、
文化、藝術、經濟方面的素養，很
難可以擔負這樣的重任。」

洋總監管戲曲 汪明荃憤怒
此外，在涉及中國傳統文化及

香港本地文化方面的項目，當局亦

聘用不少外籍人士作為管理層，例
如香港M+博物館館長華安雅連中文
都不懂，令本地藝術家難以相信她
能勝任。又例如，西九文化區管理
局於2017年委任外籍人士方美昂
（Ms Alison Friedman）擔任表
演藝術總監，同時領導戲曲、舞蹈、
戲劇及音樂等團隊，令八和主席汪
明荃感到不滿。

汪明荃指出，戲曲是百分百的
中國藝術，惟西九提供的資料未能
顯示方美昂對傳統戲曲有深入的認
識。目前身在橫店拍戲的羅家英接
受大公報記者訪問時表示，戲曲屬
於中國傳統藝術的一部分，再者西
九文化區又在香港，宜聘用本地具
豐富戲曲人士出任。

西九文化區M+博物
館問題多多。依規
定，購買5000萬元以
上的藏品需經過西九
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
審批。專家指出，其
決策者不僅要懂內行，
而且要懂香港，了解中國
文化。但是，洋人主導，外行領導內行是西九
長期存在的一大問題。西九董事局24名成員中
只有兩位與藝術沾邊的人士。當局聘請了不少
不懂中文的外國人當管理層，部分人甚至主管
中國戲曲等領域，開會討論中國文物或古典戲
曲，用的全是英文，為的是遷就外國人老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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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僅兩人與藝術沾邊 洋人高層不懂中文

藝術家轟西九管理局外行領導內行

納稅人的大量資金，一次次收藏
了一些莫名其妙的 「藝術品」 ，
令人目瞪口呆！痛心疾首！

香港西九文化區的領導班子，以西九文化區19位董事
局成員之中（M+博物館也是老外把持），居然只有2
位算得上是藝術圈的人士，其他17位都是外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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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界：希克模式有負面影響

M+：安排展品首要標準是不能違法

現任西九董事局人員
大部分非來自藝術界

姓 名

唐英年（主席）

夏佳理（副主席）

查燿中

陳智思

范鴻齡

霍經麟

馮英偉

黑國強

李慧敏

盧偉國

伍婉婷

潘楚頴

譚允芝

杜彼得

溫文儀

馮程淑儀

許美嫦

註：公職人員不計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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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殷向善報道：《大
公報》早前揭露，在M+博物館受爭議的展
品中，一幅由反華藝術家艾未未以中指舉
向天安門的照片，來自瑞士收藏家烏利希
克（Uli Sigg）。他把早年收購時沒有市場
價值的47件藏品，以1.77億元賣予M+。

現年75歲的烏利希克在上世紀70年代
被瑞士公司派到中國成立中歐合資企業，
從80年代起他有系統性地收集中國當代藝
術家作品。早年接受訪問時，他稱 「藝術
品在（80年代的）中國根本沒有市場價
值」 ，並將眾多買回的藝術藏品運回瑞士
家中，其中不少作品涉及抹黑及羞辱中國

政府，部分更出自反華藝術家之手。
1995年希克出任瑞士駐華大使，曾表

示從沒想過轉售藝術品致富，稱 「一心想
着將來要還給中國」 。2012年，他將1500
多件收藏品以 「半買半捐」 的方式，將部
分藏品以1.77億元 「平賣」 給M+，兌現他
所謂 「還給中國」 的承諾。

希克與M+協議設「附加條件」
據說，在曾蔭權當特首的年代，夏佳

理獲委任進入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
其女兒（應為繼女兒徐文玠，亦即現任西
九文化區M+購藏委員會成員）是個文化藝

術經紀，當年與希克熟稔。根據西九文化
區管理局網頁資料，徐文玠於2005至2019
年間，亦即M+收購希克作品時期，擔任西
九文化區博物館工作小組、博物館委員會、
臨時購藏委員會及M+董事局成員。

