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就在我們的生活之中，但匆忙的生活，卻使我

們忘卻了身邊的文化細節，忽略了有心人為我們

預備的文化盛宴。今年12月上旬的香港客家文化節，你

可有錯過了某些你所喜愛的項目？尤其文聯會籌劃的劉

斯奮書畫展，以及劉沅聲的泥塑展，展品豐富，值得細

細品味。

本期的專題是「香港客家節與客家文化」，文聯會是香

港客家節其中一個主辦單位，我們借《八合薈萃》這個

平台，報道是次多彩多姿的文化盛事，並且走訪林祿榮

校長，暢談客家人燜豬肉的淵源；同時也為大家概述客

家文化，以及別具特色的香港客家圍村。

明年三月，本會將在中央圖書館舉辦西藏藝術展覽，香港

市民將有機會觀賞到唐卡著名畫家希熱布大師的作品。唐

卡是甚麼？也許很多香港人不甚了了，為了讓大家屆時

可以細心欣賞這些絢麗吉祥的精品，本期特設「封面故

事」，以深入淺出的文字加以介紹。

另外，本會近期舉辦了兩次饒有意義的文化沙龍，一為

討論八十後的「新社運」，一為從西九未來看兩岸的文

化傳承與創新，本期均有介紹，以饗向隅的讀者。這兩

個 議 題 都 涉 及 香 港 文 化 的 未 來 發 展 ， 可 惜 坊 間 的 討 論

忽冷忽熱，難成氣候，這對香港的文化長遠發展極為不

利，為文存照，希望各界認真看待我們珍貴的人力資源

與場地資源。

最近，葉教授以「仰望星際、俯覽大地、萬種同根、愛

是 完 全 」 四 句 ， 勉 勵 文 聯 會 各 執 委 。 概 覽 本 期 各 篇 ，

我們所涉及的課題，有跨越時空的客家文化與藏族瑰寶

「 唐 卡 」 ， 也 有 關 心 近 在 咫 尺 的 本 港 文 化 。 我 們 期 望

《八合薈萃》，也有長空萬里的胸懷，學習和欣賞不同

地域的文化，以豐富我們的生活，充實我們的生命。

胡志洪

編者的話

會務方向

今期專題

香港客家節與客家文化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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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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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20日，本會正式啟動一周年。在會務

發展一周年之際，本會董事長葉國華教授、執委會

主 席 黃 富 榮 先 生 分 別 在 執 委 聚 會 及 會 員 周 年 茶 聚

上，表達了對文聯會的期望，指明了文聯會新一年

的發展方向。

葉教授定位文聯會應是一個有別於一般傳統的文化

團體，它是有生命力的、發展的、非靜止的。他希

望文聯會不應只是推廣傳統的文化藝術，要放眼世

界，有廣闊的胸襟和視野。在文化方面，四海同為

一家，各民族之間應有充份的交流。文聯會要摒棄

狹隘的民族主義及愛國主義，在推廣中華文化的同

時，讓中華文化與世界文化接軌。

「仰望星際、俯覽大地、萬種同根、愛是完全」，

葉 教 授 用 這 十 六 字 概 括 了 他 對 國 家 、 對 世 界 的

期 許 ， 也 表 達 了 他 對 文 聯 會 的 定 位 及 未 來 發 展 的

期望。

2010年10月20日調整後的第一屆執委會成員合照

前排左起：
林沛德（副主席）、黃志明（副主席）、
黃施露茜（副主席）、黃富榮（主席）、
李乃堯（副主席）、陳潤根（副主席）、
崔綺雲（副主席）

後排左起：
尹穗生（秘書長）、容文傑（副秘書長）、
袁文（副秘書長）、冼錦維（秘書長）、
胡志洪（秘書長）、陳德明（秘書長）、
黃江天（副秘書長）、葉詠琴（行財部主管）

