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6年恰逢中國和埃及建交70周年，香
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和埃及最高文物委員會昨天
簽署合作協議，將在今年11月中旬在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舉行 「古埃及文明大展：埃及博物
館珍藏」 。這場為期9個月的展覽匯聚來自埃
及7家博物館的250件文物，展出橫跨5000年
的古埃及文物和薩卡拉遺址的考古新發現，均
為首次在香港展出，不少更是首次在埃及以外
地方巡展。門票銷售安排於今年8月發布。

大公報記者 劉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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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文明大展」11‧20亮相香江
250件文物首在港展出 為期9個月

香港故宮館專家多次赴滬取經

掃一掃有片睇M+「廣東摩登」聚焦粵港藝術交融
「廣東摩登：藝術與視覺文化，

1900至1970年代」 根植香港歷史，探討
個人與集體身份的建構、圖像在社會變
遷中的意義等具有當代全球共鳴的議
題。

今次展覽匯集廣東及香港藝術家眾
多精品，涵蓋不同媒介，包括水墨畫家
趙少昂、高劍父、關山月和黃般若；油
畫家李秉、鷗洋、丁衍庸和王少陵；版
畫家古元、黃新波和李樺；漫畫家廖冰
兄和葉因泉；以及攝影師陳跡、沙飛和
邱良。

展覽分為四個主題單元，從歷史脈
絡出發，重新審視藝術和藝術家如何介
入社會、建構現實。 「圖像與現實」 展
現廣東藝術家利用攝影、印刷與畫報等
大眾媒介，在中國乃至世界各地傳播時
事與先進思想。 「身份與性別」 展現動
盪年代下，廣東藝術家身兼革命家、政
府官員、記者、籌款人等多重身份；亦
探討女性的身份變遷︰女性藝術家建構

自身形象，彰顯時代新女性的公共角
色。 「地方與國家」 講述了20世紀廣東
藝術家筆下的風土人情。在展覽的最後
一個單元 「平行世界」 中，聚焦1949年
後廣東與香港之間的聯繫。

設參與式裝置《如此江山》
在策展角度上， 「廣東摩登」 亦別

出心裁，將不同媒介的展品放在一起，
為觀眾建構一種視覺文化的體驗，例如
廣東早期的畫報和上世紀30年代比較新
潮的漫畫。楊浚承表示， 「我們這一次
把1949年前和1949年後的作品放在一
起，把香港和廣東，尤其是廣州的作品
放在一起，尋找一些主題把這兩個時間
節點和地區串聯在一起。」

為呼應今次展覽，由藝術家戴光郁
構思的參與式行為與裝置作品《如此江
山》正於M+二樓焦點空間呈現。逾200
位藝術家與藝術系學生合作重繪傅抱石
和廣東畫家關山月在1959年創作的巨幅

山水畫《江山如此多嬌》。目前，《如
此江山》的部分畫作已在焦點空間內展
出，亦有不少創作者按部就班地完成畫
作。楊浚承表示， 「今次的重繪，我們
將原圖分成200多個部分，並為每一個參
與的藝術家在平板電腦上提供了原圖進
行參考。」 ▲展廳現場。

【大公報訊】記者張帆
上海報道：在 「2025上海西
九文化周」 期間，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副館長王伊悠帶領香港部分
傳媒，專門前往上海博物館 「先睹為
快」 。王伊悠介紹，為了籌備展覽，滬
港雙方經歷了長久的互動與交流，她本
人已是第五次來滬。從展品挑選和運
輸、展陳布置、主題演繹，到高峰時段
客流疏導，乃至文創產品開發，香港方
面都積極向上海同行取經。

在上海博物館舉行的 「金字塔之
巔：古埃及文明大展」 一樓大堂，很多
觀眾就被一尊2.35米高的古埃及第十二
王朝法老辛努塞爾特一世（SenusretⅠ）
花崗岩雕像所吸引。王伊悠介紹，這尊
雕像只是看着頭部就可以想像當年整座
像的氣勢。未來，這座法老雕像將在香
港展入口處迎接觀眾，上博將幫助他們
把雕像連同專門製作的支架一起送去。