然而，烏利希克與M+的協議中設有 「附
加條件」 ，館方必須劃出近五萬呎展場展
示希克的收藏品，佔M+總面積約十分之
一，他更獲委任為M+董事會成員及M+
購藏委員會成員，參與管理博物館事務。
有收藏界人士擔心， 「希克模式」 會否讓
西方藝術資本對中外文化交流構成負面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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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內只有兩位與藝術沾邊的人士，有藝術界人士直指
是 「外行領導內行」 。

大公報記者 苑向芹、陳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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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一群藝術家聯署發信給特區政府，
對西九領導班子缺乏文藝專才表示擔憂。

世上最大的人權工程促進文化交流 西九應回歸正道

龍眠山

西方國家常以 「人權」 問題作為
攻擊中國的工具，將中國說得一無是
處，然而這充其量只能反映西方的傲
慢與偏見。事實上，最重視人權的是
中國，世界上最大的人權保障工程、
最成功的人權實踐也在中國。

由大公文匯傳媒集團主辦的 「決
勝之路——港澳同胞參與國家脫貧攻
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紀實」 展覽一連
三日假灣仔會展中心一樓舉行，豐富
的展品、詳盡的說明，再現了國家如
何在過去短短八年內實現近1億農村
貧困人口脫離貧困，提前10年實現聯
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減貧目
標。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消滅絕對貧
困，其波瀾壯闊，其成就巨大，其影
響深遠，令人驚嘆，因此被形容為
「人間奇跡」 。中國減貧的成功壯舉

是對世界減貧的貢獻，為其他國家的
促進人權工程提供了示範。

中國政府始終以人為本，執政為
民，將人的生存權、發展權放在第一
位。新冠疫情爆發後，全球再次見證

中國盡一切努力救死扶傷，以最快速
度控制疫情，恢復經濟增長。中國不
僅自救，而且本着 「全球命運共同
體」 的原則，向世界各國提供大量醫
療物資，接受中國疫苗援助的國家已
達50個。正如有人指出，生命是第一
人權，如果命都沒有了，人權又從何
談起？

在中國的土地上，沒有戰亂恐
怖，沒有顛沛流離，14億人過着幸
福、安康、自由的生活，這是不爭的
事實。中國在人權保護方面走出自己
的路，重新詮釋了 「人權」 的定義。
最諷刺的是，一些西方國家長期無視
貧富懸殊問題，更無視應對疫情的不
作為或亂作為而釀成的巨大人道災
難，反而轉移焦點，以 「人權」 為藉
口攻擊中國，說三道四，這是多麼的
虛偽，又是多麼的可悲。

展覽活動有助香港市民了解國家
的發展與進步，識破別有用心者製造
的謠言，必能增加民族自
豪感及對國家的向心力。

M＋博物館以天價收購 「偽術
品」 、部分藏品意識不良以及西九文
化區管理不當等問題，早就備受詬
病。一百多名本地文化界人士曾聯名
寫信要求正視有關問題，亦提出不少
改善建議，可惜一直石沉大海。如
今，隨着傳媒跟進報道，公眾對西九
及M＋亂象的廣泛關注，事情出現轉
機。特首林鄭昨日表示，如果文化工
作與法律有衝突，便需要嚴肅及認真
處理。正視問題，是解決問題的開
始 。

事實上，香港不僅是國際金融中
心，也是中西文化薈萃之地，這正是
「一國兩制」 下香港的重要特色。中

央非常重視保持香港的特色，在國家
「十四五」 規劃中，支持香港發展中

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西九文化區生
逢其時，承擔新的使命，它將成為中
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使香港特色
進一步發揚光大。

