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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博角度看香港

我曾在《人居香港——活化歷史建築》中形容香港「是
一個飽經風雨滄桑之城，一個彰顯堅韌與執着的城市，一
個充滿人性與溫暖的城市，一個珍惜歷史與記憶的城市，
一個永葆創意與活力的城市」。
與香港的緣分始於2003年12月。我以國家文物局局長的
身份正式訪問香江，首次考察香港並與香港文博界交流。
彼時，負責接待和引導的正是如今出任香港故宮文化博物
館館長的吳志華博士，他當時供職於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吳志華是故宮的「老朋友」，故宮博物院在香港
的很多大型展覽項目都是吳博士策劃的。
2007年11月，時任香港發展局局長的林鄭月娥訪京向我

介紹了香港的「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香港雖然地域
面積不大，但是作為中西文化的交匯地，有8,000多棟廟
宇、教堂、民居等眾多歷史建築，無論是建築風格、建築
技術，還是樓宇功能、建造地點，都銘刻着時代印記和人
文精神，它們見證了香港的城市發展，也承載着集體記
憶。2002至2019年，我先後在國家文物局和故宮博物院工
作，因工作需要，曾十餘次訪問香港，實地考察香港的文
化遺產保護現狀，次次行程排得很滿，到處考察香港的歷
史建築……以宏觀的角度，通過不同脈絡對香港大部分歷
史建築做出分析和論述，感受香港歷史建築保護理念和實
踐的迅速發展。我所接觸到的香港文博界同仁，既擁有國
際視野，又了解國情，能夠善用中西兼容的文化優勢。我
也做了20餘次學術報告或專題演講。其中兩次在伊利沙伯
體育館的演講令我印象深刻，每次都有2,000多位香港青少
年聽眾，同學們不但認真聽完兩個小時的報告，並且踴躍
提問，做到薪火相傳。
一切合作由林鄭月娥提出「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開

始。2008年起，特區政府正式推出「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
劃」，通過與非營利機構合作，保存、活化、善用特區政
府擁有的歷史建築，為之注入新生命，讓市民和遊客參
觀、欣賞建築的文物價值。這是香港歷史建築保育政策一
個新的里程碑。如今，「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已實施
到第七期。我們欣喜地看到，包括前北九龍裁判法院、舊
大澳警署、雷生春堂、美荷樓、前荔枝角醫院等眾多活化
項目已投入服務，並成為熱門公共文化場所，這項計劃為
社會公眾參與歷史建築保護提供了良好的參考範例和經驗
創新。
「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經過多年的探索和實踐，取

得了顯著的成效。歷史建築有了人的參與和活化，全新的
功能被充分地挖掘發揮出來，不再只是供駐足欣賞的藝術
品，真正做到「地盡其用」。在活化項目中，特區政府有
12個方面的特點值得借鑒，包括：完善組織機構、評級制
度、嚴格評審標準、制度不斷創新、服務系統、穩定運作
模式、科學修復、注重活化傳承、優化夥伴合作、財務支
撐、社會宣傳、鼓勵公眾參與等。計劃不斷顯示出強大的
生命力和推動作用，為方興未艾的歷史建築保護提供香港
模式、中國經驗。這項創舉適應香港城市規劃的定位和變
化，歷史文化遺產不斷煥發新活力、綻放新魅力。
為傳播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的香港經驗和香港故事，我

於2022年出版了《人居香港：活化歷史建築》一書，該書
繁體版《宅茲香港：活化歷史建築》在香港同步推出。
在書中，我回顧了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從設想到選址、

籌備，再到規劃、建設的過程。2015年9月，我邀請時任特
區政府政務司司長的林鄭月娥參加國際文物修復協會培訓
中心的揭幕儀式。談話中，我提出能否在香港興建一座長
期展示故宮文化和中華文化的博物館。這個建議在當時顯
得異想天開，但她認為是個非常好的主意，並表示回香港
後會開展可行性研究。同年12月，我再次拜訪林鄭月娥女
士，討論深化故宮博物院與香港博物館領域的交流合作。
在香港建設一座展示故宮文化的博物館的想法，可以說是
彼此不謀而合，亦完全基於雙方在文化發展上的互惠互
利、資源共享。

