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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躍工：利用前沿科技助「傳統文化再發掘」
發揮香港優勢 打造特色文創產品

在「流動的盛宴」開幕儀式前的媒體訪問環節，
王躍工表示，香港故宮是傳播中國文化的窗口。故
宮博物院已與香港各大文化機構在文創設計、展覽
策劃等進行多方面的合作，希望通過這些合作進一
步將傳統文化與世界各地的文化進行交流互鑒。

「民以食為天」易引共鳴
關於香港在文化交流中擔任的橋樑角色，王躍

工認為，香港作為國際化的大都市，具備獨特的國
際視野和（與國際交流的）平台。通過香港故宮這
個載體，展出來自故宮博物院的文物，可以 「把故
宮代表的中華傳統文化，跟內地的、香港的，以及
世界各地的文化，進行互相交流互鑒。」 他指，香
港的傳統優勢很大，並且會憑藉在金融、商業貿
易，以及創意、時尚等領域的優勢，發揮得越來越
好。 「所以香港會作為一個天然的橋樑，構建起中
外文化的交流。」

「在中華文化中，古今的交流比較多。」 王躍
工也提及，在中華文化中有許多內容是吸收其他文
化產生的，並融入到中國自己的文化裏面， 「這其
實是我們包容性的一個體現。」 他以是次 「流動的
盛宴」 展覽舉例， 「 『民以食為天。』 飲食這個主
題可能本身就是帶有全人類共性的。我想它就很容
易引起（來自全世界觀眾的）共鳴。」

故宮文創聚焦非遺元素
故宮文創作為著名的文化IP，一直為各地遊客

所稱道。被問及對香港故宮文創的建議時，王躍工
提出四個字 「守正創新」 。他提及於2023年故宮博

物院設立的 「故宮文創香港空間」 ，建議香港故宮
或香港的文創創作者發掘本地文化，創造具備香港
特色的文化創意產品。

「當時我們在設計中加入許多香港元素，如香
港警察、武俠、漫畫等。也曾邀請香港本地設計師
設計與非遺、故宮文物相關的文創作品。」 這些文
創兼具香港本土文化與故宮傳統文化的特色，得到
許多遊客點讚。 「到現在不到兩年的時間，（故宮
文創香港空間）已經接待數百萬觀眾，以青年觀眾
居多，效果很好。」 將這些經驗引申到香港故宮的
文創，王躍工表示，香港具有多姿多彩的文化元

素， 「需要把本土的文化，尤其是價值充分挖掘出
來。這是一切創新的根本。」 他建議可以基於香港
自身的文化與當前的國際背景，從更多新的角度進
行新的思考。如 「利用香港的優勢，從國際化、時
尚化的傳統優勢，產生新的東西。科技也是相當熱
門的話題，比如人工智能等，可以把這些前沿的東
西用於傳統文化的再發掘。」

提及未來故宮博物院的文創設計，王躍工透露
將來會聚焦非遺元素，以及綠色環保的理念等進行
創作，還會與香港的更多機構合作，將香港與傳統
的文化進行結合。

冀數字化手段展現宋文化
被問及未來是否會將一些宋代的文物帶來香港

故宮，並與香港當地的宋代古蹟如宋皇臺等進行串
聯展覽時，王躍工表示，這是一個有意思的思路。
他指， 「宋代的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大河裏非常
璀璨的階段，尤其是它文人化的傾向。」 故宮保存
許多南北宋時期的文物，其中包括很多器物、書
法、畫作等，與宋代歷史有密切的關聯。但是 「坦
白來說，這些文物由於時代的原因，其稀有性，價
值很高，但文物本身來說卻相對比較脆弱」 ，因此
目前展出珍貴宋代文物具有一定的難度。

「是不是可以未來設計一個宋代的主題展覽，
我們可以考慮。」 王躍工稱，宋皇臺等香港古蹟，
具有跟南宋非常有趣的直接聯繫。 「我想如果條件
成熟，在文物的保護上能做到位，或者說更多地運
用當代的表達手段，如數字化等，來把宋代的文化
和香港當地的古蹟背後的故事結合起來，也許是一
個會讓香港本地的同胞非常感興趣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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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王躍工近
日現身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為
「流動的盛宴──中國飲食文
化」 展覽揭幕。王躍工表示：
「香港是國際文化交流的橋
樑」 ，對中華文化從香港走向國
際，他很有信心。他還建議香港
的文創設計可以 「發掘香港獨特
的文化特色」 ，並利用前沿技術
如人工智能等，進行 「傳統文化
的再發掘」 。

大公報記者 李兆桐

▲位於北京故宮博物
院的 「故宮文創香港
空間」 。

▲「流動的盛宴
──中國飲食文
化」特展正於香
港故宮文化博物
館舉行。

中通社

◀故宮博物院副
院長王躍工。

大公報記者
李兆桐攝

◀故宮博物院搭
建的數字文物
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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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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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可以在現場觸摸青
銅酒器的複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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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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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
以
在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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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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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
點
外
賣
服
務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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