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地香港文藝人可聯手創作好作品
何冀平：中西文化共融是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個途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

道）2023北京文化論壇14日在北京飯

店開幕，數百位海內外文化名人、專家

學者出席論壇。香港著名劇作家何冀平

在論壇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表

示，香港擁有很多具備中西文化背景的

藝術人才，兩地人才可通過聯合參與文

化藝術項目，共創好作品。北京人民藝

術劇院院長馮遠征向香

港文匯報記者指出，香

港具有發展文化藝術的

「天時、地利、人和」

優勢，充滿發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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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匯友以文匯友 風雨同舟風雨同舟中國新聞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14日上午，
2023北京文化論壇在京開幕。國家主席習近平
向2023北京文化論壇致賀信。
習近平指出，中華民族具有悠久的優秀傳
統文化，自古就有開放包容、兼收並蓄的文
化胸懷，中華文明歷來讚賞不同文明間的相
互理解和尊重。北京歷史悠久，文脈綿長，
是中華文明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
性、和平性的有力見證。中國將更好發揮北
京作為歷史古都和全國文化中心的優勢，加
強同全球各地的文化交流，共同推動文化繁
榮發展、文化遺產保護、文明交流互鑒，踐

行全球文明倡議，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

蔡奇出席開幕式並致辭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部長李書磊
在開幕式上宣讀了習近平主席的賀信。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蔡奇出席
開幕式並致辭。
蔡奇強調，要堅持自信自強，以習近平新
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認真落
實「兩個結合」的根本要求，堅定不移走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大力弘揚中

華優秀傳統文化，系統保護歷史文化遺產，
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作用，涵
養實現民族復興的精神力量。要堅持人民至
上，堅持思想性和藝術性相統一、弘揚主旋
律和提倡多樣化相統一，創作生產更多精品
力作，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不斷
豐富人民精神世界。要堅持守正創新，不忘
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在緊扣時代主
題中創新，在解決實際問題中創新，在強化
科技賦能中創新，力激發文化發展活力。
要堅持開放包容，推動不同文明相互尊重、
和諧共處，以海納百川的寬廣胸懷打破文化

交往的壁壘，促使自身文明在同其他文明交
流互鑒中保持旺盛生命力，廣泛開展文明交
流互鑒。
蔡奇表示，中國將同國際社會一道，堅守
自身文化立場，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努力
開創世界各國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
通新局面。希望北京文化論壇辦出成果、辦
出影響，搭建起促進文化交流、深化文明互
鑒的一流平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尹力
出席開幕式並致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
長、中國文聯主席鐵凝出席開幕式。

習近平向2023北京文化論壇致賀信

2023北京文化論壇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
辦。中央和各地宣傳文化單位負責人，知名
專家學者、作家、藝術家和行業領軍人物，
以及國際政要和文化領域國際機構負責人等
參加論壇。

粵語版《天下第一樓》將「進京」
由香港話劇團排演的粵語版《天下第一
樓》，去年底在本地上演贏得滿堂彩。編劇
何冀平在論壇現場向香港文匯報記者透露，
明年粵語版《天下第一樓》將在北京與觀眾
們見面，值得期待。談及國家把香港定位為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時，何冀平認為，國
家很有眼光，「把這麼重要的文化藝術交流
中心賦予香港，我覺得中央很了解香港，因
為香港確實有很多文化藝術的人才」。
在北京長大、在港定居三十多年的何冀平
對兩地文化十分熟悉。「是北京和香港兩地
的文化滋養了我。」她表示，文運與國運相
通，國家把文化提到一個很高的位置，這就
對文藝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出精品
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香港在文化進出口方面具「地利」
她表示，國家把香港定位為中外國際文化交
流中心，是十分了解香港的。香港有很多從外
國學成回來的中國人，他們具備中西文化背
景，「兩種文化共融是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
一個途徑，我覺得香港能夠起到這樣的作
用。」她目前正在創造音樂劇《紅樓夢》，
同時還有一些音樂劇、電影項目在進行，
「通過這些文化項目把香港和內地的藝術文化
人才聯繫起來，共同創作好的作品」。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馮遠征對香港打造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充滿信心。他在論壇
向記者指出，香港是舉世聞名的金融航運貿
易中心，現在開始打造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
心，這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很好的出口，也
是引進國際文化到中國的很好的入口。馮遠
征認為，香港在文化進出口方面具備「地
利」，加上國家大力發展文化的「天時」和
全世界文藝工作者聚集的「人和」，「這些
使得香港正成為一個既有希望又有發展潛
力、能夠開花結果的文化寶地。」
中央民族大學教授蒙曼在論壇向記者表
示，香港是非常有「國際範兒」的城市，香
港在打造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時更應突出
包容和創新的力量，「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
文化底色，在大的文化背景下，突出城市的
文化底色就能融入文化交流的洪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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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張帥 北京報道）
內地著名導演張藝謀在2023北京文化論壇開幕式
表示，作為一名文化工作者有義務和責任通過自
己的創作播撒更多文化火種，「每個人的文化追
求聚在一起，可以興旺千年不滅的人類文明之
火。」他說，借助奧運會這個全球性的盛大節
日，中國與世界各國進行平衡真誠的文明對話、
文化交流，「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行動也越來越
具有全球性、系統性的智慧」。
北京是全球首個也是唯一的雙奧之城，作為兩屆
奧運會開閉幕式的總導演，張藝謀現場回顧了兩屆
奧運會的開閉幕式精彩瞬間。張藝謀說，從北京奧
運會到北京冬奧會，中國人民愈發自信，文化愈發
繁榮，無論是夏奧的雄渾壯烈，還是冬奧的遼闊空
靈，都是對中國的文化表達，「這是因為我們始終
把中華文化優秀傳統作為靈感之源、創意之根」。
中國借助奧運會這個全球性的盛大節日，與世界各
國進行平衡真誠的文明對話、文化交流。