除了辛努塞爾特一世，多位法老雕
像都將在上海展覽結束後南下。包括史
上最具神秘色彩的法老圖坦卡蒙。在上
海博物館的展覽中， 「圖坦卡蒙和他的

時代」 是一個專門的主題，其中一尊剛
出土不久的巨型圖坦卡蒙雕像和他父親
埃赫那頓（Akhenaten）雕像遙遙對
望，是展廳中一道頗受關注的風景。王
伊悠告訴記者，香港的展覽將集中布置
一個圖坦卡蒙的主題，讓他們 「全家團
聚」 ，包括他父母、夫人等的雕像和相
關物品都會集中在一起展示。

王伊悠介紹，因為埃及的相關法律對
木乃伊出境有嚴格限制，所以在上海的展
覽就沒有人木乃伊。不過，埃及文物的魅
力遠遠不止於此，特別是近年來由中國考
古學家參與的薩卡拉地區考古工作成果，
將在香港首次大規模展出，其中會有不少
動物木乃伊。此前，因為技術手段的限
制，很多動物木乃伊的內部仍是一個迷。

記者從上海博物館了解到， 「金字塔
之巔：古埃及文明大展」 自2024年7月19
日開展以來，截至目前已累計接待觀眾突
破200萬人次，觀眾中近7成來自上海以外
省市及海外。王伊悠告訴記者，如何疏導
客流，並將展覽與香港的文化旅遊深度結
合，亦是香港要向上海方面學習的，他們
仍在摸索。

借鑒
同行

▲暑假未至，上海博物館的古埃及展已被擠
得水洩不通。 大公報記者張帆攝

▶古埃及第十二王朝法老辛努塞爾特一世花
崗岩雕像將在香港展覽期間作為 「迎賓大
使」 。 大公報記者張帆攝

「古埃及文明大展：埃及博物館珍藏」 ，是埃及最高文物
委員會繼上海博物館 「金字塔之巔：古埃及文明大展」 之後，
第二次直接與亞洲地區博物館合辦埃及文物大展，將在今年11
月20日至明年8月31日展出，是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今年的重
磅大展，也是香港歷來規模最大、內容最全面、展期最長的古
埃及文物珍寶展。

展品年代橫跨5000年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行政總裁馮程淑儀在簽約儀式上表示，

中國和埃及同為世界文明古國，文化源遠流長。展覽既能向中
外觀眾呈現古埃及文物，更是兩國友誼的見證，充分體現香港
故宮文化博物館致力促進世界文明互鑒的理念。

埃及最高文物委員會秘書長Mohamed Ismail Khaled表
示，今次簽署的不僅是一份協議，更是開啟一扇通往距今5000
多年文明的大門。 「展覽是一次過去與現在、埃及與世界之間
的對話，也是埃及和中國文明之間的對話。」 他指今次展出的
250件展品為特別珍貴的文物，反映了 「文明遺產屬於全人
類」 的共同理念，期待來自香港以及亞洲和世界各地的遊客，
都能通過展覽感受到古埃及的美妙。未來，他們還計劃與香港
故宮文化博物館展開長期的合作。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副館長（研究策展、藏品及節目）王
伊悠介紹展覽特色時形容， 「展覽體現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推
動世界文明對話的願景」 。展品是距今7300至2000年的古埃
及文物，年代橫跨5000年，展品來自埃及7間最重要的博物
館，包括埃及國家博物館、盧克索博物館、蘇伊士博物館和索
哈傑省博物館的珍藏，以及薩卡拉考古研究所的出土文物，重
點展品涵蓋法老王和埃及諸神雕像、石碑、黃金飾物、大型成
套木乃伊棺和動物木乃伊等，全面展示古埃及文明在繁盛時期
的政治、文化、藝術和社會面貌。