經過緊張高效的推進，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選址在西九
文化區西部臨海區域，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贈35億
港元，資助館舍建設。2016年12月23日，在故宮博物院報
告廳，時任香港政務司司長的林鄭月娥女士作為西九管理
局董事局主席，我代表故宮博物院，雙方簽署《故宮博物
院與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就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合作備
忘錄》，正式啟動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項目。
故宮博物院與香港雖相隔千里，但是有着很深的文化淵

源。早在20世紀五十年代初，就有包括《中秋帖》《伯遠
帖》等重要文物經香港回歸故宮博物院。很多故宮博物院
的文物藏品都有着香港的印記。1999年，故宮博物院啟動
了建福宮花園復建工程。陳啟宗先生創建的香港中國文物
保護基金會，為建福宮花園復建工程提供了全額經費的捐
款；許榮茂先生慷慨出資1.3億元人民幣，助《絲路山水地
圖》「回家」；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慷慨捐贈35億港
元，資助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館舍建設……
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籌建之前，故宮博物院幾乎每年

都有不同主題的文物展覽在香港各大博物館展出。從宮廷
文化到皇家生活，從書法繪畫到傢具器物，從清宮服飾到
外國文物，香港市民得以從不同角度了解中國歷史和中華
傳統文化，展覽均獲得強烈反響。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建設，無疑是香港文化事業發展

的一件大事，既可以使故宮博物院得以踐行中華文化傳承
的長遠承諾，也可以使香港博物館界增加一份文化自信，
還可以為香港吸引更多海內外博物館愛好者，提升香港成
為擁有國際重量級博物館的文化之都。在香港各界的大力
支持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在2022年7月3日正式投用。
如今，來自全球各地的觀眾不但能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看到難得一見的故宮文物藏品，還能聽到著名文物專家的
講座。「數字故宮」更能讓觀眾實現「身在宮外，心在宮
內」的感覺，在這裏還能把故宮文化創意產品帶回家。青
年學生更有機會參與故宮知識課堂活動，學到更多傳統文
化知識。通過教育及推廣活動，包括為青少年提供交流和
實習，以加強對歷史、文化和藝術的認識，更加深入地了
解故宮文化，讓香港與內地的文化血脈更加相融。
未來，我祝福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成為一座有溫度、令

人震撼、不虛此行的博物館。讓中華傳統文化更好地走進
700多萬香港同胞、8,600多萬大灣區居民和世界各國民眾
的生活中，讓中華文化與世界文化之間增添一條文化橋樑
和紐帶，使「東方之珠」更添魅力。
同時，香港背靠擁有五千多年燦爛文明的祖國，在文化

資源的獲取上可謂近水樓台，再加上各方面的強大合力與
積極推進，相信未來香港的文化建設和文化遺產保護必然
呈現蓬勃發展的景象。
（作者為故宮博物院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文物學會專

家委員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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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晝的宣紙上悄悄暈開
以輕柔而遙遠的呼吸

