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搭
建
橋
樑

一
方
紫
禁
城
，
古
今
多
少
事
。
隨
着
香
港

故
宮
文
化
博
物
館
七
月
正
式
開
幕
，
九
百
多
件

來
自
北
京
故
宮
的
館
藏
即
將
揭
開
它
們
神
秘
的

面
紗
。
有
展
品
，
就
需
要
有
策
展
人
，
香
港
故

宮
文
化
博
物
館
有
五
個
常
設
展
廳
，
四
個
主
題

展
廳
，
其
中
還
有
兩
個
是
與
香
港
相
關
的
展

廳
。
一
眾
來
自
五
湖
四
海
的
香
港
故
宮
文
化
博

物
館
策
展
人
，
用
他
們
的
才
智
，
做
研
究
、
講

故
事
，
力
求
在
皇
家
珍
藏
與
民
間
日
常
之
間
建

立
對
話
渠
道
，
剖
析
這
些
文
物
的

﹁前
世
今

生
﹂
。

大
公
報
記
者

劉
毅
、
徐
小
惠

多
元
團
隊

專訪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策展人

2022年5月8日
星期日

責任編輯：黃 璇
美術編輯：劉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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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明璋（Danny）今次負責 「同賞共樂──穿越
香港收藏史」 展廳的策展，他希望能夠在呈現文物的
故事性的同時，將香港本地的味道展現出來，展示文
物背後體現的雙重故事。這場展覽將展示十九世紀和
二十世紀初至今的香港收藏歷史，當中既包括觀眾喜
歡看的珍品，也包括能反映香港社會階段風氣的文
物。

對於策展人來說，香港這座現代化中西結合的城
市，與歷史厚重的故宮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呢？Danny
認為，既有物質的關聯，也有人物的關聯。

「香港因為是文物交易很發達的地方，所以很多
以前在清宮的文物都在香港停留過。一九五○年代國
家文物局創立了一個小組，在香港收購一些清宮舊藏
的文物，從這個時候已經可以看到兩地有了物質上的
流通和關聯。」 除此之外，Danny提到，二十世紀以
來，很多和故宮關係密切的人物來到香港定居，比如
胡惠春，是當年上海博物館的創辦人之一，也擔任過
故宮瓷器籌備委員會的成員，所以可以看到在人的流
動上也和故宮有很多淵源。此外， 「故宮博物院在香
港近二十年來至少辦過十五個展覽，展覽也是一個非
常重要的交流方式。因此可以說香港和故宮的淵源是
非常有歷史的，方式也是非常多元的。」

「我們是一個新的博物館，所以我們沒有包袱，
輕裝上陣。」 二○二一年三月成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
館首席研究員的焦天龍面帶笑意說道。

擁有內地背景，且在香港及美國擁有逾二十年策
展經驗的焦天龍，如今負責發展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藏品、展覽及出版方面的策略規劃，他希望能夠以此
促進中國文明和世界的對話。去年焦天龍正式履職香
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之時，很多項目都已經確定，他要
做的是對這些任務進行具體的調整。 「比如說如何寫
標籤，如何以盡可能合理、全球觀眾最能接受的方式
寫標籤？」 焦天龍希望觀眾能夠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
館有一個很好的藝術體驗，在這個前提之下，再對單
件文物能夠有更深的了解。

據焦天龍介紹，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此番將採用
輪展的方式，將九百多件展品全部呈現給公眾。 「這
些展廳最長的展期有兩年，大部分展品也會展出一到
兩年；如馬文化展則會展出六個月；但有的展品，如
一些國寶只展三個月；而書畫的展期則不能超過一個
月。」 同時他坦言，在策展的過程中面臨的最大挑戰
是疫情，比如場館中設計的一些打卡拍照的體驗，可
能會因為觀眾不得不戴口罩而受到些許影響。

