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藝術交流
特區政府加強大灣區藝術

演團、演藝學校及文博機構交
流，支持博物館合作策展，便利
藝術演團在大灣區演出。

特區政府推動中外文化交流
互鑒，鼓勵香港發揮中西方文化
交流平台作用，弘揚中華優秀

傳統文化。

人文灣區
香港有為

▶香港中樂
團在上海國際
藝術節 「香港文化周」
演出。 新華社

A8 二十大
奮進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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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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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現代化
香港新機遇

❺

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
標識和文化精髓，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
系，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
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
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
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深化文明交流互鑒，
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中共二十大報告

灣區潛力無限
影視產業掘金

全國政協委員、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文化與傳播學院副院長郭
媛媛在接受大公報訪問時表示，經過長時間市場經濟的薰陶，香
港在文化產業資源的開發、創新和產品構建，以及市場推廣、文
化傳播等方面都有先天優勢。

郭媛媛說，港澳業界可利用成熟的產業經驗和既有的國際市
場條件積極投身到文化建設當中，盡可能在文化生產方面盤活資
源、整合要素、開發產品、創新模式，搭建文化的傳播渠道、平
台，更好地幫助中國文化產品向國際銷售、傳播，大有可為。

內地與港澳藝術文化青年聯盟秘書長、藝文國際控股有限公
司行政總監李國輝亦提到，香港具備很好的管理經驗，如內地某
個城市建設文化產業園區需要一個好的管理體系，香港就能提供
很多優質經驗。其次，香港在創意方面也有着自己獨特的優勢，
可將內地的地方文化、飲食文化進行包裝，帶到國際舞台上去。

版權保護經驗 保障創作自由
另外，香港在服務體系、開發體系和運營體系等方面都具備

一定經驗。作為先行者，香港還可在數字版權保護方面為內地提
供專業服務，保障創作自由，同時為元宇宙等新興文化產品的版
權保護提供試驗田。

曾在內地從事多年文藝相關工作的李國輝將關注點落在了大
灣區。 「這裏有7000萬人的龐大文化市場。疫情前我們在大灣區
舉辦過港澳文化藝術周、非遺巡演，同時做交易博覽。如果條件
允許的話，我們後續準備在大灣區建立一些對接交易和數據的常
態化文化平台，暢通溝通機制後，就能有更多機會將彼此的優勢
進行對接。」

談及香港在助力中華優秀文化傳播方面的作用，郭媛媛表
示， 「港澳與內地同根同源，我們的文化前景是同一的。未來，
香港各界應堅定地跟國家站在一起，借助國際大都會的先天優
勢，找準定位，融入國家文化發展大局，合力將中華優秀文化發
揚光大，為香港發展成為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共同努
力。」

搭建展示平台 傳播傳統文化
郭媛媛表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建成，讓

香港市民可以近距離欣賞國家的珍貴文物，體悟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厚重底蘊，感受當代中國發

展的強勁脈搏。相信未來國家在文化傳播和
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方面一定會給予香

港更多的關注，香港故宮館也將
成為對外文化交流展示的

一個重要平台。
「五千年

從未間斷的文
明，這是無比豐
富的創作素材庫。基
於此，通過香港的技術、
制度和對外輸出渠道，可形
成多贏局面。既能助力國家
文化建設，又能推動兩地互
動，同時也能得到海外受眾

的歡迎。 」 李國輝
說。

◀7月13日，
人們在香港故宮文

化博物館參觀。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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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報告提出，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
影響力，堅守中華文化立場，講好中國故
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
敬的中國形象，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
界。對此，中國舞蹈家協會理事、北京雷動
天下現代舞團藝術總監、香港風臨山海舞蹈
製作總監曹誠淵深感責任重大。他1979年創
辦城市當代舞蹈團，讓現代舞在香港開花結
果。1985年他應邀到北京舞蹈學院教現代
舞，開始向內地散播現代舞的種子，先後在
廣州協助成立廣東實驗現代舞團、在北京成
立雷動天下現代舞團，並在內地舉行多個有
影響力的現代舞節。