香港薈萃中外文化、連結東西。在內地經濟及文化

藝術事業起飛的大背景下，本會期望可以做到本港

與內地文化交流的橋樑。2011年，本會將重點開

展以下幾個項目：

繼續進行「演出經紀人資格證書」培訓考試工

作，為港人北上發展演出經紀事業提供服務；

開辦內地文化藝術界高級行政人員培訓班，為

內地培養高素質的藝術管理人才，增進兩地文

化藝術交流；

舉行中外美術及工藝作品展覽，為本港學生美

學教育、培養文化氣氛貢獻力量；

介紹內地優秀青少年話劇來港演出，幫助本港

學生瞭解國情，豐富課外生活。

爲為了高效統籌以上項目，本會在成立一周年之際，

對執委會架構進行了調整，將其分為三個部門：社

會事務部、文化教育部及演藝學術部。

1、

2、

3、

4、

會
務
方
向 

董事長葉國華教授 ﹕

仰望星際、俯覽大地、
萬種同根、愛是完全。

執委會主席黃富榮先生B.B.S.  ﹕

利用本會優勢資源，

推廣文化藝術項目。

在新舊執委交接的日子，葉教授邀請大家到他家中
做客。飯前，葉教授語重心長地向大家表達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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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祿榮校長接受《八合薈萃》編輯鍾蘭英的訪問

燜豬肉大賽現場，特首也是評判之一呢！

今
期
專
題

剛帶完學生參觀歷史博物館，下午

又要出席鄉議局的會議，我們首

先要感謝林校長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我

們的訪問。我們見面的地點就在歷史博

物館。他一身便服，態度親切而隨和，

很快大家便放下初見面時那份拘謹，像

老朋友般侃侃而談。

客家的名菜很多，這次客家文化節為

什麼會選擇燜豬肉作為大賽的主題呢？

林校長說，以前客家人喜慶宴客的九大

簋裡，燜豬肉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道菜，

而清明祭祖後客家人也會在墓地旁，臨

時搭爐灶燜豬肉，讓掃墓的子孫一起共

享。客家人甚至稱飲宴為「吃豬肉」，

可見燜豬肉在客家人心目中別具意義。

最近這道菜已較少人煮，令人懷念，所

以在籌劃客家美食大賽時就以燜豬肉為

主題。

問到客家人燜豬肉一般以什麼作配菜

時，林校長說一般會用鹹菜、木耳、笋

香港客家節
與客家文化

專訪燜豬肉大賽總策劃——

林祿榮校長

開幕酒會現場貴賓雲集、高朋滿座

本會主席黃富榮先生（中）、秘書長尹穗生先生（左）和
秘書長胡志洪先生（右）出席開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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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力準備參賽作品的大廚們

