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芭蕾舞團：
與廣州大劇院攜手更具前景

為人才搭建多元化平台
港藝文打開更廣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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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中樂團的「百年中樂—民族器樂演奏人才培訓」入選國家
藝術基金的「藝術人才培訓」項目。據香港城市中樂團藝術總監程秀榮
介紹，在國家藝術基金的支持下，該培訓項目將包含56課時的理論
課、240課時的實踐課、5場音樂會及2場采風活動，預計於明年3月展
開全國遴選，以學歷、演奏或教學經驗為基準招收30名中樂高端人
才，並計劃於年中開課，結業證書亦將由國家藝術基金頒發。「兩個采
風地點分別是香港和江蘇，因為江蘇是音樂家劉天華和二胡大師閔惠芬
的故鄉。傳承百年中樂，自然要去他們的故鄉追溯。」
香港城市中樂團2023年曾獲國家藝術基金「傳播交流推廣項目」資

助，並於2023至2024年期間展開「香港當代民族管弦樂經典音樂作品
粵港澳大灣區巡演」，在香港、深圳、珠海、澳門四個城市舉辦了四場
大型音樂會、三場學術研討會，以及青少年交流講座、青少年互動工作
坊等。程秀榮表示：「舉辦音樂會巡演和如今設立人才培訓計劃的初衷
是相同的，都是希望內地和香港的經典中樂不要被大眾遺忘。同時，業
內人士對經典作品的鑽研遠遠不夠，無法演奏出作品的精髓和內涵，致
使其流於平庸，從而使觀眾產生中樂並沒有那麼好聽的錯覺。百年中樂
面臨着斷層的危險，演奏及教育人才的培養如今至關重要，我們很感恩
也很珍惜這次國家藝術基金項目的資助。」
他又提到，作為立足香港的中樂團，無論是人才培訓項目的推進還是

樂團的持續發展，都需要特區政府的支持，「優秀的藝術家和樂團，更
需要資源支持使其精益求精，資源分配不均只會阻礙音樂界的發展。」

日前公布的國家藝術基金2025年度資助名單，12間香

港藝術機構及個人入選。昨日，多位將於2025年接受國

家藝術基金資助的機構代表及個人，接受香港文匯報記

者採訪，分享了他們入選的感受與對行業的真摯期許。

香港城市中樂團藝術總監程秀榮、香港芭蕾舞團行政總

監李易璇指出，在傳揚特色藝術及文化的同時，兩團體

也希望為業內填補有潛力的年輕傳承者，以手中的資

源，甚至是與內地相關團體的交流，為人才搭建多元化

平台，給更多年輕人創造了解、傳揚優秀文化的機會。

自2021年起，國家藝術基金面向港澳特區全面開放一般

項目申報，鼓勵本港多間藝文機構與個人打開更廣闊的

藝術空間，在展現香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定位

之關鍵的同時，向世界嘹亮地唱出中華文化的韻味。

●採：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岳悅、小凡、雨竹

香港畫家何紀嵐憑藉中國畫
《香港格式》系列作品入選
「美術個人創作」類別。他
表示，獲得國家藝術基金對
他來講意義非凡，他甚感榮
幸。「這不僅是對我藝術創
作的肯定，更是對我作為一

位香港藝術家的認可。」
何紀嵐介紹，他的作品風格獨特，與傳統水墨有顯
著區別，這或是他獲得基金支持的原因。《香港格
式》以幾何結構透視香港密集市容，光、色、線的虛
實交織投射出都市生活動與靜之節奏，配合由何紀嵐
創的「遊絲破墨」皴法，以極簡主義表現出香港的精
神與特色。
提到獲得基金後的創作計劃，何紀嵐透露，他已計
劃於明年4月下旬在香港中環的藝穗會舉辦個人展覽。
展覽的核心理念是透過當代水墨的創新表達，展現香
港水墨藝術的獨特風格及其深厚的文化內涵。

香港芭蕾舞團有限公司（港芭）的「粵港澳大灣區芭蕾編導人才培訓」
項目，屬國家藝術基金所資助「藝術人才培訓」項目。這是港芭二度獲批
國家藝術基金，申請過程較為順暢。香港芭蕾舞團行政總監李易璇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指出，本次申請與港芭同廣州大劇院合作設立的粵
港澳大灣區芭蕾孵化基地有關。她表示，廣州大劇院在培養青少年人才方

