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影視網娛平台

•影視業是香港的傳統優勢，曾創造輝
煌時代，因市場對象錯位而出現逐步
衰落的現象。港產片要想繼續保持
獨特魅力，需好好研究內地觀

眾的口味。

7
打造國際化城市文化

•香港在 「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
下，香港 「三大中心」的傳統優勢、
雙向開放的區位優勢、名校匯聚的創科
優勢及多元融合的文化優勢無與倫比。
應進一步強化自身優勢，打造成為吸
引國際人才、交流、合作、旅居的
高質量城市。

1
文化金融平台

•文化與金融發展相輔相
成，香港是位居世界第三的
國際金融中心，金融服務專
業高端、人才濟濟，將文
化與金融行業相結合

的優勢顯著。

3
演藝展示平台

•香港的演藝展示業發達，市場
發育成熟。同時，香港是亞洲藝術
品交易中心，在藝術品交易領域，香

港在全球藝術品拍賣市場的份額於
2020年首次超越倫敦，僅次於紐
約。未來應重視發展演藝展示
業，如打造奢侈品博覽會平
台。

6
體育賽事平台

•香港體育人口眾多，日常習
慣參與運動、熱衷體育賽事的人
口比例達逾35%。香港具備舉辦大
型國際體育賽事的條件，經常性舉
辦的體育賽事包括香港國際七人
欖球賽、渣打香港國際馬拉松

賽、亞洲盃足球賽、香港
網球精英賽等。

4
出版傳媒平台

•香港是出版之都，在武俠
小說、電視娛樂、音樂出版等
均收穫不錯成績，未來應重視
財經出版、文化出版、娛樂
出版的獨特優勢和自身長

處，走出泛政治化迷
思。

2
國際交流平台

•香港具有對外窗口的
優勢，發揮 「超級聯繫
人」 功能，這是服務國
家所需、發展自身所

長的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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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助力文化復興 香港大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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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 的制度優勢，背靠祖
國、聯通世界的地緣優勢等獨特

地位，令香港在中國式現代化文化復興的過程
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全國政協委員、北
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在接受大公報記者專
訪時表示，香港必須全力以赴抓住文化機遇，
在服務文化復興、發展大灣區世界文化中心的
道路上，應該更加主動、先行，發揮引領作
用。

張頤武建議，打造七個重要平台，包括文
化金融平台，為文化創意、科技創新產業提供
催化劑；國際交流平台，發揮 「超級聯繫人」
功能，在香港設立更多面向全世界的國際合作
機構；同時，利用傳統優勢打造好演藝展示平
台、出版傳媒平台、影視網娛平台和體育賽事
平台，並注重打造國際化城市文化。

發展灣區世界文化中心
香港需搭好七大平台

鞏固傳統優勢 保持獨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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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助推香港文學走出去

▲自由空間坐落於西九藝術公園中央，適合舉辦各類型
的現場表演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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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具有巨
大 的 出 版 業 優

勢，本地既有記錄數千年歷史的文化書
籍，也有現代感強的港式菜譜；既有中
英雙語出版，亦具有較強敏感度和超前
策劃的編輯人才。本地出版界出版的武
俠小說，曾創造過蜚聲海內外的文化現
象。

提起香港的出版業發展，就不得不
說到曾創造出萬人空巷文化現象的武俠
小說。上世紀五十年代，金庸、梁羽生
在《新晚報》等報章連載武俠小說，並
深受讀者喜愛，由此開啟新派武俠小說
之源流。金庸的小說更被讀者形容說

「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俠。」
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潘耀明表示，今

年是金庸誕辰100周年，亦是梁羽生誕
辰100周年。這兩位新派武俠小說家將
武俠小說提升到了一個新階段，他們的
作品不僅情節生動，還展現了中國文化
的底蘊。比如金庸的武俠小說每個段落
獨立來看，都帶有明清散文的遺風，這
種文字很純粹，亦沒有歐化，十分有助
推動中國傳統文化發展。

如何令香港的出版業發展重回巔峰
時期？潘耀明指出，從文學角度而言，
香港擁有金庸、梁羽生這樣在世界範圍
內都擁有廣大讀者群的作家，他們的文

學作品不僅是在華人
世界，甚至在世界各
地都有深遠影響。這
些作家和作品既是在
香港打造文化創作平
台的優勢，亦是讓香
港文學 「走出去」 的
優勢。

大公報記者 文琰

深遠影響

文體發展藍圖更清晰

貝鈞奇（中國香港足球總會會長）

•廣東省與香港在文化和體育方面互動頻繁，大灣
區概念更是反映出國家的大力支持，希望這些交
流可以和香港舉辦的大型體育賽事相結合，令灣
區的文化體育發展有更明確和清晰的藍圖。