今年十二月二日，籌備多時的客家文化節終

於揭幕。此次文化節為期四天，是香港開

埠以來首次舉辦。參與籌劃的有十多個客家及文化

團體，本會是其中之一。

現時在港的客家人原來已超過二百萬，為數之多令

人咋舌；至於聞名香港的荃灣三棟屋、沙田曾大屋

及柴灣羅屋都是典型的客家建築，所以說客家人在

香港，足跡處處可見。素知客家人刻苦勤儉、重教

崇文，他們家族的那份凝聚力及對自家文化的執著

與 傳 承 ， 也 是 十 分 令 人 讚 嘆 的 ， 這 在 客 家 文 化 節

中，可見一斑。

香港客家文化節的活動豐富多彩，有本會參與籌備

的客家歷史文化展覽、客家文化論壇、客家美食之

燜豬肉大賽及客家藝術表演等。本會成立的目的在

發揚中華文化，這次有幸參與是項大型客家文化節

的籌備工作，感到很有意義，而我們出席了這系列

活動的部份執委及會員，也大開眼界，增益不少。

客家風采文藝晚會現場 反映客家歷史文化風貌的劉斯奮書畫展

反映客家生活的劉沅聲泥塑展

蝦、慈菇等做配菜，豬肉一定要用半肥瘦的五花

腩，加上調味料，例如蒜頭、南乳、老抽、麪豉、

花椒八角、大小茴、片糖等，燜到焾而不爛，就

是上乘佳品。當然，燜豬肉的配料與調味都會有差

別，這正正也是大賽中需要比試的地方。

在籌辦過程中遇到了什麼困難呢？林校長表示最初

想保存圍村特色，打算搭臨時爐灶，邀請各村好手

報名參加，但礙於這次比賽筵開二百席，考慮到食

物衛生、安全等問題，於是改為邀請有牌照的食肆

參加比賽。此外也要考慮到場地、交通、人流、人

手等問題，最後選定了在可開四百席的林村許願廣

場舉行。

從燜豬肉大賽，談到客家美食，林校長說享負盛名

的「客家三寶」，就是鹽焗雞、梅菜扣肉（或燜豬

肉）及釀豆腐。而較鮮為人知的則有白醋鴨，鴨是

用蒸的，吃時點一些紫薑白醋，加上蕎頭，真是美

味無窮。

此外客家的美食，不能不說的是茶粿，茶粿是節

日小食，種類很多，例如過年時吃的糕粄，有甜有

鹹，其中的蘿蔔糕粄，尤其受歡迎；此外，清明時

節吃的雞屎藤，也別具風味。客家人也愛釀酒，用

糯米釀製，稱之為扒黃酒，孕婦飲用可補身，酒糟

也不浪費，客家人會用來煮糖水。

林校長非常健談，聽他細說家鄉美食，如數家珍。

食物最容易觸動人的感情，在交談間，看得出他是

那樣熱愛自己的鄉土，熱愛自己的文化，連我們這

些非客家人也被他的話深深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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淵源與分佈

