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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關帝保佑，國泰民安，風調雨順，今年大家順
風順水，財源滾滾！」
「入屋叫人，入廟拜神」，這是很多人從小到大的民
俗文化習慣和民間信仰。此刻，我和朋友在深圳當代藝
術及規劃館的《義薄雲天關公主題文化展》參觀，觀賞
來自山西的關公文物。
作為一直弘揚中華文化的華夏子孫，無數人出心出力
推動中華文化在海內外傳播。隨着對關公文化的了解，
我不禁感嘆，關公文化原來早已是中華文化出海的典
範。明清晉商崛起後，關帝廟隨商路遍布全國，乃至海
外華人的聚居地，如歐美唐人街，「一帶一路」及東南
亞等。經過無數人的多年努力，至今全球建有3萬多家
關帝廟。過往我們都知道關公文化厲害，但不知道是這
麼厲害的。這期我說一下近月在參觀展覽、荊州關廟及
各種渠道，我所了解到關公文化。
關羽及他的精神從三國時期到當下跨越了1,800多年時
空，完成了從人到神的信仰奇觀。他是少數甚至可以說
是唯一一位被儒釋道「三教共尊」的神格化人物：儒家
尊其為 「武聖」，與文聖孔子並列；佛教奉之為伽藍護
法；道教則封他為「關聖帝君」，司掌驅邪禳災。
1,800多年來，因關公的七德尤其是「忠義」，他被

歷代帝王累加追封，從宋徽宗封的「義勇武安王」到清
光緒封的「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

贊宣德關聖大帝」，封號長達26字，字數越多代表加
封越多，其神格也達到頂峰。
關公在民間也備受大眾敬仰，甚至演化成「財神」，

源於他「記賬精細」的傳說及「忠義守信」 的品格符
合商業倫理。關公崇拜亦早已突破了宗教界限，成為數
十個行業的守護神。例如，科舉士子祈求他 「明辨是
非」，鏢局尊他為 「武德典範」，理髮業因 「剃骨療
毒」 故事奉他為祖師，甚至黑白兩道也拜關公。這種
「萬能神格」 背後，是中國人對 「信義」 價值觀的集
體認同。
關公七德「忠勇仁義禮智信」，至今仍是中華文化的

核心價值觀。「忠」是他堅守桃園之盟，不為曹操封賞
所動；「勇」是他單刀赴會，以 「萬人敵」之姿護佑
一方；「仁」是他開倉賑濟，使荊州百姓安居樂業；
「義」是他在華容道釋曹操，踐行「有恩必報」；
「禮」是他依禮送回魯肅病逝的使者；「智」是他建設
烽火台預警體系；「信」是他立下商賈憑「關」字旗號
暢行三國。
簡單梳理關公的生平：幼年習武讀《春秋》，以忠勇

聞名。青年時因仗義除惡流落涿郡，與劉備、張飛桃園
結義，開啟傳奇一生。建安五年（200年），關羽暫歸
曹操，斬顏良、誅文丑，卻心繫劉備，雖獲封「漢壽亭
侯」，卻難改「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忠義本色。荊州十

年是關公的輝煌與悲歌。荊州失守並非演義所述的
「大意」，實為「大義」之困——面對曹吳夾擊，關羽
寧死不降，最終敗走麥城，魂歸臨沮。荊州古城南門的
關帝廟承載着關羽「威震華夏」的巔峰歲月，成為信仰
磁場，香火千年不絕。
全國的關帝廟眾多，關公出生地的山西解州祖廟，是
始建最早、規模最大、建制最高且保存最完整的；關公
最輝煌時期，守護古城老百姓的湖北荊州關帝廟，始建
於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 年），也是當時關公在荊州
處理事務的辦公地；厚葬關羽首級的河南洛陽關林廟，
以其獨特的冢、廟、林三祀合一的布局而聞名；關羽身
軀埋葬地的湖北當陽關陵，中軸對稱式的帝陵規制，古
建築群價值高；關帝出海第一站的福建東山關帝廟，廟
裏關帝聖像金身曾於1995年首次渡海赴台巡境，在台
灣停留了200多天，行程萬餘里。此外，福建泉州關帝
廟、河南許昌關帝廟、安徽亳州關帝廟等，共同構成了
關公文化信仰網絡。
在關帝前上香，祭拜的不是塑像，而是心中對 「有

