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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東曾於6月下旬赴港參加香港故宮
館開館相關活動。談及此次赴港感受，他
表示，港人的自律和韌性令人感佩。同
時，他還特別提到了一群在香港故宮館工
作的年輕人。「這些看起來30歲左右的
香港青年都是第一次和故宮博物院的同事
共事，但他們配合得非常默契。」他動情
地說，現場看到這些年輕人不畏艱辛，加
班加點，令他十分感動。「從他們堅毅的
表情和認真負責的態度中，可以看出他們
對文博事業的熱愛。從他們身上，我看到
了香港蓬勃的未來。」
7月1日，習近平主席在香港發表重要

講話時指出，「要特別關心關愛青年人。
青年興，則香港興；青年發展，則香港發
展；青年有未來，則香港有未來。」對
此，王旭東表示，習主席的期冀是一定能
夠實現的。「因為這次在香港，我感受到
了香港青年的朝氣和韌性。香港青年『真
的行』。」
王旭東還鼓勵香港年輕人多到內地走

一走。他說，「行萬里路」不僅可以學習
歷史文化，也能更好地了解現狀，在領略
美好風光的同時，感受祖國發展及城鄉差
異。多走動，對香港青年的世界觀、價值
觀、人生觀也都會產生一定的影響。

國家「十四五」規劃中，明確提出
「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
中心」。「要打造一處中外文化藝術交
流中心，就必須有一個國際化的平台，
而香港正是合適的選擇。」王旭東表
示，香港不僅是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
心、航運中心，還是創新中心。中外文
化都在這裏匯聚交融，香港完全可以將
各種文化成果與現代生活美學糅合，進
行創新再設計，甚至形成全新的藝術品
類。香港的地位決定着香港故宮館的地
位，香港故宮館可發揮「創新+朝氣」優
勢，助港建成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港中外文化交融
可形成全新藝術品類

對於如何發揮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
優勢，王旭東十分看重。「文物研究是
故宮博物院的優勢，而香港故宮文化博
物館的優勢則是創新力和年輕人的朝
氣。」他說，將故宮博物院的學術成果
與香港故宮館的創新動力相結合，可以
創造出很多符合時代生活美學的文創產
品。「這些產品並不一定是以實物的形
式呈現，還有音樂、舞蹈、戲劇、電視
紀錄片等等諸多表現形式。」
「這次赴港期間，我還參加了『敦煌

與故宮對話：飛越文化二千年』音樂會暨
文化講座，反響非常好。」王旭東特別提
到來自於香港的一群年輕人，成立了一個
「香港天籟敦煌樂團」，通過民族音樂，
致敬敦煌，致敬故宮，致敬中華文明。這
種嘗試，正是香港打造中外文化藝術交流
中心的一個極好的範例。同時，這批年輕
人也將影響一大批香港青年，吸引更多年
輕人參與進來，令傳統的民族音樂變為日
常，變為流行文化。

在駐守大漠28年後，王旭東於2019年
4月成為故宮博物院第七任院長。從敦煌
研究院到故宮博物院，他感受到了空前
的關注度。「從某種程度而言，這三年
多我真是換了一個人。」他說，「但
是，我們絕對不能在這種巨大的關注度
之下迷失自己的初心和方向。在這種情
況下，守正創新就顯得彌足珍貴，甚至
是至關重要的。」

「敦煌立於西北大漠，故宮則在首都北
京。這是兩者天然的巨大不同。」從敦煌
到故宮，王旭東個人的文博之旅頗有傳奇
色彩。他說，在敦煌潛心研究有孤寂，也
有快樂；在故宮主持工作，受到前所未有
的關注，同時也感受到更大的責任與壓
力。

在採訪中，王旭東多次強調「敬畏之
心」：「無論是站在莫高窟還是在紫禁
城，內心的敬畏之情都會油然而生。」
他敬畏規律，用現代技術結合傳統方法

守護着600多歲的紫禁城；他秉持「開
放辦院」理念，用開放的心態研究保護
文物，堅持推動國內外學者交流對話；
他不斷嘗試探索通過數字化讓文物
「活」起來，讓世界了解故宮，感受中
華文化的魅力。而要做好這一切，守正
創新是必須恪守的理念。

