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促進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文化交流，共同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
代文明，中國文聯和中國文聯香港會員總會（香港文聯）共同主辦 「第14屆海峽
兩岸暨港澳地區藝術論壇」 ，昨日在香港揭開一連兩天的論壇序幕，近90位藝術
教育工作者和專家學者集思廣益，以 「固本鑄魂─藝術教育與中華民族精神之
培養」 為題發言，共同推動中華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藝術論壇揭幕
近90專家學者探討藝術教育固本鑄魂

大公報記者 劉 毅、徐小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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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論壇以 「固本鑄魂──藝術
教育與中華民族精神之培養」 為主
題，聚焦藝術教育在傳承弘揚中華優
秀傳統文化、傳播中國精神中國價值
方面的重要意義和實現路徑，結合海
峽兩岸暨港澳地區藝術教育發展現
狀，共同探討藝術教育的時代風貌、
發展方向、價值追求等。

楊潤雄：藝術教育是「固本」
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局長楊潤雄在開幕式上致辭表示，今
屆論壇多角度探討如何發展藝術教育
及傳承中華文化。藝術教育就是 「固
本」 ，為學生打好文化藝術的基礎，
同時透過 「鑄魂」 ，讓青少年接觸中
華文化的元素，達到弘揚中華民族精
神，加深大眾對國家的認識和提升國
民身份認同的目標。

他續表示，香港擁有 「一國兩
制」 的優勢，加上中西文化薈萃的獨
特文化背景和廣泛的國際脈絡，以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為定位，
增強中華文化在國際間的影響力，協
助國家加強國際傳播能力，令中華兒
女更感文化自豪，實踐二十大報告中
提出對外展示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
文明影響力，傳播好中國聲音，並講
好中國和香港故事的工作。

香港文聯會長馬逢
國在開幕式上表示，藝
術經得起時代洗禮，可
以跨越不同文化，如何
將中華文化通過藝術表
達並發揮影響，就要在
培養上下功夫。香港文
聯將為推動香港成為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
心」 作出應有貢獻，同
時也致力於促進香港文
化與藝術的培育和發
展，希望來自海峽兩岸

暨港澳地區的藝術家，在這兩天的論
壇上，一起為藝術教育與中華民族精
神的培養探討出一條未來之路，讓中
華文化與藝術在世界舞台上綻放出更
璀璨的光華。

各領域專家集思廣益
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霍啟剛認為

今次的論壇主題十分重要，藝術對青
少年發展至關重要。如今的香港正處
於由治及興的階段，文化藝術人才值
得更高的期待和要求。他希望年輕人
可擁有中華文化的底蘊和素養，以

及國際視野和思維，不僅要理解，
更要傳承中華文化，於此基礎上挖
掘本地文化特色，增進文化的自信
自強。

中國文聯港澳台辦公室副主任李
琦評價今次的藝術論壇結合時代特徵
和藝術發展方向，不斷深挖研討主
題，各領域專家學者激情碰撞、交流
融合，呈現出豐富精彩的學術觀點。
在新時代新征程上推進文化自信自
強，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建設中華
民族現代文明，是海峽兩岸暨港澳地
區文藝界共同的莊嚴使命。

其他出席論壇首日
活動的主要嘉賓還包
括：中國文聯理論研究
室主任周由強，中央政
府駐港聯絡辦宣傳文體
部副部長張國義，香港
文聯顧問施子清，香港
特區政府康文署署長劉
明光，台灣中國文藝協
會理事長王吉隆，澳門
文化界聯合總會副理事
長兼音樂家專委會主任
周游等。▲香港藝發局的藝術教育項目 「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 資料圖片

「第14屆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藝
術論壇」 首日，眾講者圍繞論壇主
題，盡述新時代下，文藝教育工作的
發展方向，以及傳統文化如
何滋養藝文教育，實現中
華文化復興。

中央戲劇學院黨
委副書記、院長、校
學術委員會主任郝戎
第一個發言，他提出當
前任務是要傳承中國古
代優秀文藝思想，加快步
伐構建新時代文藝話語體
系。中國古代文藝作品充
滿強烈現實主義精神，傳
承過程中慎防全盤西化，
當代文學藝術理論是建
基在自己的話語體系之
上。

中國民間文藝家
協會香港會員分會主
席鄭培凱亦從前人身上
尋求育人之法，比如孔子
的美學理論以及蔡元培的
五育並重，對於一個社會
的重要性。從歷史出發，
追根溯源，提出藝術教育
的目的不是培養出多少
知名藝術家，而在於
提升全民文化修養，
弘揚中華民族傳統文
化。

台灣中國文藝協會
理事長王吉隆的發言盡顯
其對中國詩歌之愛，提倡
將中國傳統文化精髓融入
藝術教育，打通古代美感
與現代社會之間的聯絡途
徑。他特別提及杜甫的
詩歌作品，稱讚詩人
的作品反映當時社
會，充滿家國情懷。

除卻從前人經驗汲
取養分，嘉賓更結合自
身教學經驗，分享藝術教
育之觀點。澳門大學教育
學院導師張澤珣指出，身
處數字時代，隨着全球信
息科技的不斷發展，藝
術教育的未來發展一方
面要適應科技的變
化，一方面要滿足人
們的精神文化追求，
而並非單純的通過科技
滿足人們需要。

