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記者 曾敏捷

中國式現代化文化復興的推進過程中，香港
角色備受關注。多位代表委員認為，香港

具備制度優勢、區位優勢，可透過發展成國際
藝術交流中心、建設國際級的藝術品交易中
心、構建聯通中外的中華文化IP孵化基地等不
同方式，配合國家發展文化產業的大潮，擴大
中華文明對世界的影響力。

代表委員並建議，要重視和支持香港民間
文化藝術團體發展，善用和發揮其力量，做好
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建設，講好中國故
事。

何超瓊：稅制簡單 有利藝術品交易
全國政協常委何超瓊表示，香港應發揮金融、貿

易、法律、專利等制度優勢，發揮 「超級聯繫人」 和
「超級增值人」 的角色，推動內地進一步與世界接軌，

為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貢獻自身力量。
何超瓊提到，香港可發揮中西文化交融優勢，打造

國際藝術交流中心。香港是中西文化匯聚之地，稅制簡
單有利於各種藝術品交易。2021年，香港的藝術品、
珍藏品和古董拍賣交易總額超過660億元。隨着更多家
族辦公室來港，香港作為全球藝術品拍賣和交易中心的
地位更鞏固。藝術品交易有助推動國際文化交流，香港
應以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為前提，以築牢文化自信為根
基，運用制度優勢，以更多元化、國際化，以及不同文
化背景的人都聽得懂、看得明的方式，進一步把中華文
化帶到世界。

林龍安：打造新經濟增長點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林龍安指出，香港具有建設國際

級藝術品交易中心的三大 「硬件」 優勢、三大 「軟件」
優勢，建設國際級藝術品交易中心不僅有助促成中華民
族的偉大復興，同時可以打造香港新經濟增長點。

林龍安認為，三大「硬件」優勢包括：第一，香港被
視為世界三大交易中心，民間存有大量文物，具備充足
的實物優勢；第二，香港因為長期從事藝術品包括古董
交易，不僅存有大量各種規模、各有側重的拍賣行，而
且每逢春拍、秋拍，都吸引世界各地的大量藝術品愛好
者，擁有豐厚的客源與資金優勢；第三，香港是一個自
由港，對文物拍賣的限制相對較少，能夠公開拍賣的藝
術品範圍更廣，如目前內地還受到限制的高古玉拍品。

林龍安表示， 「軟件」 優勢方面，香港長期實行西
方世界通行的普通法，而 「一國兩制」 的實踐又使得民
眾理解大陸法，相伴共生形成了容易相互理解的法律基
礎，對建設國際級藝術品交易中心能夠提供東西方都能
夠接受的法律保障；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具有很強的
國際化金融服務能力；香港不僅與世界已形成了密集而
堅韌的商業網絡，也能夠自由邀請全球相關文物領域的
專家，保障藝術品交易的保真性、可靠性，盡量降低人
為偏差，更可以避免刻意操弄，摒除某些商業機構壟斷
話語權，保障藝術品交易的安全信用。

鄭志剛：構建中華文化IP孵化基地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鄭志剛建議，在香港建立國際性

中華文化IP交易所，構建聯通中外的中華文化IP孵化基
地，健全市場機制，深化國際合作，全面推進中華文化
數字化、產品化、產業化、全球化；通過政策引導市場
力量，進一步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保護和傳承，
深挖中華文化精神內核，以新帶舊，以舊促新，通過傳
承與創新互相結合，賦予優秀文化新的生命力。

孫少文：設專項基金 開展文藝交流活動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孫少文表示，香港具備世界級的

文化藝術設施，定期舉辦世界級的文化藝術盛事，有數
以千計的民間藝術團體，都是香港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
流中心的重要資源，也是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力量。他
認為，要善用和發揮香港民間文化藝術團體的力量，重
視和支持其發展，如設立專項基金支持開展多項文化藝
術交流活動，簡化赴內地交流審批程序等。

譚允芝：香港是國際文化交流樞紐
全國政協委員譚允芝表示，香港是面向世界的國際

文化交流樞紐，有獨特的中英雙語作為官方語言，兩文
三語作為普遍使用的語言。建議利用大語言模型輔助，
把更多成功的創新文化表演、展覽、出版物，分別以符
合香港與外語市場的語言需求與包裝，通過香港在國際
市場推出。