在談及對故宮的理解時，王旭東的神
情變得嚴肅莊重起來。在他看來，故宮及
其收藏的文物所承載的不僅僅是紫禁城
600多年的歷史文化，而是中華五千年文
明的集大成。故宮不僅是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的匯聚地，更是一部浩瀚的史書。通過
研究故宮，人們可以讀懂中國這樣一個多
民族的國家，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同時，故宮有其突出的普遍價值，它不僅
屬於中國，更屬於全人類。它向全人類表
達了中華民族在這片土地上創造的獨特文
明，這個獨特文明又給這個世界賦予了多
重的意義與價值。

近年來，故宮博物院的文化遺產
保護事業獲得諸多來自香港的慷慨
捐資。對此，王旭東表示，之所以
有這麼多香港同胞樂於為故宮文保
事業及文化傳播出錢出力，且不附
帶任何訴求，這都源於他們對中華
文明的敬畏與認同。
王旭東表示，香港企業家們不僅
慷慨捐資，更帶來了先進的文保理
念和管理經驗。比如建福宮的復
建、養心殿的保護等等，就是香港
文保理念與內地文保技術完美結合
的範例。如今，這已成為一種非常
好的合作模式。

願更多港青獲資助來故宮學習
關於香港捐贈的意義，王旭東

表示，香港中國文物保護基金
會、世茂集團、旭日集團、黃廷
方慈善基金等，不僅捐資助力故

宮文物保護，還積極投入到文博
人才培養，可以說想盡一切辦法
幫助故宮。故宮與這些香港企業
家的合作，不僅僅是資金支持那
麼簡單。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義
舉帶來了一種精神上的影響力，
讓社會各界都來關注中華文明，
做好保護與傳承，這尤其對年輕
人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王旭東還特別提到，將來慈善捐

款不一定都要去做文物保護，而是
要向人才培養、文化傳播方向傾
斜。「我們從歷史中走來，最終是
要面向未來。保護老祖宗留下的文
化遺產，就是為了讓後代了解中華
文化。」他神情篤定地說，「文化
的保護和傳承最需要的是人才。期
待未來有更多的港青獲得資助，來
到故宮學習、實踐，同時也能讓更
多故宮學人『走出去』。」

備受矚目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以下簡

稱「香港故宮館」）七月初正式向公眾開

放，展出900餘件由故宮博物院精心遴選的

珍貴文物，讓香港市民在家門口感受中華悠

久歷史及璀璨文化。對於這座新型博物館的

未來，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充滿期待。在

他看來，香港故宮館要以故宮文物為核心，

助力中華文化對話世界。他希望，在香港故

宮館這一實景「課堂」中，香港同胞尤其是

香港青年能透過文物承載的中華文明，增強

文化自覺、提升文化自信。

王旭東近日在故宮博物院接受香港文匯報

專訪時表示，作為中外文化交匯點，香港肩

負着保護、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並吸收、

發揚其它文明成果的時代使命，這也是中央

政府支持建設香港故宮館的題中應有之意。

香港故宮館是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中

「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

重要實踐，故宮博物院「十四五」規劃中也

對通過香港故宮館進行文化交流有重點考

慮。 ◆香港文匯報

記者 王文韜、江鑫嫻 北京報道

王 旭 東

感佩港人自律韌性
香港青年「真的行」

不能迷失初心
謹記守正創新

��

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寄語香港故宮館寄語香港故宮館：：

港商捐助文保及育才
冀各界關注中華文明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是中央政
府送給廣大香港同胞的一份

