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談及香港現時在藝文發展方面的角色，M+董事局主席
陳智思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表示，自己5至

10年前從沒想過香港會向「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定
位發展，「因為之前大家對這方面不太重視，認為香港就
是一個賺錢的地方。」而在他這一感受的背後，是香港曾
經的故事。

感謝政府支持藝文生長
19世紀，英治香港從一個小漁村漸漸發展為國際貿易頻
繁的轉口港，多個國家及地區的資金在此輸入、輸出，令
香港着上了金燦燦的披風；二戰後的香港又開始因貿易結
構的更改轉向產品加工及出口，並在世界佔有一席之位；
同時，逐漸蓬勃的全球旅遊業也為香港創造了許多連帶收
入。但香港從前對商業及貿易幾乎百分百的偏重，也讓這
個亞洲的經濟樞紐缺乏了藝術和文化氛圍的沉澱。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後，香港與內地產生了緊密的聯繫，
香港特區政府也開始逐步通過司法程序及資金投入，為香港
藝文的自由生長及發展做保障、創造條件，同時開啟香港藝
文長遠目標的踐行。「非常感謝香港特區首任特首董建華，
他於1998年同意在目前文化區所在的區域填海、建造文化設
施。」陳智思亦感謝歷年來的6任特首持續支持着整個文化
區的發展。他分享，不少海外朋友都指出，他們所在的國家
幾乎沒有可能將藝文設施建設到內地或香港這種欣欣向榮的
程度。「內地許多領域的發展都着眼於15至20年後，但很多
海外政客都只看重下一次的選舉。經歷了26年的發展，香港
終於看到成果了。」他欣慰地說。
2022年底，M+視覺文化博物館開放了日本當代藝術家草
間彌生的個人展覽——「草間彌生：一九四五年至今」，
吸引了眾多藝術愛好者前來觀賞。陳智思介紹，此次展出
的大部分作品都散布全球各地，這是M+首次將它們引進香
港做主題展出，所需成本不低。「當時疫情剛有所平穩，
很多海外旅客沒有機會來港觀展，但展覽的質量很高，所
以後來也被移至西班牙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進行了3個多月
的展出。」 展覽也剛結束於葡萄牙波多的塞拉維斯當代美
術展出。這也證實了文化藝術的輸出可以不局限於作品，
也可以涵蓋策展觀念與審美嗅覺。

軟件硬件皆是關鍵
今年3月，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與全球21間頂尖藝文機構

簽訂合作意向書，
其中有7間有意與
M+進行合作，包
括法國龐比度國家
藝術和文化中心、
法國巴黎國立畢加
索藝術館、日本國
立新美術館、韓國
三星文化基金會
Leeum美術館、卡
塔爾博物館管理
局、阿拉伯聯合酋
長國沙迦藝術基金

會，以及英國泰特美術館。陳智思表示，作為全國目前擁
有最多當代藝術品的博物館，M+有信心向更多國家推廣各
種作品。「M+的整體水平已經在2021年開幕後的短時間
內，獲得了當代藝術界同行的信賴，這是非常重要的。文
化輸出不是想要輸出就可以，也要有受人認可的水平；人
家覺得你不錯，才會願意同你合作。」
他點明，在博物館發展與藝術交流方面，除優質作品

外，整個博物館團隊的眼光也很關鍵。「博物館的硬件很
重要，但軟件更重要。」M+現時的團隊包含來自20多個不
同國家及地區的成員——博物館館長華安雅是澳洲人，副
總監及總策展人鄭道鍊則來自韓國；也有成員來自內地及
香港。「有這麼多不同國家及地區的人才在香港，充分體
現了香港的國際化。」
此外，作為西九龍文化區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同樣與7
間機構（上海博物館、法國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法
國凡爾賽宮和特里亞農國家博物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
館、西班牙普拉多國家美術館、伊斯蘭藝術博物館、英國
維多利亞與艾爾伯特博物館）簽下合作意向書的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也正承擔着傳揚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橋樑角
色，同時踐諾着「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倡導不同文明
之間的交流互鑒」的立館理念。
談到接下來與各個機構的交流與合作，陳智思表示希望

輸出到海外的展覽能夠吸引更多旅客來港觀光，同時消除
一些人對中國的刻板印象。「我個人來看，不單是旅客消
費，更重要的是希望藉展覽這一契機，讓大家親眼來香港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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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團隊的策展特色與國際視野

鍾建新1963年生於香港，45歲從警察行業退
休，隨後專心追尋兒時畫家夢。早前，他於
「『他來自理工』香港藝壇精英展2024」期間，
就攜作品前往海外之經歷接受了香港文匯報記者
的採訪。
自1995年起，鍾建新就開始攜畫作前往日本、
韓國、菲律賓、新加坡、加拿大、英國、美國等
地參加聯展、開辦個展。2000年左右，他前往西
班牙巴塞羅那海事博物館參加第五屆全歐洲藝術
家展覽，他亦是首位在那裏參展的香港人。他也
遇到了沒聽說過香港的當地人。「我們知道巴塞