譚允芝建議，加大力度鼓勵境外、國外、特別是年
輕的文化藝術團體到內地作藝術文化交流，讓簽證、節
目審批更便捷。從支持文旅合一的方向，她說，大灣區
以外的城市（比如上海）可與香港聯手，以1+1或1+2
為簽約條件，吸引國際藝術和流行文化表演經香港進入
內地更大市場。

呂耀東：香港有條件發展留學經濟
全國政協委員呂耀東表示，思維的改變是發揮香港

優勢促進發展的前置條件。他建議香港要着眼全球範
圍，打造更具含金量的項目和國際盛事，吸引更多國際
高端人士、高淨值人士來港經商、旅遊和居住。香港有
條件發展留學經濟，可以考慮香港高校科學有序提高非
本地生數額，在數額中重點關注內地生比例。另外，近
期國家增加青島和西安為港澳自由行城市，建議擴大內
地赴港澳自由行城市數量，持續提升擴大消費領域城市
互動。

用好香港國際化優勢
建藝術品交易中心

港區委員：擴大中華文明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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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韻僖：
設舞蹈與武術研習中心

▲香港每年的藝術品拍賣會均吸引世界各地的藝術品愛好者參與。圖為香港蘇富比拍賣會。

▲香港擁有世界級的博物館和展覽場
地，每年均吸引很多國際展覽及拍賣
會來港舉辦。圖為蘇富比拍預展。

周蜜蜜：從小培養學生文學興趣
「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復

興，大灣區完全有條件當排頭
兵，而香港可擔當橋頭堡角色；從教育角度看，香港
最需要做的是從小培養學生的文學興趣、藝術興趣，
以後才會有觀眾和讀者。」 著名兒童文學作者周蜜蜜
（圓圖）昨天對大公報記者表示，大灣區是經濟沃
土，也是文化沃土，大有可為。

周蜜蜜表示，近年來大灣區文化界的交流活動愈
來愈多，例如大灣區盃網絡文學大獎賽，就很有意
思，她去年憑藉現實題材小說《歸宿》獲得第五屆大
灣區盃（深圳）網絡文學大賽獎。 「我得了不少獎，
但這個獎我覺得很特別，很有意義，應該多做這些活

動。」
她說，香港作為大灣區的

龍頭城市，既有中華文化的傳
統，也有外來文化，地位比較特
殊，文化復興，香港是一個橋頭堡。
她指最近電視劇《繁花》的成功讓自己很有啟發，這本
來是上海一個作家的作品，但香港的導演王家衛把它
弄成一個很受歡迎的電視劇，能結合上海跟香港文化
特徵，讓我們看到這兩個城市最開放、最繁華的一
面，也引起大家的共同回憶。 「我希望今後兩地會有
多一些這樣的文化結合。」

大公報記者湯嘉平

專家之言

蘇彰德：
成立文藝產業專責辦公室

社會各界熱議香港如
何助力中國式現代化文

化復興，香港博物館諮詢委員會主席蘇彰德
（圓圖）昨日接受《大公報》訪問表示，香港做好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建設，是助力文化復興重
要一環。除做好硬件建設及軟件配套外，推動文化藝
術產業發展亦非常重要。他建議政府把握香港作為世界三大藝術品
拍賣市場之一的優勢，做好配套，打造香港成為亞洲藝術品中心。

蘇彰德認為，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
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是重要的大事，不僅顯示國家對香港的期望，
亦為香港的發展帶來新機遇。政府必須做好規劃，而且要更聚焦推
進相關工作。他認為，政府可成立由更高層領導的專責辦公室，包
括考慮設立 「專員」 ，聚焦做好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建設規劃，
並協助打通 「經脈」 ，推動跨部門合作。

開辦博物館專業課程培育人才
文化藝術發展離不開人才隊伍建設。蘇彰德關注，隨着更多新

博物館落成，加上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本港文化藝術人才
的量和質都要提升，但本港至今未有本科課程提供博物館專業基礎
課程，不利本地人才隊伍建設。他提醒，由於內地近年文化藝術產
業發展迅速，很多來港修讀藝術相關課程的學生，畢業後會回內地
發展，政府要想辦法留住人才，同時吸引更多國際人才來港發展。