曾聽說這樣一句話：「凡海水所到之處就有

華僑，有華僑的地方就有客家人。」粗略

估計，現時海內外的客家人約有一億二千萬左右。

客家人祖先原居於中原舊地，因逃避歷代戰亂，集

體 南 下 ， 遷 到 嶺 南 作 「 客 」 ， 在 閩 、 粵 、 贛 三 省

交 界 地 區 聚 居 ， 後 來 更 分 佈 到 其 他 地 方 。 客 家 族

群 生 活 形 態 特 殊 ， 多 年 來 處 處 為 「 客 」 、 處 處 是

「 家 」 ， 因 此 有 「 中 國 的 吉 普 賽 人 」 之 稱 。 千 百

年 的 開 拓 遷 移 ， 鍛 鍊 出 客 家 人 一 種 特 別 的 性 格 與

內涵。

堅忍的毅力 — 婦女扛起整個家

客家人遷居山區，為了謀生，只好開闢梯田耕種。

但山區條件有限，覓食困難，男子其後大都往外地

工作謀生，婦女便得扛起整個家。她們體魄健壯，

性格獨立堅強，平日除操持家務、照顧老少外，上

山砍柴、下田耕種等粗活都是由她們肩負。所以客

家婦女的地位都很高，這是客家人與其他族群很不

同的地方。

硬頸的性格 — 客家人的服飾與語言

遷徙的地區環境無論多惡劣，客家人的語言、文化

依舊「硬頸」地傳承與堅持著。就以服飾為例，他

們仍沿襲明朝漢人服飾。為方便耕作，女性不穿裙

子，皆著衫褲，顏色以青黑為主。她們外出時赤足

走路，並慣以黑布裹頭，以防海風山瘴，這樣的服

飾傳承到今日。至於客家話，也比其他方言保留較

多的古漢語音韻；他們唱的山歌，具備濃厚的客家

語言特色，都留傳到今日。

團結的精神 — 圍屋的群居格局

客家人長期生活在偏遠山區，盜匪聚集，官府難以

管制；作客他鄉，常受到當地勢力的欺凌。為了保

護家園，客家人選擇群居聚集。他們建造的圍屋，

集家、祠、堡於一身，同族的人住在一起，在生活

起居和抵禦外侮兩方面發揮著守望相助的精神，這

也養成客家人重視親族團結的個性。

興學重教 — 新生兒洗澡儀式及婚嫁風俗

客家人雖然務農維生，但卻十分重視教育。客家人

當有男丁出生，就要為他舉行洗澡儀式，目的是希

望男丁將來讀書成材。特別的地方是洗澡的水中放

了一個秤砣，秤砣寓意壯膽，孩子長大後出門做大

事，需要勇氣。至於婚禮中新娘坐的轎子門楣，掛

了一本通勝，寓意女子嫁後生個兒子中狀元，又掛

了筆和蒜，寓意將來孩子能寫又能算，可見大家對

下一代期望殷切。

改造與創新 — 客家菜的特色：鹹、香、肥

鹹 、 香 、 肥 是 客 家 菜 的 特 色 。 早 期 客 家 人 開 墾 荒

涼貧瘠的山區，需要消耗體力，而且流很多汗，為

補充體力及鹽分，食物需要有鹹、香、肥等元素。

客家人堅持文化的傳承，但礙於要適應環境，他們

在 生 活 方 面 某 程 度 上 也 需 要 求 新 求 變 。 例 如 客 家

菜大都還保留了中原菜餚的習俗，只是在漫長的歷

史中不斷改造創新，才逐步形成今日客家菜自己的

風格。

客家人與客家文化

客家歷史文化展中展出的圍屋泥塑
歷史博物館內展示的客家農婦
在田間工作的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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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棟屋位於新界荃灣，建村至今已有二百多

年歷史，它的建築風格堪稱客家圍村的典

範 。 這 座 長 方 型 對 稱 結 構 的 建 築 物 ， 中 軸 設 有 三

廳 ， 每 廳 屋 頂 承 重 的 主 樑 稱 為 「 棟 」 ， 故 此 叫 做

「三棟屋」。

三棟屋兩百多年前由陳氏家族所擁有，陳氏遠祖原

居於福建省，後遷往廣東省，十八世紀中葉再南遷

來到香港。1786年在荃灣建圍村居住，並開墾耕

地，務農為業。

1987年香港政府在三棟屋完成了修繕工程後，將

之闢為博物館，並宣佈列為法定古蹟，開放給市民

參觀。館內有宗祠，有保留客家人生活的起居室，

也有介紹客家人文化習俗的展覽室，處處都可窺見

客家人以農為生的精神面貌。

很多人都有這樣的誤解，以為香港以前是個漁村，

自成為英國的殖民地後，始由貨物轉口港，發展到

今日的國際商業都會。其實香港早期是由本地人、

客家人、水上人和福佬四個族群組成，本地人及客

家人多務農，水上人及福佬則從事漁業，所以說早

期的香港是個漁村，是不盡不實的說法。

要認識早期的香港，要了解客家人的生活文化，除

了參觀荃灣的三棟屋外、沙田的曾大屋及柴灣的羅

屋也是不錯的選擇。

客家圍村建築——

三棟屋

三棟屋博物館的正門

早期的客家大屋

三棟屋博物館部分展室的陳設展示昔日客家人的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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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在青藏高原的文化藝術，以其濃郁的民

族、地域特色，古樸但又清新之風，讓世

人著迷；而已誕生千年的唐卡藝術更是藏族人民用

智慧和信仰沉澱出來的文化瑰寶。2011年3月15日

至17日，本會將聯合廣東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

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辦唐卡畫展，為港人深入介紹

這一深厚、絢麗的藝術，以認識我國文化、民俗的

豐富、多樣。

吉祥唐卡——希熱布大師藏畫展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藏族傳統藝術精粹

展覽詳情
時間：2011年3月15日至17日（星期二至四）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