面有10年的經驗，港芭的課程也很受大家歡迎且有
不小的影響力，因此她與廣州大劇院副總經理
梁麗珍探討了合作可能，也在去年9月的基地
啟幕儀式後，申請了國家藝術基金。
項目望以所獲基金為港芭及廣州大劇院

聘請專家、租賃場地、培養有編導潛力的
舞者。李易璇表示，業內缺乏編導人才，香
港的資源有限，因此與廣州大劇院合作發

掘、培養大灣區人才，是一件更有前景的事。
此外，在香港這一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港芭，視野廣、規劃長

遠、平台多元、海外資源豐富，近年來名聲漸響；廣州大劇院則有完善
的劇場資源，也有廣州的觀眾群體。港芭希望通過此次合作，鼓勵香港
及內地的其他機構與院團攜手開拓更多的發展可能。「大家都在面臨各
種挑戰，譬如經濟環境不景氣。在這種情勢下，大家可以進行資源共
享，能夠利用的資源會增多，呈現的作品的影響力也會較大。」她點
明，港芭與廣州大劇院的品牌影響力強，行動力也都很高，現在有了國
家藝術基金的支持，可以說是「三強聯手」。
對於人才發展平台，港芭呈現的演出多是古典芭蕾與現代芭蕾結合的
平衡劇目，現代芭蕾的創作空間為很多有潛力的年輕舞者提供了書寫個
人想法的機會。港芭的文創產業思維與很多商界的合作，也為年輕人才
開拓了不同類型的鍛煉平台，如去年受時裝品牌連卡佛贊助的旗艦店芭
蕾展演，以及4月、5月與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合作的《StellaLou夢
想起舞吧》等。
上半年，港芭的舞劇《布蘭詩歌》巡演入圍2024年國家藝術基金的

「傳播交流推廣」資助項目，全部費用都投在了這一大型且高成本的巡
演製作上。《布蘭詩歌》也將於明年11月在上海巡演。
上月，港芭還爭取到了在北京國家大劇院呈現代表作《愛麗絲夢遊仙

境》的機會，賣座率高且好評無數。能在這一殿堂級的場地表演，團隊
倍受鼓舞。「我們藝術行業就是要給大眾希望，特別是年輕一代。」李
易璇說。

香港舞蹈團的大型舞劇《武道》是次獲得「大型舞台劇和作品
創作」項目資助。據了解，《武道》將由香港舞蹈團藝術總監楊
雲濤編導、聯同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美術指導和香港著名爵士樂
作曲家，以李小龍的武術精神為主題而創作。作品繼承和弘揚李
小龍所代表的武術精神，尤其是他的毅力、自我提升和追求卓越
的品質。透過舞蹈和身體表達，呈現李小龍武術的哲學和藝術氣
韻。楊雲濤介紹道：「武術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象徵，承載深厚
的哲學及價值觀。舞團期望通過此作品，展示中國武術的魅力，
承傳中華優秀文化，推進文化自信與自強 。」
同時，香港舞蹈團的群舞《靜聽松風》獲得「小型劇（節）目

和作品創作」項目資助。作品從元代畫家倪瓚的《六君子圖》中
擷取靈感，結合武術及舞蹈，以武術的勁道和身體的韻律，表達
「和而不同」的中國傳統人文思想，並希望藉對風景畫的欣賞，
歌頌人文精神和藝術造詣，靜思生命之本源。該作品亦曾斬獲第
13屆中國舞蹈「荷花獎」當代舞獎，創香港作品之首次。
談及此次舞團有兩部作品獲得項目資助，楊雲濤笑稱舞團上下

都感到十分鼓舞，兩項殊榮更為舞團在藝術創作和創新的路上注
入強心針。他表示：「國家藝術基金的認可，標誌着對香港舞蹈
團在追求藝術卓越和創新的肯定，基金資助亦使得舞團能更確切
鎖定未來的節目巡演計劃，特別在製作質量和宣傳推進方面，給
到非常大的助力。有機構已主動接洽香港舞蹈團，希望將《武
道》帶到內地和海外巡演，而《靜聽松風》亦已有計劃於2025年
6月到上海、蘇州等內地城市巡演，與當地的藝術家、觀眾多交
流。」