成為風景裏唯一的動態

像搖搖欲墜的落葉
懸掛在日子的枝頭

它不語，卻說盡了流年

在鋼鐵的海洋裏獨自飄搖
偶爾會在窗台的邊緣

尋找着失去的聯繫和溫暖

悄悄地
在時光的裂縫裏練習生存和飛翔

並保留了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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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江而居。俯瞰，一條白亮亮的水在陽光下熠熠——那是松花江，僅次
於長江黃河位列第三的著名大江，就這麼伏臥在側。
江風潤窗。夜夜枕波。親近着親近着，把這一道白練當作地久天長的依
傍，天然地癡纏，癡纏得天然。
江水萬古流，穿透歲月，穿過，一路跋涉的溝溝壑壑。
於東北民族，松花江的哺育厚重綿延、情深意長。這條從長白天池一路
跌宕翻騰的大江，犁過雪原凍土、荒甸叢山、密林草地，見證王朝更迭，
時移事遷，將東北黑土地的文明一路播撒，將東北人的品性點點塑成——
侃快爽氣、不拖泥帶水，豪氣干雲、頂天立地、勇於承擔，聊着聊着就把
心交付了，撞了南牆也無悔，主打一個熱情、熱心，一不留神還讓人不知
所措。一腳剎車沒踩住，過了。呵呵。
折射着世道人心，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廣為人知的，是這條江與一首歌聯在一起，《松花江上》。上個世紀三
十年代末，張寒暉所作。「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裏有森林煤礦，還
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旋律淒愴蒼涼，將亡國之恨別鄉之苦一一道出，道出時代悲歌、歷史傷

痛，一腔不甘屈辱，兩手空拳在握。是對民族創傷的歌哭，是對一段記憶
的深深鐫刻。歌聲將松花江廣泛地種植在國人心裏，不止是對那一時空下
東北抗日眾生的了解，對東北地域和東北物產的認知，還深刻地影響着近

百年來人們對於
松花江、松花江
流域所生發的種
種設想、聯想和
遐想。
松花江哦，你
注定承載着太多
太多。關於歷史
的，人文的，政
治的，經濟的。
如今，郵政大
樓上的大鐘整點
報時，正午時

分，12 記鐘聲之後，一段耳熟能詳的《松花江上》適時響起，電子樂的設
定，單薄跳躍的音符，消彌了宏大敘事，縈在耳畔的除了悠揚，還有輕
靈。一如再聽《義勇軍進行曲》不再同仇敵愾一樣，歷經歲月淬煉，一首
曲子完成了時代的託付，又攜帶着曾經的密碼涓涓地撫慰盛世下的人心。
拍遍欄杆，還是抑不住遙想。
這江流，曾多麼野性難馴，放排人九死一生過澗搶灘，牧放一根根原木
出林出山，來到吉林城下，在冰封的江面壘起一個個特有的「水院
子」——冰上客棧，將木排拆解後的木頭堆垛成倉，待價而沽。
因山高林森，除原木，毛皮藥材也奇貨可居，使這一城這一處成為關東
老客喜見的物品集散地。攏在袖子裏手悄搭一起，指頭捏成數目字你來我
往計價還價，成交後一拍兩散。
還有夕陽西下，紅霞映山水，一葉扁舟上頂笠老翁船頭佇立，鵜鳥幾隻

在側，另有幾隻飛升起落，有魚出水，發出潑喇喇的聲響，水花四濺。水
氣氤氳下的夜色漸濃漸郁。
作為古戰場，兵家必爭之地，這裏也曾鼓號齊鳴，箭矢如雨，刀槍相抵

鏘然有聲，廝殺拚搶搏命一擊。王旗獵獵，殘陽如血。
康熙一首《松花江放船歌》以帝王視角將大閱兵定格：松花江，江水
清，夜來雨過春濤生，浪花疊錦繡縠明……
康熙二十年（1681 年），平定「三藩之亂」後，志在必得的康熙帝着手
平定東北邊疆沙俄屢屢滋擾，告知吉林將軍要「省視烏拉」。次年春起
程，入山海關，抵盛京，進興京，歷40天，一行浩浩蕩蕩行抵吉林城。他
冒雨登舟檢閱了70 里江面上的吉林水師艦隊，感慨於「連檣接艦」「貔貅
健甲」旌旗如火的水師聲威，為之後的雅克薩之戰厲兵秣馬，為抵禦外侵
霸氣應對。彊域落槌，《中俄尼布楚條約》簽訂，中國和近現代歐美國家
簽訂的第一個條約，從法律上劃定了以額爾古納河、格爾畢齊河和外興安
嶺為界，整個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流域（包括庫頁島）都是
中國的領土。
絕對大陣仗大手筆大運作。再再望江，「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
里船」之感立生。
當然，近江並不意味視野裏只有目力所及的這一截江段。大江中的「中