展品：唐卡大師希熱布110餘幅作品

藝術風格獨特

唐 卡 畫 師 多 在 亞 麻 布 、 粗 布 或 絲 綢 上 作 畫 ， 所 用

的顏料均取自大地，不僅有珍貴的礦物、稀罕的植

物、還有特別的土壤。傳統上慣用金、銀、珍珠、

珊瑚、綠松石、孔雀石和朱砂等，和著藏紅花、大

黃等植物顏料。由於顏料的純度高，覆蓋力強，效

果鮮豔，故保存千年而不褪色。

唐 卡 內 容 豐 富 ， 既 有 多 姿 多 態 的 佛 像 ， 也 有 反 映

藏 族 歷 史 和 民 族 風 情 的 畫 面 ， 構 圖 嚴 謹 、 均 衡 、

豐 滿 、 多 變 ， 畫 法 主 要 以 工 筆 重 彩 與 白 描 為 主 。

從製作上，唐卡可分為繪畫、刺繡、貼花、織綿、

繹絲、堆繡等工藝。作品大小相異，一般的為七八

十厘米長寬，小者有如巴掌般大小，巨者長度達數

十米。

西藏的百科全書

「唐卡」，西元七世紀在西藏出現，名字來自藏語

音譯，也被叫做「藏畫」。它是用金、銀和礦物質

顏料繪製在皮、布、革絲或紙上的彩色卷軸畫。相

傳吐蕃贊普松贊干布曾用自己的鼻血繪製了一幅白

拉姆像，這就是第一幅唐卡。 

唐 卡 作 為 藏 文 化 藝 術 的 精 粹 ， 具 有 多 重 功 能 。 作

為移動的宗教聖物，唐卡可供藏民族家庭隨時供奉

膜拜；作為載體，它記載史料（如藏傳佛教人物傳

記）、傳承知識（如藏醫藥、工藝技法、天文曆算

等）、淨化心靈、表達美醜，被喻為「西藏的百科

全書」。

封
面
故
事

希熱布大師與唐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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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來港展覽，送吉祥如意祝福

2008年6月，國務院、文化部對唐卡創作頒發了國

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證書。唐卡是西藏人民供奉的

聖物，被信徒視為生命，一般作為傳家寶物由其子

孫代代傳承，不輕易外流，難得收藏。由於唐卡的

藝術價值、史實價值、宗教價值，國際諸多收藏家

一直將高品質的唐卡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 

唐卡藝術甚少在香港展出，港人很難有機會一睹真

貌。2011年3月15日至17日，本會將聯合廣東中

華 民 族 文 化 促 進 會 ， 在 香 港 中 央 圖 書 館 舉 辦 唐 卡

畫展，屆時將有110幅希熱布大師精品佳作同時展

出，展覽前本會還將舉辦講座和導賞活動，相信這

會是一次瞭解藏民族文化藝術的絕佳機會。有關詳

情，請留意本會網站。

如何欣賞唐卡？

欣 賞 唐 卡 ， 要 先 懂 得 唐 卡 的 描 繪 特 點 。 唐 卡 是 透

過符號象徵來描述主題的，每一種圖像符號都有其

特殊的意義。畫師們主要通過運用手印、坐姿、持

物、座騎、膚色等不同的圖像符號，來表達不一樣

的主題，將抽象的佛教義理具象化。而這些神秘的

符號語言，都遵循著特定的構圖規則。

一般來講，宗教題材的唐卡可以區分為中央本尊、

上方空界和下方地界三部分。本尊是信徒所供養的

對象。空界一般是佛、菩薩所在，也稱為聖界。地

界一般為空行、護法或僧侶所在，也叫做凡界。但

是聖、凡並無嚴格的準則，例如有時候畫師認為自

己的祖師已經解脫成佛，就可以繪入聖界，而聖界

的佛、菩薩如果太多安排不下，也可以放入凡界。   

大師果洛‧希熱布
　  

唐 卡 畫 師 與 俗 世 的 畫 家 並 不 一 樣 ， 一 個 傳 統 的 畫

師，除了本身的興趣與天份外，還要有虔誠的宗教

信仰，且須受過正統而嚴格的宗教訓練。除了繪畫

的專業技法外，還需要背誦經書，熟記各種經典中

的教義、儀軌、圖像及度量，所以唐卡製作者通常

也是「畫僧」，具備專業畫師與宗教修行者的雙重

身份。

著 名 藏 族 畫 家 果 洛 ‧ 希 熱 布 ， 1 9 6 1 年 出 生 於 青

海 。 他 1 0 歲 便 開 始 師 從 眾 多 優 秀 的 畫 師 學 畫 唐

卡，博採眾長，創新不斷，以豐富的藝術想像力和

高超的工藝技能，表現了一種超自然的神秘境界，

不斷創作出富有靈性的藝術作品。

他目前創作唐卡400餘幅，其中他參與創作，用10

年時間繪製的《十世班禪大師》像，被載入健力士

世界紀錄，許多藏傳佛教的著名寺院都留有他的手

跡。六世貢唐倉活佛、六世嘉木樣活佛、前中佛協

副會長茗山大和尚等都曾為希熱布畫師題詞。希熱

布畫師每年冬季都要進行一次閉關修行，為持續的

創作積蓄靈氣。

大師作品：《四壁觀音》

大師作品：《不動佛之壇城》

大師作品：《格薩爾王》大師作品：《白海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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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會屬下機構港澳演藝經紀人管理中心和