蘇彰德指出，不少國際金融中心同時是全球最大的文化藝術中
心，例如倫敦、紐約、巴黎、東京等，香港本身是國際金融中心，
且具備廣闊的國際網絡、中西兼容的文化特質等優勢，應善用香港
優勢，爭取成為亞洲藝術品中心。

蘇彰德提到，香港是全球三大藝術品拍賣市場之一，與紐約及
倫敦齊名。據其了解，三大知名拍賣行在本港的業務近年都有擴
充，可見業界都看好發展前景， 「香港是安全的城市，有稅務優
勢、資金可自由出入，都是鄰近地方無法比擬的。」 他認為，香港
需鞏固現有優勢，同時可加強文物修復、保存等支援配套。

「文化藝術發展不能只靠政府投入資源，更要鼓勵市場參與，
形成產業。」 蘇彰德指出，要推動文化產業發展，才能令文化藝術
真正落地及可持續發展。他舉例，舉行文化盛事不僅是文化輸出，
亦可以帶動社會經濟發展，而國外很多文化盛事其實都有大企業支
持，特區政府可以提供政策優惠及便利配套，鼓勵私人市場參與及
推動文化產業發展， 「現時競爭很大，我們除了保住現有文化盛事
及活動在港舉行，更要爭取其他文化盛事來港舉行。」

大公報記者曾敏捷

完善規劃如果說，中華文化是
取之不盡的寶藏，那麼，

創新會否是發掘寶藏的更有效方式？港區全國
政協委員彭韻僖（圓圖）昨日在北京華彬費爾
蒙酒店接受了《大公報》專訪，談到中國式現代
化文化復興，她以傳統武術與現代舞蹈融合為例，向
記者娓娓道來， 「文化＋創新」 的生動實例。

「香港是一個中外文化匯聚的地方，作為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彭韻僖今年在兩會的提案是「舞×武」文化
傳承，倡議以創新思維嘗試將舞蹈藝術與中國武術文化跨界融
合，多角度地拓展香港的文化藝術產業，提升在國際藝壇的地
位。

「與外國朋友一講起中國文化，很多人都會想到功夫。中國
功夫，是中華文化傳承幾百年的精髓。」 彭韻僖說，功夫與香港
更是頗有淵源， 「大家都知道香港是一個武術中心，很多人在香
港學習中國功夫。」 上世紀50年代葉問將詠春帶到香港，在香港
開設武館廣授門徒，更對香港功夫電影有深遠影響。50、60年代
的香港電影中，已經有很多武俠片、功夫片；而到了70年代，更
有世界知名的李小龍；接下來，香港也湧現了成龍、李連杰和甄
子丹等功夫巨星。

支持藝團設常駐場地 吸引遊客
作為香港舞蹈團董事局董事，彭韻僖說，香港舞蹈團一向以

推廣具香港特色的中國舞蹈藝術文化為宗旨， 「十四五」 計劃提
出支持香港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因此大家亦都一起出謀
獻策，令香港的文化交流更加成功。 「舞蹈演出中亦追求 『力』
的表現。2018年起，我們香港舞蹈團進行了一個相當創新的嘗
試，將武術融入中國舞蹈。」

「在中外文化交流時，即使大家不認識文字、語言不同，但
用武學融合於舞蹈之中的形式，大家都可以互相交流。」 彭韻僖
建議在香港成立 「舞蹈與武術研習中心」 ，進一步深化武術與舞
蹈融合的製作、教育和研究。

「在藝術中帶出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體現我們的堅韌、包
容和互相支持，一方面對年輕人是很好的教育，另一方面也是講
好中國故事，讓外國朋友可以了解我們中華文化的底蘊。」 彭韻
僖表示，外地朋友們來到香港，也希望能看到優秀的演出。香港
不少藝術團體都沒有固定場地，如果政府可以支持藝團設立常駐
場地，定期演出一些經典劇目，相信亦可以吸引更多遊客。

大公報記者黃釔淼北京報道

助力文化復興建議

•打造國際藝術交流中心，藉藝術品交
易推動國際文化交流

•建設國際級藝術品交易中心，進一步
融入國家發展戰略，並為香港打造新
的經濟增長點

•在港建立國際性中華文化IP交易所，
構建聯通中外的中華文化IP孵化基地

•支持香港民間文化藝術團體發展，做
好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建設，講好
中國故事

文化精髓

•善用兩文三語優勢，把更多成功的創新文
化表演、展覽、出版物，通過香港在國際
市場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