作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首席研究員，焦天龍表
示，當前香港故宮的研究團隊有近三十人，雖然都是
中國歷史和中國藝術史專業，但背景來自世界各地，
帶來各自不同視角。在研究方面，焦天龍希望能夠以
展覽帶動研究；同時他還希望研究能夠具備香港視
角、香港基礎，比如展現香港收藏的展品在保護、推
廣中國文化過程中做出的貢獻。另外， 「我們有兩個
展廳和香港有關，還請了三十七位藝術家和宮廷傳統
文化之間進行對話。」 焦天龍續稱，未來會盡可能多
展國寶和重要的展品， 「博物館是視覺衝擊，我們要
以文物講故事，再在展覽設計上吸引大家、吸引受
眾。」

最後，焦天龍還透露，當前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已經有了自己的收藏，會在未來正式發布。他表示，
館藏的門檻很高， 「以中國古代藝術為主，質量不亞
於世界任何其他博物館的收藏。」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副研究
員楊煦。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助理研
究員陳麗安。

香
港
故
宮
文
化
博
物
館
副
研
究
員
、
策
展
人
之
一
的

楊
煦
，
從
小
就
在
北
京
﹁皇
城
根
﹂
下
長
大
，
對
於
故
宮

自
有
一
份
情
意
結
，
後
又
於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研
讀
建
築
史