京港學術交流中心主辦的「演出經紀人資

格證書」香港地區首次考試於2010年11月27日結

束。參加首次培訓考試的共有30人。學員來自各

行各業，有在讀學生，亦不乏專業人士及高級管理

人員，他們參與考試均因對演出經紀行業有興趣。

有學員表示，希望此證書幫助其入行，成為其演出

經紀事業的起點。

考試前，學員們接受了三堂課，總共六個小時的專

業輔導。來自內地的三名學術及業內專家對內地演

出經紀行業概況、演出經紀實務及演出市場法規進

行了入門講解。

第一次考試結果將於2010年12月底至2011年1月

初發佈，敬請關注。第二次考試時間尚待確定，有

興 趣 者 請 密 切 留 意 本 會 網 站 或 直 接 與 本 會 秘 書 處

聯絡。

香港首次舉行「演出經紀人資格證書」考試

第一期學員培訓結束時合影

培訓第一堂：演出經紀人（導師：廣東星海
音樂學院原藝術管理系主任 蔡美娟）

考試現場

培訓第二堂：演出與製作（導師：廣東外語
藝術職業學院音樂系副系主任 金超哲）

培訓第三堂：演出市場及演出法規、考前總複習
（導師：廣東省演出業協會秘書長 何偉慶）

兩
地
連
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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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香港人為何要參與「演出經紀人資格證書」考試？
根據2007年6月中國內地與香港簽訂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補充協議

四，港人可在內地設立獨資演出經紀機構。根據內地《營業性演出管理條例》規定，設立演出經紀機構，

必須有3名以上合資格的演出經紀人。因此，香港人取得此證後，既可以為自己獨立開設演出經紀公司帶

來方便，又可以應聘在內地開展業務的演出經紀機構。

2、證書認受度如何？
證書為中國演出家協會頒發，受國家文化部認可，全國通用。

3、中國演出家協會是什麼機構？
中國演出家協會是在國家民政部登記註冊的國家一級社會團體，是經國家文化部批准的全國性演出行業協

會，其成員包括各省、市、自治區、中央各部委、解放軍系統和民間演出團體、演出場館、演出公司、演

出經紀公司及藝術院校的團體和個人，常設機構設在北京。

4、此考試在內地舉辦過嗎？
內地從2006年開始進行全國統一考試，迄今全國已有2萬多人考取此證。

5、此考試報名費用是多少？
香港地區首次考試的報名費用為（包含考試、培訓、教材、證件製作等所有費用）：全日制學生HKD$500；

非演藝界人士HKD$1000；演藝界人士HKD$3000。第一次考試後此收費標準或將調整。

6、會有考前輔導嗎？輔導包括哪些內容？
會有考前培訓。培訓內容包括：內地演出市場概況、演出市場法規及演出經紀實務等。

7、考試形式怎樣？
開卷考試。

8、一年會舉辦多少次考試？什麽時候舉辦第二次考試？
不定期。第二次考試時間尚未確定。

9、本人錯過了第一次考試，怎樣可以參加第二次考試？
可以直接聯絡港澳演藝經紀人管理中心樊小姐（電話：852-2523-0800，電郵：info@hkccda.org，

傳真：852-2523-0220）留下聯絡方式，中心將通知您第二次考試報名時間及其他詳情。

10、證書有效期為多久？
證書有效期為2年。中心將有專人在證書到期前通知持證人來本會辦理年審及續牌手續。續牌詳情將於

2011年確定。

「演出經紀人資格證書」考試常見問答

10月下旬，中心代表前往浸會大學及演藝學院介紹考試。
圖為在浸會大學電影學院介紹完畢後合影。

10月29日，考前簡介會現場。中心副主任平麗玲女士、廣
東省演出業協會秘書長何偉慶先生、香港資深經紀人黃春
寧先生和資深音樂人魏漢輝先生擔任介紹及分享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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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沙
龍