黎建峰（香港資深電影製片人）

•香港電影早已攢下一個非常成熟的國際影視發行
網絡。在 「一國兩制」 的優勢下，香港電影人對
於國際價值觀有深刻的體會，促使電影人在創作
上更容易把優秀的中華文化融入其作品中，讓電
影作品更容易與全球不同地方的觀眾同頻共振。

謝曉瑩（香港青年粵劇演員）

•戲曲傳承方面既有中國傳統文化底蘊，亦兼容並蓄
吸入西方文化。如今，香港把握國家給予的政策紅
利，本地藝術家積極響應，成為中華優秀文化的推
廣者。

李易璇（香港芭蕾舞團行政總監）

•未來，香港與其他地區藝團聯合創作，深入開展
文化交流，吸引其他地區的創作人、藝術家來
港，互相交流、觀摩，本地人才前往內地、海外
交流，推動香港建設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三月，正值 「香港藝術月」 ，全城瀰漫着濃厚的藝
術氛圍。香港藝術節、香港影視娛樂博覽、巴塞爾藝術展
等一系列藝術盛事接連上演，展示出香港演藝文化活動的
蓬勃發展。

張頤武對此表示，香港的演藝展示業發達，歷來好
戲連台、經久不衰，市場發育成熟，因此要高度重視發展
演藝展示業。打造更多藝術展示平台，創造更高端的藝術
品牌。

「大灣區的優勢就是香港的優勢」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立法

會議員霍啟剛提到今年香港將舉辦
首屆 「香港演藝博覽」 ，屆時會吸
引來自世界各地的音樂藝團齊聚香
港。他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市場前
景廣闊，作為其中一員的香港應該
起到搭台作用，吸引海外觀眾也能
來此觀看演藝活動， 「大灣區的優

勢就是我們香港的優勢。」
香港薈萃中西文化，曾經的流行

文化亦見證了一個時代的輝煌。如何
利用好傳統優勢，打造影視網娛平
台？香港大學榮譽教授許子東認為，
香港的開放性、窗口性作用，令愈來
愈多的內地以及香港的影視作品 「乘
船出海」 ，諸如早前的熱門電視劇
《繁花》等作品在香港觀眾群中有口皆碑，促使香港能夠
為影視作品的引進來、走出去搭建影視網娛平台。他建
議，香港影視人應該發揮自身聯繫廣、平台多等優勢，
不應只滿足在技術上提供支持，另外更要保持原有的香港
特色。

聯合大灣區 打造國際賽事品牌
在打造體育賽事平台方面，霍啟剛認為，香港可以

探索加強體育社會組織服務陣地，支持國際體育社會組織
總部落戶大灣區，同時豐富粵港澳大灣區賽事體系，聯合
打造國際賽事品牌，諸如大灣區公開賽、挑戰賽、精英賽
等區域賽事，以及共同承辦國際知名賽事等。

霍啟剛說： 「我在歐洲講解大灣區的概念時，講了
10分鐘。我說，你們要市場，大灣區就有市場，我跟他
們講，只要坐15分鐘火車，就可以到另外一個擁有2000
萬人口的城市。當時外國人還開玩笑說他開一個小時的
車，都離不開自己居住的小鎮。所以他們對大灣區的概念
充滿興趣，也充滿信心。那我們就要搭台讓他們來看，相
信他們會找到合作的空間。」

在霍啟剛看來， 「中西文化薈萃是香港的一個優
勢，但是這個優勢不能沒有根沒有魂，否則就失去根基，
要清楚自己的文化底蘊來自哪裏，這個至關重要。」 他續
指，香港有傳播中華文化、承擔助力中國式現代化文化復
興的責任。這個責任包含兩方面，首先要深入挖掘和了解
中華文化。其次，香港應該承擔起將中華傳統文化傳播出
去的責任。 「我們的國家地大物博，每個地方、每個朝代
都有自己的歷史文化故事，應該通過不同的方式和項目，
將這些承載着中華文化故事的項目帶到香港，再通過香港
將這些優秀的傳統文化傳播出去。」

大公報記者 馬靜、文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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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書展曾以武俠
文學為主題，專設武
俠及金庸作品展區。

MF補充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