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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傳頌中華文化
莫華倫：加強培養人才 彰顯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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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朱燁北京報道

在世界各地一直參與、舉辦音樂會的港區全國政
協委員莫華倫，用歌聲展示中華優秀文化之

美，也實地考察了世界文化發展狀況，對進一步發
揮香港優勢、增強中國文化國際影響力有着直觀深

切的感受和認識。
中國式現代化文化復興波瀾壯闊，大灣區有條件擔當排頭兵角色。莫

華倫接受 「大文會客廳」 專訪表示，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應該加強
香港與內地及海外的交流合作、資源互補，利用香港國際化的優勢，助力
中國文化輻射到全世界，讓中國文化在世界舞台彰顯 「文化自信」 ，也讓
世界更好地了解日益繁榮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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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文藝界的代表，莫華倫一直
用實際行動推動中華文化軟實
力。 「我希望能帶更多的香港年
輕人到內地、到全世界去演出，
讓香港青年人發揮價值。」

說起用歌聲在海外講述中國
故事，莫華倫馬上亮了一嗓子，
「跑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
雲喲……」 這就是他在美國演出
時演唱的歌曲之一，充滿愛意的

歌詞給美國觀眾傳遞中國文化裏
的幸福，既是軟實力的表現，也
是感情的鏈接。

回憶起在法國的演出，莫華
倫的眼睛更亮了。 「返場的時候
我唱起《我和我的祖國》，結果
全場華僑華人都站起來跟着唱，
非常震撼。他說， 「法國人都驚
呆了，外國人真真實實看到中國
人民團結在一起、彰顯中國文化
凝聚力！」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朱燁北京報道

「莫老師您好，
我是您的小粉絲，歡

迎您來到北京！」 在莫華倫來到 「大
文會客廳」 演播室接受採訪之際，一
位小歌迷手捧鮮花趕到現場，希望一
睹著名男高音偶像的風采。

這位小朋友名叫余哲灝，是北京
史家胡同小學五年級的學生，正在學
習童聲演唱。莫華倫絲毫沒有架子，
一把摟過他，驚訝地問道： 「你喜歡
聽歌劇？」 小朋友告訴莫華倫，自己
曾在中央歌劇院觀看莫華倫主演的

《圖蘭朵》，並為他塑造的男主角
「卡拉夫」 深深着迷。 「我可以也為
您演唱一首歌曲嗎？」 小朋友有點羞
澀地問道。莫華倫立刻答應。

小朋友演唱了一首意大利語歌曲
《Parla piu piano》莫華倫耐心聽完
並為他點讚鼓勵。莫華倫為內地青少
年濃厚的藝術學習氣氛感動，也點評
余哲灝的演唱：歌唱的發聲位置非常
好，意大利語發音也標準。他告訴余
哲灝以及學習藝術的小朋友，如果熱
愛聲樂就一定要堅持下去。

現場指導小歌唱家華人起立齊唱《我和我的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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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後藝術家
倡增撥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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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詠寶是香港80
後藝術家，她把中華

文化融入本地特色藝術創作，展品由去年
11月至今年3月在上海雙年展展出，她說
香港與內地藝術家的交流頻繁，尤以香港
畫廊與中國藝術家有很多合作；而香港年
輕藝術家更多以網上平台與內地藝術家交
流。

蘇詠寶表示， 「香港是中國地方，教
育承傳着中華文化，即使學習西洋畫亦融
入中華文化，有自己一套的中西合璧的特
色。」

近期她與其他本地藝術家的展品在中
環展出，因地利之便，容易吸引遊客及其
他國家的藝術愛好者來港欣賞展品。蘇詠
寶認為香港有很多優勢，例如每年辦的國
際盛事吸引海外藝術愛好者來港，香港開
放藝術展覽政策，有助把中華文化發揚光
大。但香港要助力國家文化復興，蘇詠寶
認為政府需要支持藝術家及增撥資源：
「展覽地方好重要，藝術家有到海外交流
及展覽的機會，才能把香港中西文化合璧
的作品或新派中華藝術作品帶到世界各
地。」 她希望政府設多些基金，讓本地藝
術家申資助擴闊視野，說好香港故事，說
好中國故事。 大公報記者李雅雯