專
業
博
士
學
位
，
專
研
中
國
傳
統
建
築
與
園
林
藝
術
。
他

應
聘
成
為
香
港
故
宮
文
化
博
物
館
策
展
人
已
快
兩
年
，
見

證
香
港
故
宮
文
化
博
物
館
由
塵
土
飛
揚
的
地
盤
工
地
，
逐

步
興
建
成
型
，
直
至
破
海
而
出
，

﹁從
讀
書
到
留
港
工

作
，
已
歷
十
年
之
久
，
香
港
就
是
我
的
第
二
故
鄉
。
二○

一
七
年
畢
業
那
年
，
我
在
港
鐵
東
鐵
線
上
看
到
香
港
要
建

故
宮
文
化
博
物
館
的
消
息
，
而
我
又
是
研
究
明
清
畫
家
建

築
，
心
情
真
的
無
比
激
動
。
﹂
楊
煦
談
及
加
入
團
隊
初
衷

時
表
示
。

楊
煦
合
作
夥
伴
、
香
港
故
宮
文
化
博
物
館
助
理
研
究

員
陳
麗
安
於
英
國
取
得
藝
術
史
與
考
古
學
碩
士
學
位
後
，

曾
任
職
於
新
加
坡
亞
洲
文
明
博
物
館
，
後
來
到
香
港
工

作
，
主
要
研
習
康
雍
乾
時
期
宮
廷
與
民
間
的
藝
術
交
流
，

﹁當
時
我
是
因
為
工
作
來
到
了
香
港
，
在
得
知
招
聘
消
息

後
，
就
產
生
了
很
大
的
興
趣
，
投
入
簡
歷
後
，
就
參
加
筆

試
、
面
試
，
加
入
團
隊
已
有
兩
年
零
七
個
月
，
感
受
最
強

烈
的
是
，
要
直
面
各
種
高
強
度
的
工
作
，
一
天
二
十
四
個

小
時
都
不
夠
用
。
﹂

用
新
鮮
手
法
講
故
事

香
港
故
宮
文
化
博
物
館
共
設
九
個
展
廳
，
楊
煦
主
修

建
築
、
陳
麗
安
主
修
宮
廷
文
化
，
這
兩
方
面
都
是
香
港
故

宮
文
化
博
物
館
開
幕
展
之
一
﹁龍
顏
鳳
姿
—
—
清
代
帝
后

肖
像
展
﹂
的
重
要
組
成
部
分
，
故
而
二
人
合
作
策
展
可
謂

相
得
益
彰
。
且
不
論
是
展
品
圖
錄
，
抑
或
是
多
媒
體
影

像
，
他
們
秉
承
的
原
則
是
忠
於
史
實
，
在
兩
年
策
展
時
間

中
，
不
斷
查
閱
史
實
，
並
與
其
他
諸
如
設
計
團
隊
等
溝

通
，
告
知
想
法
和
需
要
呈
現
的
效
果
，
﹁雖
然
我
現
在
在

北
京
，
但
也
是
為
開
館
做
準
備
，
且
與
香
港
同
事
積
極
溝

通
，
形
成
香
港
、
北
京
兩
方
面
共
同
推
動
開
展
。
﹂
楊
煦

道
。
陳
麗
安
也
道
：
﹁我
們
想
試
試
用
一
種
新
鮮
手
法
表

達
展
品
故
事
。
﹂

楊
煦
憶
述
甫
加
入
團
隊
、
開
始
策
展
時
的
情
形
：

﹁當
時
知
道
要
展
出
這
些
清
代
帝
后
肖
像
，
即
有

﹃食

材
﹄
，
但
要
想
如
何
去
﹃做
﹄
。
故
宮
博
物
院
共
存
放
十

幾
位
清
代
皇
帝
、
二
十
多
位
皇
后
肖
像
，
就
算
我
們
都
借

過
來
，
也
可
以
。
但
如
此
一
來
，
就
難
免
乏
味
了
。
所
以

我
們
就
在
想
，
可
否
試
試
少
些
文
物
，
只
有
兩
三
件
，
大

到
祭
祀
場
景
的
建
築
特
色
，
小
到
隨
從
佩
戴
器
物
和
衣

帽
，
分
別
從
不
同
研
究
角
度
解
讀
同
一
件
文
物
。
﹂

陳
麗
安
也
補
充
道
：
﹁我
們
會
探
尋
肖
像
蘊
含
的
意
義
，

及
其
反
映
的
宮
廷
祭
祀
傳
統
、
傳
統
修
復
工
藝
等
等
，
也

會
講
講
畫
帝
后
肖
像
的
禮
儀
，
畫
家
動
筆
，
需
要
先
由
欽

天
監
選
定
黃
道
吉
日
後
，
才
能
繪
製
帝
后
御
容
。
﹂

﹁雖
然
只
是
帝
后
肖
像
，
但
我
們
不
僅
僅
是
展
出
他

們
的
面
容
，
更
重
要
的
是
展
示
其
代
表
的
﹃國
之
大
事
，

在
祀
與
戎
﹄
的
禮
制
載
體
。
﹂
楊
煦
續
稱
：
﹁這
些
肖
像

原
本
是
祭
祀
所
用
，
它
們
被
供
奉
在
景
山
壽
皇
殿
。
我
們

想
真
實
呈
現
當
時
的
祭
祀
場
景
，
為
了
完
成
這
一
目
標
，

我
們
進
行
了
大
量
研
究
學
習
工
作
，
甚
至
前
往
天
津
大
學

尋
找
實
地
勘
測
的
3D
壽
皇
殿
圖
形
。
﹂

提
及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宮
牆
和
琉
璃
瓦
，
不
少
人
都
從

不