用作品提升人民生活體驗
「我們努力尋找最佳藝術形式，力求用作品提
升人民的生活體驗、生命體驗。」張藝謀說，北
京冬奧會開幕式倒計時的從24秒開始倒數，代表
24節氣，這是中華文明的時間智慧，是中華文
明中萬物有靈的浪漫和春華秋實的生機。講述奧
運開閉幕背後的故事，張藝謀如數家珍。他表
示，中華文明是在自身文化傳統基礎上形成的原
生文明，不斷與其他古老文明交流、碰撞、融
合、面向未來，我們要同其他文明開展互鑒，與
各民族一起繁榮世界文明百花園，打開格局向世
界展現中國美好。
張藝謀說，過去更多講述的是「我」，希望告
訴世界「中國」有什麼，到現在升華到「我
們」，中國人用更開闊的視野、更開放的態度，
向世界貢獻中國力量和智慧。「一起向未來，與
世界攜手美美與共，當中國人越來越意識到自己
與各國人民命運與共時，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行
動也越來越具有全球性、系統性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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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藝謀在2023北京文化論壇開幕式發言。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曉芳攝

叢亮：爭取早日實現坐高鐵跨海峽夢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14日，國
家發改委副主任叢亮在國新辦《中共中央國務院
關於支持福建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建設兩
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的意見》發布會上表示，當
前，兩岸各界對兩岸基礎設施直接聯通期盼已
久。「我們要共同努力，爭取早日實現兩岸民眾
坐高鐵輕鬆跨過台灣海峽的夢想，促進更多台
灣地區的商品搭乘中歐班列等暢達歐亞市場，更
好惠及兩岸同胞。」
叢亮表示，《意見》在推進閩台應通盡通、暢通

台胞往來通道方面進一步提出了四方面考慮，包括
經貿合作暢通、基礎設施聯通、能源資源互通以及
行業標準共通。他特別指出，福建省的清潔能源發
展迅速，閩南外海灘的淺灘適宜海上風電發展，具

備向台灣地區大規模輸送綠色電力的條件。「我們
願意加強兩岸能源領域合作，共同推動兩岸能源綠
色轉型發展。」
此外，叢亮還透露，下一步，發改委將按照

《意見》要求，支持通過配套製造、技術共研、
品牌共建、市場共拓、資本合作等方式進一步深
化閩台的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融合發展。其中包
括，加強閩台產業合作、創新兩岸社會資本合作
方式、促進台灣農業漁業和中小企業在閩發展以
及加強閩台科技創新合作等四個重點。比如，重
點支持漳州古雷石化基地、寧德動力電池集群等
建設成為集聚兩岸要素資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
產業基地和先進製造業集群，提升兩岸產業鏈供
應鏈的韌性和安全水平等。「希望台胞台企能夠

積極參與，在深度融入中國式現代化以及福建全
方位高質量發展進程中，共同建設兩岸現代化產
業體系，共同壯大中華民族經濟，不斷實現自身
更大的發展。」

三舉措推《意見》落地見效
談及未來如何推動《意見》落地見效，中央台

辦副主任潘賢掌表示，一是完善工作落實機制。
中央台辦、國家發展改革委將牽頭協調，做好整
體規劃，建立動態優化完善機制，推進政策落
實、評估調整和總結推廣等工作。中央和國家機
關有關部門將在《意見》框架內，進一步提出創
新舉措，加強政策支持，全力支持福建探索深化
兩岸融合發展的新機制、新路徑、新模式。福建

省將強化主體責任，建立協同落實機制，發揮各
方作用，創新工作方法，確保各項舉措創造性落
實。同時，還將建立福建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
新路專家委員會，開展深化閩台融合發展等政策
研究。
「二是夯實法治保障基礎。」他指出，切實做好
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建設法治保障工作。對《意
見》中涉及調整適用現行法律或行政法規的政策措
施，將按法定程序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或國務院授權
後實施。
「三是提供財力支持。」他透露，中央財政將通
過現有資金渠道，支持福建開展涉台經濟合作、人
文交流等。中央預算內投資將加大對福建探索海峽
兩岸融合發展新路重大項目的支持力度。

掃碼睇片

全國文化中心建設2022年度十件大事
1. 北京冬奧會和冬殘奧會開閉幕式文藝演出精

彩紛呈

2.「奮進新時代」主題成就展受到群眾廣泛好評

3. 中國國家版本館中央總館在京落成

4. 京杭大運河京冀段全線62公里實現旅遊通航

5. 全國首個科幻產業集聚區整體亮相

6. 首屆全民閱讀大會成功舉辦

7.「大戲看北京」成為首都文化新品牌

8. 萬壽寺等一批文物古建築融入城市生活圈

9.「何以中國」展覽引發廣泛關注

10. 首屆蘭花獎評選等活動推動文明交流對話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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