羅那，但有的人並不知道香港是什麼地方。我還
穿了中山裝，也被一些人當做是日本人或韓國
人，可沒有一個人說我是中國人。」這更激發了
他大力傳揚中國藝術文化的決心。

將傳統文化帶出國門
遵循「無我主義」創作的鍾建新，很是欣賞中

華文化這一大熔爐中各個學派呈現的百花齊放的
景象，他也一直堅持將融合了中國文化及傳統大
家思想的作品帶出國門。「我關於中國文化的創
作比較多。我在西班牙展出的時候，當地人都很
喜歡。」不過他也發覺，更多當地人還是更擁護
自己國家的當代藝術，這也令他難以賣出畫作。
而這其中的原因，或許也涉及到巴勃羅．畢卡
索、薩爾瓦多．達利等西班牙代表性藝術家，以
及他們具有變革性的作品對國民審美、藝術認知
與收藏偏好的潛在影響。
鍾建新有多位欣賞的中國畫家，這些藝術家也

曾讓含有中華文化特色與人文景觀的創作，於國
際舞台大放光彩。擅長糅合中式風光與西方油畫
的法籍華裔畫家趙無極就是一位，中國當代超寫
實主義油畫家冷軍則是另一位。「冷軍和我年齡
相仿，我們都是法國巴黎一個國際性畫會的會
員。他很有藝術修養，他將從前宮廷派的油畫以
現、當代題材呈現，有些人認為他費力做了一些
沒必要的事，但其實他有他自己的講究。」

協助藝術同行走向海外
在鍾建新看來，現在的許多年輕藝術家都有些

缺乏功底，一些所謂的融合了中國傳統元素的作
品也不太能經得起推敲。「事實上，如果要將傳
統的東西轉換到一個新的方向上時，它應該有底
蘊，而不是將傳統抹掉，突然間變成另外一個東
西。」他強調，若人們放棄傳承世代先祖傳下的
珍貴文化印記與精華，那便是一件需要自省的
事。
針對香港目前的藝文宣傳傾向，鍾建新指出香

港常大規模引入大型當代互動藝術裝置或海外IP
展覽，「但這些藝術對傳達地區的人文風土又有
何影響？」與記者談到這裏，恰好有一位從美國
來香港遊玩的展覽訪客受鍾建新作品吸引駐足。
他表示自己在參觀中央圖書館時偶然發現了這次
展覽。「這裏有許多描繪自然的畫作，我覺得它
們完全可以通過意象與氛圍打動觀者。」他亦對
鍾建新水彩中的東方的山澗河流讚嘆不已。
除新加坡世界文化藝術聯合總會顧問這一身份

外，鍾建新近年來還成為了意大利Frattina畫會
中畫顧問委員。他平日會抽時間向畫會推薦有志
向和潛力的藝術家，為這些創作者提供更廣闊的
國際展示平台。
已成立逾25年的Frattina畫會近期也嘗試起線

上展覽。「各個國家的藝術家朋友都可以申請，

並以年計數繳一定費用，將作品上傳，讓國際觀
賞者看見；作品也有機會被選入雜誌，有興趣的
買家還可以聯繫藝術家本人購買作品。我們國家
的很多畫會，目前也用上了此類展示模式。」他
表示自己將繼續致力協助國家，將更多藝術輸出
到世界各地。「內地的西安是『一帶一路』的起
點，而意大利的羅馬是『一帶一路』的終點，我
希望能幫助香港成為其中的一道橋樑。」鍾建新
說。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雨竹 受訪者供圖

退休警鍾建新退休警鍾建新以國畫架中外文化交流橋樑以國畫架中外文化交流橋樑

●身着中山裝的鍾建新於2001年在英國倫敦柏麗
酒店參展。 ●鍾建新（右一）2011年攜畫作前往杜拜展出。

●鍾建新（右一）早前在
香港中央圖書館解說自己
的畫作。 雨竹攝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意向合作名單
與管理局表演藝術處簽署合作意向書的機構：

中國戲劇家協會
重慶市川劇院
石家莊市藝術研究院
上海戲曲藝術中心

與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簽署合作意向書的機構：

上海博物館
法國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
法國凡爾賽宮和特里亞農國家博物館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西班牙普拉多國家美術館
卡塔爾博物館管理局（代表伊斯蘭藝術博物館簽署）
英國維多利亞與艾爾伯特博物館

與M+簽署合作意向書的機構：

法國龐比度國家藝術和文化中心
法國巴黎國立畢加索藝術館
日本國立新美術館
韓國三星文化基金會Leeum美術館
卡塔爾博物館管理局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沙迦藝術基金會
英國泰特美術館
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
新加坡亞洲電影資料館
泰國電影資料館

近些年，隨着國家經濟與實力的日益蓬勃與壯大，人們對精神生活的需求也多了更多

「花樣」，許多海外國家也將合作眼光投射到了整個中國。這些契機都間接突出了由地理

優勢、歷史因素、多元文化塑成了「中外交流窗口」地位的香港，藝術貿易與文化輸出繼

而在此興盛。作為本港設施完善的大型藝文區域，西九文化區早已成為助力香港不斷向着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定位前行的關

鍵部分。M+董事局主席陳智思表示，作為

全國目前擁有最多當代藝術品的博物館，

園區的M+視覺文化博物館正以自己的策展

特色與國際團隊的國際視野，在香港這一

橋頭堡將全球藝術作品聯結、推動中外文

化藝術及策展服務的互鑒。M+也有信心向

更多國家推廣各種作品。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雨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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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思表示香港終於有了藝文建設的成果。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今年3月與全球21間頂尖藝文
機構簽訂合作意向書。 資料圖片

●M+售賣各種當代藝術周邊的店舖頗受市民及遊
客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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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專題展覽專題展覽「「山鳴水應山鳴水應」」吸引吸引
了海外旅客前來觀賞了海外旅客前來觀賞。。 M+M+供圖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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