為促進內地與香港現代舞交流，曹誠淵
此前在香港成立了舞蹈製作公司。 「我們的
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要將香港和內地的藝術
家聯合起來，立足香港、胸懷中國、放眼世
界。」 他說，希望明年能在香港舉辦舞蹈展
演，把內地的現代舞帶去香港，與香港的藝
術家合作，讓香港年輕人感受到除了傳統舞
蹈以外，內地的現代舞也是水平極佳的。

在曹誠淵看來， 「通過現代舞，藝術家
將真實的自己表達出來，展示現代中國的年
輕人在做什麼、中國味道是什麼、中國速度
又是什麼……做好這些，就能讓世界看到當
代中國人形象。」 大公報記者 江鑫嫻

舞蹈搭建橋樑
展現當代中國

二十大報告提出要推進文化自信自強，不斷提升國家文化
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近年致力於與香港藝術院團進行聯
合創作的廣州大劇院副總經理梁麗珍表示，香港與海外、
內地的藝術交流都十分緊密，又擁有創作環境國際化、
藝術人才兼具國際視野等優勢，今後可以與大灣區內
地積極開展文化交流合作，攜手講好 「灣區故事」 和
「中國故事」 。

梁麗珍表示，過去幾年因為疫情原因，引進劇目
演出方面有所放緩，但廣州大劇院仍然通過探索線上
線下互動、與香港聯合創作等模式，做了一些有益嘗
試。如沉浸式獨幕喜歌劇《麗塔》由廣州大劇院嚴控
出品、身在香港的意大利歌劇導演、香港助理導演遠
程參與改編，粵港團隊花了近3個月時間聯動將這部經典
歌劇被新編成全新沉浸式室內樂版本，並在內地首演。

曾在香港攻讀碩士的梁麗珍認為，國際化是香港藝術創作
的突出優勢，特別是人才構成的國際化、創作視野國際化，
這讓香港既能保留好優秀的傳統文化元素，又可以用容易
被國際社會理解和接受的方式，進行中華傳統文化的傳

播和解讀，聯合創作可以讓作品更快走進國際市
場，也利於幫助香港藝術院團開拓內地市場。

「通過一系列的探索嘗試，未來攜手香港進
行聯合創作將是其中一個重點方向。」

大公報記者 黃寶儀

粵港藝術創作
增文化軟實力

◀粵劇演員在
夏季達沃斯論
壇 「廣州之
夜 」 進行展
示。 新華社

◀廣州大劇院副總經理梁
麗珍認為，香港藝術人才
具有國際視野優勢。

受訪者供圖

影視人才
深化粵港澳創意產業合

作，有序推進市場開放。
充分發揮香港影視人才優
勢，推動粵港澳影視合
作，加強電影投資合作和
人才交流。

▼內地與香港合
拍電影《少年的
你》，幕後主創
大多為香港人。

▼故宮周邊文創
產品琳琅滿目。

中新社

現代糅合傳統精髓
發揮優勢增進交流

香港故宮連中外香港故宮連中外
華夏文明傳世界華夏文明傳世界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不斷推進，灣區城市之間
的經濟、社會、文化交流日益頻繁，不少香港娛樂公司近來
相繼落戶大灣區內地，從業者也紛紛北上，共同探尋大灣區藝術
產業的更多可能性。

1997年上映的香港影史經典《南海十三郎》25年之後再度被
搬上廣東粵劇舞台，打造兩版 「十三郎」 的香港導演高志森表
示，香港文化是嶺南文化的一部分，又吸收了西方文化的精華；
香港既是中西文化交匯點，也是傳統跟前衛的交匯點， 「香港有
條件、有競爭力在作品上好好發揮。我們應該有文化自信，也對
國家的發展充滿信心。」

因紀錄片《無窮之路》熱播而走紅的香港主持人陳
貝兒，從去年底開始常駐內地，與內地媒體合作拍攝
專題片《沿途有你》，展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蓬勃
生機。

業界人士指出，香港影視及音樂既善於吸收中
華文化傳統元素，也表現出一種兼容並包、和諧共在
的文化精神。期待未來能更充分發揮香港人才優勢與
內地電影市場優勢，合力奏響灣區人文樂章。

大公報記者 黃寶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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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
充分發揮香港在知識產

權保護及相關專業服務等
方面具有的優勢，支持香
港成為區域知識產權貿易
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