特設「古埃及與世界」板塊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吳志華在簽約儀式後，接受媒體

採訪時表示，相比較上海的 「金字塔之巔：古埃及文明大展」
的展示規模，香港故宮博物館也有展出古代文物的豐富經驗，
將運用創新的策展方法，配合數碼技術和沉浸式展示方法，以
及新增「古埃及與世界」板塊，以突出文明之間的交流和互鑒。

整個展覽分為 「法老的國度」 、 「圖坦卡門的傳奇」 、
「薩卡拉的秘密」 以及 「古埃及與世界」 四大單元。 「法老的
國度」 介紹法老時代的歷史和古埃及文明的發展特色，探索古
埃及王權的誕生和信仰體系； 「圖坦卡門的傳奇」 聚焦少年法
老圖坦卡門陵墓的重大考古發現，展出黃金首飾、釉砂器和雕
塑等； 「薩卡拉的秘密」 呈現薩卡拉最新的考古成果，展品涵
蓋彩繪人形棺、貓和牛等動物的木乃伊； 「古埃及與世界」 則
主要引領觀眾感受古埃及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與對話，通過
對比古埃及和中國類似材質文物，構建兩大古文明之間的對
話。屆時還會將古埃及文物與香港故
宮文化博物館的中國古代文物，如
夢蝶軒的金器等，進行呼應展出，
強化中國和埃及世界兩大
古文明之間的對話。

逾200展品涵蓋水墨油畫攝影等媒介

▲《風景寫生冊》展示多位藝術家筆下的香港
和廣東城市風光。

M+將於明日（28日）推出特
別展覽 「廣東摩登：藝術與視覺文
化，1900至1970年代」 ，該展匯
聚超過200件展品，約90%來自公
共機構和私人收藏的借出，更有不
少展品首次公開展出，全面展現
20世紀廣東藝術和視覺文化的複
雜性。

M+水墨藝術副策展人楊浚承
接受採訪表示， 「當下全世界博物
館都有一個趨勢，就是從自己本身
的文化脈絡去敘述藝術的現代性和
當代性，M+作為香港的博物館，
我們有這個責任去講述香港藝術的
現代性。M+的很多館藏都是70年
代之後的作品，我們這個展覽可以
說是在做一個 『前傳』 。」

大公報記者 顏 琨（文、圖）

「廣東摩登：藝術與視覺文
化，1900至1970年代」
日期：6月28日至10月5日
地點：M+地下大堂
費用：6月28日至7月13日成人門票

240元，特惠門票120元

展訊

7月15日起M+推出全新單一
票價入場門票，成人門票190
元，特惠門票100元

圖坦卡門巨像（被阿伊和赫倫布挪用） 公元前1550-公元前1295年
巨像高超過2.8m，描述了具有傳奇色彩的少年法老圖坦卡門。年僅9歲的圖坦卡門在

動盪中繼位，在18歲離世。1922年，考古學家發現圖坦卡門從未被盜擾過的陵墓，墓中出
土數千件稀世珍寶，被遺忘了3000多年的圖坦卡門，自此成為最著名的古埃及法老之一。

書吏坐像 公元前2494-公元前2345年
古埃及時代，識字的人口不超過人口的百

分之一，書吏是極少數懂閱讀和書寫的職業，
在古埃及各個領域都發揮作用。他們不僅負責
撰寫法庭文書、整理歸檔信件、抄寫宗教文
本，還要負責土地測量、工程營造、商業貿易
等重大事務。這尊坐像有助現在的觀眾了解當
時的社會職業人士風貌。

貓木乃伊 公元前664-公元前332年
貓木乃伊是薩卡拉考古的新發現，薩卡拉

遺址十分講究對貓的崇拜，他們不僅保持了芭
絲特神廟，還擁有規模龐大的貓墓地，當中埋

葬數十萬具貓木乃伊，足見貓在埃及
人心中的重要地位。牠們不僅是外出
狩獵的好夥伴、居家的寵物，也是埃
及備受崇敬的家庭守護神──芭絲特
女神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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