同
視
角
進
行
拍
攝
，
譬
如
俯
瞰
和
鳥
瞰
。
楊
煦
和
陳
麗

安
也
想
到
用
一
個
壽
皇
殿
的
外
景
多
媒
體
影
像
表
現
當
時

的
祭
祀
場
面
，
但
如
何
在
視
角
上
推
陳
出
新
，
卻
是
個
難

題
。
後
來
，
陳
麗
安
就
建
議
道
：
﹁落
雪
的
北
京
很
美
，

不
如
我
們
做
一
個
壽
皇
殿
雪
景
吧
。
﹂

思
及
此
，
二
人
遂
開
始
構
想
，
卻
並
非
天
馬
行
空
隨

意
挑
選
一
個
下
雪
時
節
，
而
是
嚴
格
遵
循
歷
史
，
﹁我
們

要
做
一
個
光
緒
朝
某
年
正
月
初
一
祭
祀
的
場
景
，
但
要
確

認
真
的
有
一
年
正
月
初
一
下
雪
才
敢
操
作
。
隨
後
我
在
檢

索
文
件
時
，
真
的
被
我
通
過
翁
同
龢
的
日
記
找
到
光
緒
十

八
年
正
月
初
一
下
了
雪
。
﹂

策
展
兼
顧
香
港
視
角

雖
然
展
品
由
故
宮
博
物
院
借
出
，
但
楊
煦
與
陳
麗
安

在
策
展
之
時
也
同
樣
兼
顧
到
香
港
視
角
，
﹁香
港
不
少
高

校
都
有
清
代
宮
廷
文
化
研
究
課
程
，
就
連
我
們
平
日
用
到

的
一
本
重
要
參
考
書
《
清
宮
內
務
府
造
辦
處
檔
案
總

匯
》
，
雖
是
被
收
藏
在
中
國
第
一
歷
史
檔
案
館
，
卻
是
由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文
物
館
編
纂
，
足
見
香
港
本
地
大
學
對
於

清
代
文
化
研
究
之
深
。
再
加
上
香
港
盛
行
的
粵
劇
、
中
醫

學
，
其
觀
念
都
是
東
方
文
化
，
所
以
香
港
與
內
地
一
樣
，

他
們
的
文
化
都
共
同
建
基
於
中
國
文
化
底
色
之
上
，
所
以

很
容
易
產
生
對
話
，
區
別
在
於
我
們
如
何
通
過
展
覽
拉
近

皇
家
文
化
和
民
間
生
活
之
間
的
距
離
。
﹂
楊
煦
表
示
。

有
鑒
於
此
，
在

﹁龍
顏
鳳
姿
—
—
清
代
帝
后
肖
像

展
﹂
第
四
部
分
，
主
要
展
示
皇
家
生
活
輕
鬆
一
面
，
楊
煦

介
紹
：
﹁香
港
觀
眾
可
以
看
到
皇
家
也
有
遊
玩
、
娛
樂
，

以
及
展
現
親
情
的
肖
像
圖
景
，
我
們
更
在
展
廳
安
排
了
遊

戲
﹃小
彩
蛋
﹄
，
觀
眾
可
以
參
與
其
中
，
親
身
體
驗
皇
家

放
鬆
的
文
化
方
式
。
﹂

陳
麗
安
則
以
設
計
今
次
展
覽
視
角
，
來
解
讀
她
心
中

的
香
港
角
度
：
﹁之
所
以
我
們
今
次
會
選
擇
這
樣
的
策
展

方
式
，
也
是
考
慮
到
香
港
觀
眾
可
接
受
寬
廣
的
觀
賞
尺

度
。
﹂訪

問
尾
聲
，
楊
煦
還
透
露
，
開
幕
展
後
會
有
一
個
建

築
園
林
的
展
覽
，
會
進
一
步
建
立
香
港
故
宮
文
化
博
物
館

與
香
港
城
市
之
間
的
關
聯
，
﹁我
們
發
現
其
中
有
一
棟
建

築
的
照
片
，
最
早
是
由
一
位
香
港
攝
影
師
拍
攝
，
發
現
後

難
掩
興
奮
，
沒
想
到
在
十
九
世
紀
下
半
葉
，
居
然
有
一
個

香
港
人
去
了
北
京
，
拍
下
了
在
攝
影
術
傳
入
中
國
後
的
第

一
張
照
片
。
﹂

圖
片
：
香
港
故
宮
文
化
博
物
館
提
供

博物館是視覺衝擊
要以文物講故事

香港與故宮的聯結

◀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
首席研究員
焦天龍。

◀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
助理研究員
程明璋。

▶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
地下中庭效
果圖。

▶ 「縱橫連
結——香港
故 宮 」 展
位。

▶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
於二○二一
年香港書展
期間舉行講
座，加深公
眾對博物館
的認識。

▶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
外觀。

剖
析
文
物
﹁
前
世
今
生
﹂

的
故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