文化厚禮。在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的
特殊時點，這座博物館克服疫情帶來
的困難，如期開館，在香港市民中引
發熱烈反響。」王旭東表示，香港故
宮館開幕展共展出914件故宮藏品，
其中一級文物166件，展品橫跨五千
年中華文明史，涵蓋故宮藏品各大門
類。這也是自1925年成立以來，故宮
博物院規模最大、級別最高的文物出
宮展覽。
關於開幕展覽的設計思路，王旭東
表示，首先要讓觀眾了解紫禁城最初
的功能和歷史沿革。香港故宮館的
「紫禁萬象」展就講解了紫禁城的建
築、典藏與文化傳承，「紫禁一日」
展則講述了清宮生活日常。其次，要
讓公眾了解故宮文物所承載的文化。
為此，故宮推出了「王牌」展品——
晉唐宋元書畫。同時，還要考慮古代
工藝與現代設計的對話，於是就有了
「器惟求新：當代設計對話古代工
藝」展。

冀港人入館前「做功課」
分享觀展感受

「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對外文化交
流窗口。於是，我們就設想能不能在
開館時，設計一個可以讓中西文化進
行對話的選題，最終想到了馬文
化。」提及香港故宮館的創新，王旭
東眼中閃爍着光芒。他強調，尋找相
同與不同，既能激發民眾的文化認同
和文化自信，也能使大家更加尊重文
明的多樣性和差異性。
王旭東經常會被問到最推薦哪一件
文物。「我無法推薦。可以說，每一
件文物的選擇都表達了策展人深厚的
用心。但每一個人對文物的認識都有

所不同。希望香港同胞在走進展廳
前，能先在故宮官網及相關微信小程
序上做一點『功課』，再去現場欣
賞，收穫會更大。」他還期待，觀眾
在參觀之餘，能將自己對中華文化的
體會與感受傳播分享出去。

兩地館院多領域合作
形成良性互動

隨着香港故宮館的正式開放，故宮
博物院將與香港故宮館進入深度合作
區。「人們常說，香港背後是強大的祖
國。那麼，香港故宮館的背後就是資源
豐厚、專家雲集的故宮博物院。」王旭
東表示，未來，除了展品輪換、展館更
新、活動設計、數字化發展等常規合作
外，雙方還將在人才培養、文創交流等
諸多領域開展更加緊密的合作。例如，
故宮博物院會與香港方面分享最新學術
研究成果，而香港故宮館亦可將文化藝
術設計等最新成果反饋給北京，雙方形
成良性互動。
關於香港故宮館未來發展，王旭東
提到兩個方面。其一，要以故宮文物為
核心，對話世界，促進不同文明交流互
鑒。其二，要透過故宮文物承載的中華
文明，提升香港同胞的文化自覺與文化
自信。在他看來，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
全體華夏兒女身上，都刻着中華文明的
基因。「現在的問題是怎麼激活它，讓
它在新時代繼續綻放多元價值，既幫助
大家認識老祖宗的偉大智慧，也讓世界
更全面地了解中華民族。」
王旭東特別強調，故宮博物院和香
港故宮館已達成多方面共識，並且走
到了一個共同的發展平台，那就是故
宮博物院的「十四五」規劃。「香港
故宮館的發展已被納入其中，而且是
作為一項非常重要的故宮博物院未來
對外文化交流與發展的內容。」

1967年出生，甘肅山丹人。蘭州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地質工程專業畢業，研
究生學歷，工學博士，研究館員。主要從事石窟、古代壁畫和土遺址保護，
文化遺產監測預警與預防性保護等方面的研究。

1991年6月到敦煌研究院工作，2014年12月任敦煌研究院院長、黨委書記。
2019年4月至今任文化和旅遊部黨組成員、故宮博物院院長（副部長級）。

中共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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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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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市民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市民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展廳內參觀拍照展廳內參觀拍照。。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互動體驗區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互動體驗區，，
小朋友體驗毛筆書法臨摹小朋友體驗毛筆書法臨摹。。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市民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參觀市民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參觀「「國之瑰國之瑰
寶寶：：故宮博物院藏晉唐宋元書畫故宮博物院藏晉唐宋元書畫」」展覽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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