國第三」，跨越黑吉兩省，水域漫長遼闊，資源豐富，經濟價值不可估
量。單單一個「母親河」的稱謂，不能涵蓋她對這一塊土地和土地上的子
民的重要，於我們而言，她是命脈，是魂，是神跡。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吉林市作協副主席。曾獲吉林文學獎。）

一條江
曲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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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河南省作家協會會員）

說到香港文化對我們的影響，最早是改革開放之初那聳
立在高樓上一排排的魚骨天線，因為想收到香港電視，喜
歡看他們搞笑的節目和電視劇；有許多藝人和明星耀眼奪
目，哪怕是教做菜的節目也感覺很好看，總之就是五光十
色。後來可以辦港澳通行證過去玩了，隔三岔五就要去一
趟香港，重點行程當然是逛街、購物。在中環的置地廣場
偶遇過好幾次鍾楚紅、莫文蔚，近身走過，她們平實優
雅，店員見了她們也不會大驚失色，都是見過世面的樣
子。除了吃和買，去海洋公園、上太平山，後來都走得熟
門熟路。到香港最重要的一個例牌活
動，就是看電影，看很多內地看不到的
電影，有時候一看就是兩三場，出了影
院也習慣在報刊亭買些雜誌回廣州慢慢
看。
但是最顛覆我思維方式的是，香港人
一以貫之、大張旗鼓的愛錢搞錢的理念
神聖不可侵犯。那時候我看港產電影
《富貴逼人》《富貴再三逼人》幾乎不
可思議，就這，這是文藝作品的主題
嗎？還有《金雞》三部不是三觀碎一地
的問題，而是世界觀的動搖和改變。
多少年過去了，經過改革開放的四十
年，直到今天我不得不承認，香港當年
所展現的就是世界本真的樣子，直面人
性是一個作家的基本立場。

伴隨着香港的黃金時代一路走來，令我感悟最深的是所
謂的「無厘頭」。我看電影《功夫》笑得差不多要昏過
去，突然就理解了他們的娛樂業為什麼以搞笑為主，或將
此推到極致，因為人活着真是太艱難了，無論窮人富人都
有數不清的煩惱，都有解決不了的課題，所以誰在工作之
餘還想聽講座、受教育啊。
他們就是要活快活。
想一想我們今天的頂流詞匯「鬆弛感」，以及蔚然成風

的脫口秀節目，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標不就是快樂生活、遠
離抑鬱，儘管方式不同，但不就是香
港文化的曾經嗎？
也許有人會說：「在這個娛樂至死

的消費時代，我們就不能堅持一種有
意義的生活嗎？」當然可以，並且值
得讚許。但是消極進取的人生態度也
是可以被理解的，輕歡和淺淺的快樂
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對不對？
所以我給這個欄目取名「活快

活」。若干年前，我曾和一個編劇受
邀寫一套喜劇短劇，當時取了這個名
字，後來因為各種原因，劇本沒通
過，便剩下這個名字，也算是多年前
打出去的子彈重中靶心，碰巧用在這
裏與大家聊聊閒話。
（作者為廣州市作家協會名譽主席）

我記憶中的香港文化
張欣

初冬隨筆
陽光像是去核的糖水黃桃
全身流淌着金黃的蜜汁

銀杏樹的葉子一天天燃燒
幾乎把所有的心路都燃燒了一遍

麻雀們在田間地頭巡視着
谷穗的軌跡

如同追尋逃離的光陰
而秋的暮年是一樹紅紅的山楂果

酸酸甜甜的，像人生
而風，是哲人

經常路過怕冷的肉身

這時
它悄悄地來了
面對着結束

也背向另一種開始

●高潔《江城冬日》

●作者張欣

●2016年，單霽翔在伊利沙伯體育館出席康文署舉辦的
「故宮的世界 世界的故宮」講座時分享故宮博物院在修
繕建築和保存文物上的經驗。 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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