全力支持

團結一心

香港是亞洲藝術品交易中心

1 2020年佔全球藝術品拍賣市場份額
23.2%，世界第2

2 2021年香港藝術品、收藏品及古董
的進出口總值高達666億元

香港擁有世界級的博物館和表演場地

1 西九文化區擁有香港故宮文化博物
館、戲曲中心等4個視覺藝術

2 表演場地

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共有17間博
物館

4 其他博物館14間

5 表演場地16個

香 港 獨 特 優 勢

莫華倫已經在全世界演出過百場，每次在國
外演出，上半場節目唱的都是耳熟能詳的外國名
曲，下半場則唱中國民歌，常年致力於把中華文
化帶給全世界。莫華倫表示，在海外常常能聽到
外國人提及 「香港」 ，可以說是 「無人不知、無
人不曉」 ，只是大家對於香港的認知和定位，大
多還停留在國際金融中心的層面；因此，未來如
何將香港的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定位推廣
出去值得深入思考。 「香港有這樣的優勢和機
會，就應該承擔起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及國際影
響力的責任。」

大灣區為港青搭建舞台
莫華倫也在此次全國兩會期間帶來了一份相

關提案，建議加強培養香港青年人才，儲備香港
文化藝術人才。他認為，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
中心為香港文化藝術事業發展帶來了重大機遇，
建議加強對香港青年藝術人才的培養，讓青年人
創作更多藝術精品，並通過與內地和海外的交流

合作，提升他們的歸屬感及國民身份認同感。
談及人才培養，莫華倫早在香港歌劇院制定

了 「培養藝術家計劃」 。他透露， 「培養藝術家
計劃」 已經進行到第三輪，前兩輪各有12個名
額，今次是6個，面對的是專攻美聲唱法的香港青
年歌手，必須經過考核委員會的現場面試，符合
標準的優秀人才才能入選。 「祖國有很大的空間
給他們發展，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港珠澳大橋

開車40分鐘單程可達，西九龍到深圳福田只需要
14分鐘，交通太便利了，香港的青年藝術家們一
定要抓住機會，多來內地演出。」

但莫華倫也坦承，香港演出市場有限，因此
他建議通過合作交流的形式，讓香港藝術團在粵
港澳大灣區試點，一能讓內地的觀眾欣賞到香港
的演出，二能讓香港的藝術團親身體驗，了解內
地的市場及觀眾喜好，為兩地將來更多合作打下
基礎。

莫華倫還指出，全世界沒有其他地方有 「一
國兩制」 ，香港應該為此感到驕傲。 「而且我們
一定要好好珍惜其中的價值，因為特殊的制度帶
來的是經濟和文化的更高程度的開放，也是香港
能保持『中國鏈接世界』窗口的重要基石。」 他認
為，一直以來，香港以獨特的身份根植於中國傳
統文化的重要一環，在推動中西方多元文化交流
融合方面，其擁有的獨特優勢是其他城市難以替
代的。而且香港特區的簽證便利化是一個非常大
的有利條件，排除了文化交流的一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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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復興使命完成23條立法越快越好
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是當代中國人的歷
史使命。民族復興與文化復興相
輔相成，而文化復興需要一個排
頭兵。就現實環境來看，粵港澳
大灣區最有資格擔當這一使命，
因為大灣區經濟實力雄厚，創新
科技發達，是中華文明和外來文
明高度融合的地區，更因為 「一
國兩制」 下的香港擁有獨特地位
和優勢，成為大灣區爭當文化復
興排頭兵的核心要素之一。

香港不僅是發達經濟體，更
是中西文化薈萃之地。這裏既過
西方的節日，也過中國的傳統節
日，既有馬照跑，也有舞照跳，
這是內地其他城市所沒有的特
色。內地人到香港，可以體驗西
方文化；外國人來香港，可以領
略中華文化，這正是香港的獨特
魅力之所在。西九文化區開放以
來，成為展示中外文明珍藏、促
進文化交流的基地，也是講好中
國故事、香港故事的重要平台。

就文化傳播影響力而言，粵
語歌曲、香港影視風行一時，在
時裝設計等潮流文化方面，香港

也是先鋒。香港還是 「盛事之
都」 ，單是今年上半年就有80多項
盛事要舉辦，可以說 「想請什麼
人來表演都可以，想舉辦什麼文
化活動都可以」 。放眼內地其他
城市，沒有哪個地方擁有香港這
樣的條件。就在本月底，巴塞爾
藝術展將在香港舉行，這又是一
個吸引海內外愛好者來此 「朝
聖」 的機會。