所守，有所執」 精神的追求。這是關公文化歷經1,800
年風雨，依然充滿活力的原因，關公繼續以七德激勵我
們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作者/圖片：文旅部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
梁家僖

關公文化：忠義仁勇的精神傳承

●參觀深圳關公文化展，祝各位馬到
成功。

藝發局駐場計劃助力Art Tech

2020 年，「藝術科

技」（Art Tech）一詞首次出現

在施政報告，引起業界強烈回響。為配

合2022年施政報告特區政府銳意推行全面多元

的措施，包括培育各方面藝術人才，香港藝術發展局（下

稱「藝發局」）於 2023年推出「藝術科技人才駐場計

劃」，因應藝術及創意產業中融合藝術與創新科技的發

展，扶植及培育更多具潛質的年輕藝術家，讓新晉藝術科

技人才連結媒體藝術人員、藝術機構/團體及藝術科技技術

員；在專業環境中及前輩指導下實驗、創造及製作藝術科

技作品，累積實際經驗，鼓勵他們在業界作專業發展。首

屆「藝術科技人才駐場計劃」共支持16個項目，經過了一

年時間的學習和創作，16名年輕藝術家正陸續於香港多個

藝術場地發表其作品。日前，參與首屆計劃的導師與

受資助藝術家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分享在香

港創作藝術科技的經驗和感受。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小凡、丁寧

「藝術科技人才駐場計劃」（下簡稱：「駐場計
劃」）鼓勵新近三個學年畢業的大專或以上

程度的學生，積極投入創作，並為年輕藝術家提供
支持及指導。每個計劃的資助為定額港幣
$300,000，包括給予獲資助者港幣$100,000 津貼及
製作費$200,000，讓藝術工作者能專注籌劃項目。
計劃亦為藝術家安排配對導師或指導團體，在創作
的方向上提供專業的指導。
首屆駐場計劃的導師之一、香港藝術家黎蘊賢認

為，「藝術科技」並非牽強附會的創作概念，而是
要探索不同的媒介的可能性：「通過嘗試視覺、表
演或者其他不同的媒介形式，而不是關注這個作品
是不是要用高科技的形式來呈現，我關注的是不同
的藝術形式及不同的媒介之間的關係及發展。」
黎蘊賢認為目前香港的藝術科技探索更多集中以
熒幕投影等影像類的藝術方式去呈現，但是她在海
外看到了更多形式：「藝術科技其實可以應用到更
多的領域範圍內，可以在不同的範圍內進行探索和
嘗試，比如與生物化學、生物科技及其他類型的科
學技術相結合，這些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領域都可
以和藝術之間產生奇妙而燦爛的火花，但這些領域
目前在香港還未有深入的探索。」
作為導師指導受資助學員時，黎蘊賢表示自己最
關注如何幫助他們發展及培育自己的核心概念：
「香港的年輕人比我更懂得科技，所以在指導他們
的時候，我最關注的是如何把他們想要表達的核心
概念同科技之間進行連結，如何讓兩者之間的關係
更加密切，如何讓作品的表現形式和內核之間完美
融合在一起。」

延續興趣製作跳舞遊戲
鄭雅茵一直對跳舞遊戲感興趣，本科曾以此作為
論文研究方向。但製作跳舞遊戲對技術和時間的要

求較高，使她未踏出創作的那一步，直到看到藝發
局的駐場計劃，鄭雅茵才有足夠信心去繼續深入這
個項目。她結合多種跳舞遊戲和思考，呈現出她的
第一個展覽《機動起舞》。
孫禮賢畢業後從事舞台聲音設計，很少有做裝置

藝術的機會，「在香港做裝置藝術的主要困難是空
間問題，我們現在除了作品本身，還在考慮燈光設
計等方面的合作。」參與今次駐場計劃，他選擇自
己從小學習的古典音樂作為創作主題，將聲樂結合
裝置藝術，最終形成《動作的述說》展覽。
梁海頤則在今次駐場計劃中繼續了她的劇場創