香港中樂團嗩吶首席馬瑋謙以民族樂器《嗩吶、廣東喉管》獲
國家藝術基金「青年藝術創作人才」項目資助，他在香港中樂團
的鼓勵下，以《一個少年的尋「樂」人生》為題申報項目，其中
的「樂」既可指音樂，又可解作快樂，而少年「阿謙」的故事則
如同他個人的半自傳。他介紹道：「我計劃以香港為音樂會演出
的首站基地，再放眼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巡演，演奏嗩吶及廣東喉
管。正如故事中的少年那般，我願以尋根為引，向觀眾展示古代
中國音樂的精髓，以現代的呈現手法，再加上引用大灣區各個地
區的素材，引起觀眾共鳴。同時，我希望可以邀請更多青少年參
與演出，感受中樂和廣東音樂的魅力。」
馬瑋謙自幼隨父親馬榮城學習中國管樂器，除傳統中樂外，他

近年活躍於流行音樂界。他嘗試在作曲領域中探索傳統與創新音
樂之間的可能性，在吸收中國地方戲曲精髓的同時，亦曾與多個
國家及地區的作曲家合作，創作出多首嗩吶、喉管及民樂樂隊作
品，如《叉燒包狂想曲》《物換星移》《牡丹狂想曲》等。馬瑋
謙藉着國家藝術基金的機遇，冀望未來可與更多志同道合的團體
合作，展現粵樂經典的千姿百態，扎根傳統並推廣傳承中樂文
化。

王育紅憑藉山水畫《和光同塵》入選國家藝術基金
「美術個人創作」組別，她表示：「心懷感恩，倍感
鼓舞，定當不負所望，深耕藝術，再創佳績，以報國
家之厚愛。」
據介紹，《和光同塵》表達天地合一、人光合一、
雅俗合一、與光相融、與善同行。「『和光同塵 與時
舒捲』，一句富有哲理和智慧的話語。在創作中發揮
着重要的作用。通過繪畫作品探索人類與自然山川相
互依存的關係。」
在當前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時代背景下，傳統藝

術面臨着機遇與挑戰並存的局面。王育紅指，她的系
列作品旨在通過對傳統藝術形式的深入挖掘，創造出
具有時代特性且能夠引起社會共鳴的優秀藝術作品。
希望通過此項目提升傳統藝術的社會影響力、促進藝
術形式的多樣化和創新。
王育紅運用傳統中國畫繪畫技法，焦墨等多種藝術
表現技法，其難度不僅是在焦濃的墨色中體現山石的
遠近、層次的變化，還能充分體現筆性和墨性，並能
呈現藝術主題的品位與境界。她表示，自己的作品拓
展了筆性與墨性表現的廣度，聚焦美麗中國的壯美山
川，通過藝術的表現手法展示祖國山川的美好，引發

觀看者的共
鳴與思考，
「希望激發
更多人對傳
統藝術的興
趣和熱愛，
促進傳統藝
術的傳承和
發展。同時
也希望通過
本次的實踐
探索，為傳
統藝術在現
今社會的創
新發展提供
有益的借鑒
和參考。」

●何紀嵐憑藉中國畫《香港格式》系列作品獲得國家
藝術基金2025年度資助香港項目美術個人創作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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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中樂團：
深研中樂避免斷層

香港舞蹈團：
鎖定巡演計劃加強兩地交流

馬瑋謙：
冀與更多團體合作推廣中樂文化

何紀嵐：
借水墨創新表達香港精神

王育紅：
為傳統藝術的當今發展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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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中樂團2023年國家藝術基金資助項目在澳門科技大學演
出。 香港城市中樂團供圖

●《靜聽松風》結合武術及舞蹈，以武術的勁道和身體的韻
律，表達「和而不同」的中國傳統人文思想。 香港舞蹈團供圖

●馬瑋謙在《物換星移—仍在耳邊的喉
管聲音》音樂會演奏。 香港中樂團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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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國家藝術基金資助東風促進交流發展

●●何紀嵐何紀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