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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毛麗娟、李望賢（文） 李望賢（圖）

迂迴百轉的粵劇唱腔、英姿颯爽的英歌舞表演，在5月24日於深圳舉行的2024文化強國建設
高峰論壇 「人文灣區 機遇灣區」 分論壇上，既有嶺南文化現場綻放迷人風采，更有海峽兩

岸暨港澳文化名人縱論粵港澳大灣區文化交流與融合。多位文化專家認為，粵港澳大灣區不僅僅
是一個經濟共同體，更是一個命運共同體，粵港澳大灣區要建成一個共同的精神家園，需要構建
共同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認同，各地城市文化在 「混合、發酵和累積」 的過程中，共同熬出一鍋熱
氣騰騰的灣區文化 「高湯」 。

傳承嶺南文化 共建人文灣區
文化強國建設高峰論壇深圳舉行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立法會議
員、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霍啟剛在論壇
上回顧了過去10年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
變化，更以自己與家人的灣區生活作為
案例，感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出台以來，一個個基礎設施的建
成、一項項措施的落實為灣區人民的生
活帶來越來越多的便利， 「真的改變了
一代人的生活習慣。」

霍啟剛回憶，小時候和父母去中山
泡溫泉，須先從香港出發坐一個小時車
到澳門，再轉車到珠海，然後再到中
山，差不多一天的時間，而深中通道開
通在即， 「屆時我帶自己的孩子去中
山，相信不到一小時就肯定到了。」

霍啟剛表示，在構建以國內大循環
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
格局大背景下，香港剛好處於 「雙循
環」 的交界處，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
中心，有促進文化 「雙循環」 的責任；
在當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用軟性
的文化媒介，對外講好中國故事，更好
塑造中國形象。

另一方面，香港作為窗口可以把國
際的文化藝術帶進來，形成多元創意的
文化環境。霍啟剛指出，香港人有很多
創意，常年生活在東西方文化交匯的生
活環境，更能了解國際市場的需求。文
化藝術亦如此，可考慮建立灣區主要城
市的統一審批機制、溝通機制，有關文
化場所、團體、資源、活動和需求的資
訊平台。

霍啟剛認為，可在以下四方面發揮
香港優勢。一是香港可以發揮人才制度
和國際化的優勢。二是發揮傳統產業和
文化協同發展的優勢，推動 「文化＋概
念」 ，優化大灣區 「文化＋金融」 ，建
議香港放寬文化企業上市條件，讓香港
成為文化產業 「獨角獸」 的搖籃。三是
發揮香港會展優勢，他重點提到香港藝
術博覽會、大灣區文化藝術節。四是發
揮大灣區的區域優勢，粵港澳共同推動
文化出海。

在2024文化強國
建設高峰論壇 「人文
灣區 機遇灣區」 分
論壇上，大灣區文化
融合發展的實踐，也
引起了來自中國台灣
地區學者的深深共
鳴。台灣作家楊渡通
過民間信俗文化分享
海峽兩岸民間信仰交
流。他表示，海峽兩
岸民俗信俗文化血脈
相連，蘊含着共同價值觀，應當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加強灣
區文化交流。

「台灣民間信仰的神明有上百個之多，大部分皆自大陸
而來。」 楊渡回顧了中國台灣的歷史和宗教信仰變遷，台灣
的宗教信仰民俗中飽含與大陸的文化連接、地方故事。

楊渡從最近爆火的電影《周處除三害》說起，分享自己
進行台灣民間文化研究的見聞。 「台灣的廟宇裏面，或者說
台灣絕大部分的信仰裏面，我們可以看見，真正的信仰其實
是跟它的傳統的祖居地是緊緊聯結的。」

楊渡有感粵港澳大灣區的歷史與台灣命運緊密相連，而
這其中的歷史有待細說和挖掘，他期待海峽兩岸交流能多舉
辦信俗交流活動，也呼籲有更多更為自由溫情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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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屆中國（深圳）國際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共有超
6000家政府組團、文化機構和企業參展。 中通社

▲論壇現場上演粵劇《粵韻春姿》。

▲女子英歌隊在文博
會現場表演。

新華社

星競威武集團董事
長兼CEO何猷君在2024
文化強國建設高峰論壇
「人文灣區 機遇灣區」
分論壇上表示， 「一國
兩制」 是灣區人文的最
大特色，港澳是嶺南文
化出海的橋頭堡。當
前，粵港澳大灣區機遇
湧動，營商環境一流，
創新創業資源齊聚，港
澳青年要把握大灣區機
遇。

何猷君表示，大灣
區的人文底色是開放包容、兼收並蓄的嶺南文化，其基於獨特
的地理環境和歷史條件，不斷汲取海外文化，成為中西文化交
流的重要橋樑。港澳連接數十億英語、葡語國家人口，充分融
合中西方文化，有非凡的全球影響力。其中，香港是國際金融
中心、商業中心、會展中心和航運中心，既是外資進入內地市
場理想的 「跳板」 ，也是內地企業到國際市場上融資的通道；
而澳門是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
台，其保留了國際自由港地位，世界的資本、管理經驗、人才
等資源進出方便。