作，她表示，最大的收穫是用一年時間去研究一件
事情。「我的創作通常從『研究』開始，從一個概
念往外延伸、製作、呈現，並進行討論，把階段性
的討論成果帶入下個部分，這個過程需要時間。在
研究海洋、海岸歷史及歷史人物時，需要將資料轉
換成劇場的語言，整個過程非常漫長。」

藝術科技產生新的表達方式
黎蘊賢表示，在創作的時候，藝術家應該首先要

想清楚自己想要表達的核心是什麼，再思考自己的
核心內容與想要應用的科技間是否能夠產生聯繫，
而不是追求一定要使用科技進行創作。
孫禮賢便是從未接觸過這次創作所用到的科技，

「我最初對電線等技術方面並不熟悉，但通過上網
學習和實踐逐漸掌握了相關知識。駐場計劃為我們
安排了技術方面的專業人士，他們通常很樂意分享
知識，但也需要我們給予足夠的時間。技術對我的
挑戰很大，比如聲音的調整、電線的連接等，都需
要反覆試驗和調整。」不過，他表示，在創作過程
中，大部分工作都是自己完成的。
孫禮賢認為，在這一年的創作中，最困難的是與

不同背景的人溝通理解，「比如與演出的合作，我
們需要從身體的角度去講述音樂。」
梁海頤表示，通過藝術科技，她獲得了一種新的

語言與身邊的藝術家溝通。「比如說和影像導演合
作，以前通過紀錄片，現在可以通過AI生成的影
像。」

希望觀眾如何欣賞藝術作品？
藝術科技同樣是藝術作品，也需要得到觀眾的欣

賞。黎蘊賢提到目前觀眾在欣賞藝術科技時存的在
一個誤區，就是太過關注這個科技本身，比如這個
科技是不是最新、最潮流的。「觀眾在欣賞藝術科
技時最應該關注的是藝術家的創作靈感如何與他所
使用的科技完美融合在一起，兩者如何形成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互相依存的親密關係，科技不應該
只是作為一種奇觀或者一種證明，如果過分追求科
技，就好像是在看一本說明書，『科技竟然還可以
這樣用。科技竟然有這種用途。』那觀眾就會錯過
藝術科技作品的核心表達。」
鄭雅茵發現，在藝術科技展覽中，創作方需要與

觀眾保持溝通：「大眾可能對藝術科技的理解有
限，對於小朋友來說，他們可能更注重享受和玩
耍；而對於大人來說，我們需要嘗試解釋作品背後
的意義。有時候作品可能需要逆向思維或者特別的
體驗方式，這些都需要我們向觀眾解釋清楚。」
最後，黎蘊賢還提到，香港在發展藝術科技能夠

獲得的資源不算少，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及發展的局
限，比如：「香港目前以產品、結果為導向，當藝
術家申請基金來創作的時候經常會被詢問，這個作
品最終是將以一種什麼樣的形式呈現出來。但這樣
有可能會限制住創造性，讓創作者帶着預設去創
作。我希望這方面可以得到相應的改善。」

藝術科技在香港
政策支持：特區政府將文創產業納入重點發

展領域，十年間投入資金從41.5億港元增至
73.1億港元，並通過《文藝創意產業發展藍
圖》明確以科技賦能藝術的方向。
產業聯動：西九文化區與全球21家頂尖藝

術機構建立合作，荷里活視效製作公司數字王
國等科技企業入港布局，推動影視、表演藝術
與視覺特效的深度結合。
人才培育：藝發局通過「藝術人才見習配對

計劃」每年提供210個實習崗位，同時設立演
藝學院新校舍，強化產學研協同。

孵化本地藝術家孵化本地藝術家

●數字王國進駐香港科學園。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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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海頤與作品《彼岸：未來憶記》。 受訪者供圖

●鄭雅茵藉「駐場計劃」延續了對跳舞遊戲的興趣，
創作出《機動起舞》。 香港文匯報記者小凡 攝

●孫禮賢以從小學習的古典樂為創作主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小凡 攝

話你知

●黎蘊賢多年來專注跨媒體藝術行政及策劃
工作。

◀ 由首屆「藝術科技駐場人才計劃」資助的
《動作的述說》×《機動起舞》聯合展覽現
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小凡 攝

讓創意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