中央民族大學舞蹈
學院教授古麗米娜．麥麥
提也從自身教學經驗出發
提出扎根中華民族，培舞蹈教育之
根， 「作為藝術教育者，只有不斷地
回溯民族歷史、深挖民族文化，深入
民族空間，才能挖掘出更多的舞蹈素
材，發展更豐富的教學內容。」

「香港依然是文化樞紐」
下午的論壇則從國家大劇院黨組

成員、副院長張堯以《文化
自信中的藝術教育與中華
優秀傳統文化繼承與發
展──以國家大劇院藝
術教育為例》為題的
講話開始，他提到國
家大劇院當前全年有近
750場藝術教育演出和

活動，目標為策劃高質
量、高水準、大體量藝術
普及教育活動樹立和傳播
劇院公益性品牌形象，搭
建實踐平台，組織高雅藝
術進校園活動，組織高
水平公益演出和活動，
讓藝術走進普通大
眾，充分運用科技手
段擴大藝術傳播力
度。

清華大學藝術教育
中心副主任、副教授肖蔚
現場分享清華大學的特色
人文美育新格局。她提
到，2012到2022年10年
間，清華大學美育課程
數量從80門次增加到
190門次，藝術類型
從原來的11類細化為
32類，總體選課人數從

4000多人到如今近7000
人。通過人文精神、品格
精神、創造精神的培養，
提高學生審美和人文素
養，弘揚中華美育精神。

延安革命紀念館黨
委書記、館長劉妮作為
30年前延安革命紀念
館的第一位英文講解
員，一直致力於將延
安的故事傳播向世界。

她在演講中回顧延安的
紅色歷史，在接受大公報
記者採訪時提到，香港在
抗戰時期就是傳播紅色文
藝的重要陣地， 「很多延
安當時的經典（作品）
也是在香港出版的。」
她相信，香港當前依
然是時代的文化樞
紐： 「從延安到香
港，走向世界，這是歷

史的故事，也是新時代的
故事。」

廣東省舞蹈家協會
副主席林俐在現場分享了

舞蹈教育助力 「中國舞蹈之城」 江門
建設的故事，她提到要整合粵港澳大
灣區藝術教育資源，發揮區域特性，
結合時代發展，實現藝術教育的創新
改革。

▲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近90位藝術教育工作者和專家學者齊聚香港。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眾嘉賓出席 「第14
屆海峽兩岸暨港澳地
區藝術論壇」 開幕儀
式。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中國廣播民族樂團10月重臨香江
【大公報訊】暌違18年，蜚聲海內

外的國家級樂團──中國廣播民族樂團
10月將重臨香江，為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的 「音樂盛會二○二三」 獻
演兩場音樂會，分別於10月24日在香港
文化中心和10月25日在荃灣大會堂舉
行。每場的曲目各具特色，盡展中國民
族管弦樂的魅力。

首場音樂會由樂團藝術總監兼首席
指揮彭家鵬執棒，聯同多位聞名中外的
獨奏家演出，包括樂團名譽首席姜克美
（板胡）、原琵琶首席陳音、打擊樂首
席馬里（排鼓）、中胡首席楊柳（二
胡）和嗩吶首席周藝翔。他們將帶來多
首已故傑出指揮家兼作曲家彭修文膾炙
人口的原創或改編作品，包括《豐收鑼
鼓》《月兒高》《喜豐收》《二泉映
月》《春江花月夜》和《大姑娘美》
等。

第二場音樂會中，客席指揮陳燮陽

將聯同姜克美（京胡）、唐俊喬（笛
子）和于紅梅（二胡）攜手演繹多首來
自內地當代作曲家的作品，包括《節日
序曲》、《夜深沉》、《飛歌》和《紅
梅隨想曲》等；樂團亦會帶來著名填詞
人陳蝶衣作詞的名曲《南屏晚鐘》《情
人的眼淚》《我有一段情》和《春風吻
上我的臉》。

中國廣播民族樂團成立於1949年，
為中國廣播藝術團下屬的五個分團之
一。樂團率先確立和奠定了以弓弦、彈

撥、吹管和打擊樂為基礎的中國民族管
弦樂隊基本架構，此模式亦被國內外許
多民族管弦樂團廣泛參照。樂團培養和
造就了眾多享負盛名的指揮家、作曲家
及演奏家，亦曾先後出訪七十多個國家
和地區，積極與世界各國作文化交流和
建立友誼。

首場中國廣播民族樂團音樂會於10
月24日晚上8時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舉
行，票價分200元、280元、360元及440
元；第二場音樂會於10月25日晚上8時在

荃灣大會堂演奏廳舉行，票價分200元、
260元、320元及380元。現於城市售票
網（www.urbtix.hk）發售，電話購票
可致電3166 1288。

是次節目設音樂會前講座，題為

「聽得到的彭修文」 （粵語主講），於
10月24日下午6時45分在香港文化中心
演藝大樓四樓大堂舉行，講者為鄭學仁
博士，免費入場，座位有限，先到先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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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滋養藝文教育

▲郝戎認為應加快步伐
構建新時代文藝話語體
系。

▲鄭培凱結合前人經驗
談美育之重要性。

▲古麗米娜．麥麥提結合
自身經驗分享舞蹈教學心
得。

▲張堯分享國家大劇
院藝術教育經驗。

▲劉妮致力將延安故
事向世界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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