因此，港澳是 「一國兩制」 的旗幟，也是大灣區形象展示
的窗口和文化融合的平台，這是灣區的獨特優勢，也是未來機
遇。

「近年來，廣東不斷推進與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吸引港
澳青年在大灣區就業、創業，基於此，港澳金融市場開放、國
際聯繫廣泛、專業服務發達等優勢正在同內地市場廣闊、產業
體系完整、科技實力日益增強等優勢快速融合。」 何猷君就
「把握當下時代潮流」 提出了幾點看法，首先，繼續增強三地
開放交流，進一步突破 「三個關稅區、三種法律制度、三種貨
幣」 壁壘，搭建完善的制度和平台，助力三地智力融合更緊
密；其次，企業和平台要積極融合三地資源優勢，借助大灣區
內的循環做大基本盤，並主動向外拓展；最後，港澳青年要用
好有關平台資源，主動投身大灣區創新創業浪潮。

在24日舉行的2024文化強國建設高峰論壇 「人文
灣區 機遇灣區」 分論壇上，藝術家、清華大學文科資
深教授韓美林對大灣區的蓬勃發展感慨萬千。30年前，
韓美林受邀為深圳創作了城市雕塑《蓋世金牛》；30年
後再次來到深圳，他希望能用藝術賦能整個粵港澳大灣
區的發展。

韓美林：用藝術賦能大灣區發展
韓美林表示，30年

前創作《蓋世金牛》，
是想表達深圳在改革開
放後展現出 「牛」 的那
種創業精神，這股 「牛
勁」 ，歸根到底，是為
了促進經濟與社會發
展，為了推動文化與文
明的進步。在他看來，
大灣區非常重視人文和

藝術的發展，曾經的 「嶺南畫派」 開風氣之先，大灣區
給藝術家們提供了很多機遇。 「希望大灣區在面對新的
挑戰的同時，進一步激揚 『拓荒牛』 精神，把握新的機
遇，煥新人文景象，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典範。」

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
名譽所長田青在發表主題為《嶺南文化 家國情懷》的
演講時提到，嶺南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一脈，不僅是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大灣區所有民族
所有地區共享的文化，是這片地區的名片和
「DNA」 。田青認為，嶺南文化包括中華文化的方方
面面，囊括藝術的各種形式，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各
個門類，承載着中華民族千秋萬代的感情和濃厚的家國
情懷。

茹國烈：11城交流融合創新高
香港藝術學院前院

長、香港中文大學客席
副教授茹國烈在本次論
壇上作 「大灣區城市文
化交流與融合」 主題演
講。他表示，城市文化

由信念和價值觀、日常生活風格、藝術和創造及記憶和
傳統四個元素組成，如果用 「文化光譜」 的概念去看粵
港澳大灣區11個城市，會看到一個豐富的文化場景，每
個城市都不同，每個城市都有共通點。

談及如何推動灣區融合，建立屬於新時代的灣區文
化，茹國烈提出建立城市文化的三個動詞，即混合、發
酵和累積。混合指的是將大灣區的不同文化元素共同融
合一起，發酵好比如麵包需要一個發酵的過程，需要有
時間、空氣、濕度等，文化在發酵後會出現更多創意內
容，而在混合、發酵後，文化還需要累積，也就是要保
存不同城市、不同街道的文化和歷史。

茹國烈說， 「文化是一鍋湯，一個城市的文化是一
鍋滾動了幾十年甚至百年的湯。嶺南文化、灣區文化，
也是一鍋湯，裏面已有不同的材料，只要利用得好，提
高溫度，加以混合、發酵和累積，在11個城市的共同努
力下，我們的灣區文化能夠很快熬成一鍋精彩滾熱的
『高湯』 。」

吳志良：構建共同的精神家園
全國政協文化文史

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會
長吳志良表示，在探索
構建人文灣區的過程
中，需要尋找有效的模
式和路徑，這對增強中
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構
建與人類共同價值具有
很大的理論和實踐意

義。他指出，粵港澳大灣區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共同體，
更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建成一個共同的精神家園，需要
構建共同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認同。

吳志良以澳門為例分析，澳門具備向世界傳播中華
傳統文化、中國價值和中國理念、參與構建人類共同價
值的所有基礎條件。 「澳門在國家發展戰略中有許多特

殊的優勢，其中最為重要、最具價值、最能作出貢獻的
就是文化。澳門擁有古今同在、中西並舉的深厚歷史文
化底蘊，具有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文化交流互鑒豐富
經驗，有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良好社會環境，有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獨特話語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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