其實香港有很多優秀的本地文化
與藝術人才，但在港英時代，瀰漫濃

厚的崇洋媚外風氣，本地藝術家被邊
緣化，有志難伸，加上香港沒有大型
文 化 設 施 ， 其 作 品 難 登 「大 雅 之
堂」 。今後就不同了，依託西九文化
區這個重要園地，一方面促進中外文
化藝術交流，一方面培養本地人才。
國安法落實後，香港社會穩定、政治
穩定，天時、地利、人和俱備，必能
發展成為文化重鎮。

百花齊放春滿園。藝術家需要在
自由自在的環境中創作，而香港的創
作氛圍也一直寬鬆。然而，自由並非
絕對，藝術創作也不是沒有邊界，最
起碼是不能違反法律，不能違背公序
良俗，不能挑戰國家主權、安全與發
展利益。毋庸諱言的是，的確有一些
人熱衷於掛藝術之羊頭，賣政治之狗
肉，他們將創作自由歪曲為宣傳政治
主張甚至侮辱國家民族的自由、 「洗
腦」 的自由。M＋部分展品被指 「低
劣」 ，近乎 「垃圾」 ，譬如有人展示
自己裸體不過癮，還要展示一群未成
年人的裸體，這就叫創作？對着天安

門舉起不文手勢，這就叫藝術？高價
購入外國 「爛裝修」 ，這就叫文化交
流？浪費公帑搜羅一些不知所謂的藏
品，是無法向市民交代的。

西九是公眾博物館，應該為公眾
服務，豐富市民文化生活及提升其藝
術品味。西九決不能異化為別有用心
者傳播政治偏見、煽動仇恨甚至違法
的平台，也不能成為純粹滿足小眾愛
好的私人博物館。說穿了，那些水平
低劣的作品旨在表達個人政治理念，
討國際反華勢力的歡心，提供攻擊中
國的彈藥，這不是藝術，而是對藝術
的褻瀆。與其說那些人是藝術家，不
如說是藝術騙子。

M＋及西九問題首先是專業問
題，其次是法律問題。不要一提到審
視M＋藏品及檢討西九管理，就動不
動攻擊是 「壓制創作自由」 、 「一國
一制」 ，事實上這恰恰是維護 「一國
兩制」 及發揚香港特色的必要之舉。
西九，必須回歸到促進文化藝術發
展、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的正道上來。

【大公報訊】西九文化區M+博物館即
將開幕，部分展品內容涉及色情淫穢以至
反華辱國，事件經曝光後引起社會極大關
注，各界及市民普遍質疑西九當局濫用納
稅人公帑購入低劣藏品，且部分內容有違
反色情物品管制條例及國家安全法之嫌，
必須追究到底。

就有關公眾關注，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消息人士昨日主動接觸傳媒作出解釋。據
稱，有關艾未未的作品屬於 「希克系列」
的捐贈部分，並非以公帑購買；而M+博物

館擬定的展出中，近日引起爭議的朝向天
安門 「舉中指」 及艾未未本人裸像、婦女
裸像及僧尼肖像等，將不在展品名單之內。
該消息人士強調，M+博物館安排展品的首
要標準，是不能違法。

消息人士並稱，該館藏品約八千件，
其中百分之二十四為本港藝術家作品，館
內亦有香港展品館專區，專門陳列港產藝
術品。

據悉，西九文化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
下周一將舉行記者會及邀約立法會議員到

M+博物館參觀，回應有關藏品、展品的問
題。目前，西九管理局高層幾盡為洋人天
下，決策上片面強調所謂 「藝術自由」 、
「表達自由」 ，問題已引起董事局及特區

政府相關部門的關注。
「十四五」 規劃綱要中，香港獲支持

發展 「中西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未來特
區政府對如何準確有效落實好此一重要機
遇同使命，發揮應有作用，必須認真抓緊
及嚴肅處理，絕不能讓 「舉中指」 之類貨
色魚目混珠，褻瀆藝術，辱國害港。

▲八和主席汪明荃曾對由外籍人
士擔任表演藝術總監表示不滿，
明言戲曲是百分百的中國藝術。

管理層多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