香港的教育水準也非常高。
約1000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地、750
萬人口，擁有5所位列全球百大的
院校，比例之高冠絕全球，紐
約、東京、巴黎、倫敦等發達國
家的大城市都稍遜一籌。香港學
者發表的學術論文，七成以上屬
於國際高水平，其中四分之一更
是尖端水平，這是香港大力發展
國際創科中心的基礎，對國際人
才、跨國企業有着磁鐵一般的吸
引力。

要而言之，中國式現代化的
文化復興氣勢澎湃，香港理當勇
立潮頭，這是 「由治及興」 的體
現，也是香港以己所長、貢獻國
家所需的責任所在。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上周五
刊憲，同日在立法會完成首讀及二讀，
並立即在法案委員會加緊審議。周末及
周日，法案委員會每日加開8小時會
議。特區政府和立法會為完成立法而爭
分奪秒，這是基於強烈的民意呼喚，也
是還香港憲制責任的 「欠賬」 ，體現了
特區政府的歷史擔當和立法會的使命意
識——早一日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
法，便少一份國家安全風險，多一份對
香港的根本福祉和長遠利益的保障。

23條立法在上月底結束的公眾諮詢
期間共收到1萬3千多份意見，其中
98.6%表達支持。從特區政府推出的條
例草案來看，既參考了世界上多個國家
的現有法律，亦融合了公眾諮詢建議，
體現普通法原則，與香港國安法銜接、
包容和互補，很好地平衡了維護國家安
全和保障個人權利和自由的需要。輿論
普遍認為，草案條文精確嚴謹針對危害
國家安全行為，刑罰鬆緊適度，越快完
成立法越好。香港各大商會亦明確表
態，全力支持立法工作，為社會穩定打
造堅實根基。

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譚惠珠昨日
接受大公報專訪，形容有關草案 「已達
世界水平」。她指出，草案包含了叛國、

間諜、煽動、破壞活動、境外干預、域
外罪行、本地執法權力等問題，結構設
計完整。既結合了2014年至2020年間香
港所遇到的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的情
況，亦參考了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相關案
件的審理情況。她強調：「23條立法是
完全從普通法制度慣例和法理起草的，
香港的懲罰力度和外國一致，如果有外
國人批評23條立法，他們應該看一看
自己國家的法律其實比香港更嚴。」

事實正是如此。就維護國家安全的
法律數量而言，澳洲、新西蘭、新加坡
的相關法律至少有4部，加拿大不少於6
部，英國不少於9部，美國不少於20
部，數量都遠比香港多。

在懲罰力度方面，對於顛覆國家及
恐怖活動罪，或向政府發動戰爭，在美
國及新加坡都可以判死刑；在澳洲、加
拿大、英國等國，可處以終身監禁。香
港是最高可處終身監禁，參考了英國的
做法。另一方面，針對英國警方可直接
指令或限制被羈留嫌疑人諮詢律師的權
利，引來 「警權過大」 的質疑，香港的
條例草案對警權行使訂明條件及限制，
包括規定警方必須向法院申請手令並嚴
格限定獲批手令須滿足的條件和要求，
明確規定有關執法措施的時效及覆核程

序，這比英國的做法更為嚴謹，門檻更
高，有效釋除了公眾對 「執法權力是否
不受約束」 的疑慮。

事實上，條例草案開宗明義，指出
有關條例建基於一項重要原則，就是尊
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護依據基本法及
相關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享
有的公民權利和自由，涵蓋言論、新
聞、出版、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而且，這些權利和自由實實在在地體現
在整個草案條文的字裏行間。

值得一提的是，草案借鑒了兩個法
律界組織的建議，提出了 「免責條
款」 。即在某些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情
況下作出披露，應可以作免責辯護。當
然，所謂 「重大公眾利益」 是相對於國
家安全而言更為重大的公眾利益，定義
必須清晰，才能避免被濫用的情況。

穩定是發展的前提，保衛國家安全
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公民的應盡責
任。香港回歸以來，吃盡了國家安全長
期不設防的苦頭，教訓十分深刻。現在
香港正處在一個重要歷史時刻，盡快完
成23條立法，補齊維護國家安全的短
板，才能心無旁騖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才能確保香港繼續成為 「幹事創業
的天堂，成就夢想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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