20 1 0 年 8 月 2 3 日 ， 本 會 「 文 化 沙 龍 」 系 列 座 談

第 一 場 邀 請 了 兩 位 「 新 社 運 」 的 代 表 人 物 — —

Roundtable  Community總幹事林輝和灣仔區區議員伍

婉婷出席，與會眾分享「八十後」的新思潮。

 

林 輝 闡 述 了 當 今 「 八 十 後 」 新 社 會 運 動 的 背 景 和 情

況，從反對拆「天星碼頭」到「反高鐵」再到「反政

改」。林輝指出，「八十後」新思潮的崛起是年青人

對社會現象的反應，是對社會問題不滿的表達。 八十

後的社會行動並不如外間所說主要是靠網上動員，他

們自有其組織，只不過網絡型的形態，令外間找不著

領頭的。事實上，他們組織內亦沒有一人會說自己可

以完全代表「八十後」這個群體。

伍婉婷議員本身除了是區議員外，亦是性別主流化運動及環境保護運

動的活躍份子。她指出「八十後」對社會問題的關注，是港人自香港

回歸後開始對香港產生歸屬感的體現。

 

她作為青年人的一份子，認為青年人參與社會運動，用創意及誠意感

染社會，爭取社會大眾的支持及回響，是值得和難得的。不過，從其

接觸及觀察所得，「八十後」年青一代有需要成長及學習總結，如果

一直只著眼於行動及情緒的發洩，不斷以粗話及人身攻擊的方式與不

同意見人士爭論，會阻礙不同意見的交流及溝通。因此，她期望「八

十後」應該建立起聆聽和對話的文化。

是 次 沙 龍 的 討 論 氣 氛 甚 為 熱 烈 ， 幾 代 人 之 間 對 於

社會運動的看法存在巨大的差異。有會眾詢問了林

輝有關「新社運」的效果和對國家的看法。亦有會

眾指出，「八十後」的「新社運」缺乏明確的目的

性，而新思潮的崛起也反映了香港現今政治體制的

不完善，事實上有些問題不能在現今的體制下得到

解決。在座會眾踴躍發言，有聽眾提出「新媒體」

的出現為「八十後」的社會運動如此迅速、廣泛、

高效地發展提供了機會。也有聽眾建議「八十後」

應該多閱讀中國古籍，借此來瞭解中國人的核心價

值觀，從而使得社會運動針對性更強。

「新社運」——世代對談

嘉賓：林輝（新社運代表人物／Roundtable Community 總幹事）

         伍婉婷（文聯會首任港澳演藝經紀人管理中心副主任／灣仔區區議員）

對談活動現場

「八十後」青年為社運活動設計的創意海報

參與此次對談的人士從「四十後」到「九十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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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西九龍文化區醞爲釀多年，時值公眾諮詢

如火如荼之際，文聯會在10月27日邀請了

胡恩威先生及羅智成先生做客文化沙龍，主講「從

西九未來看兩岸的文化傳承與創新」。

胡恩威先生首先指出：香港政府及社會主流均視文

化藝術為裝飾品，可有可無，並且不重視培養藝術

創作人。對西九龍文化區的設計，政府的概念停留

在三十年前，如果設計時未察覺到香港年青一代對

藝術追求與愛好方向已發生重大變化這一問題，那

文化區未來只會中看不中用。

 

胡先生認為政府要辦好西九龍文化區，需要多方收

集文化藝術團體的意見，不能生搬硬套西方國家的

做法。他建議可以與文化背景相同，也有共同經驗

的台灣合作。長遠來說，應加強培育觀眾，培養藝

術家。 

羅智成先生認為西九龍文化區能引起社會的討論、

批評及反省是好事，可以喚起文化共識。香港是小

政府，推廣文化藝術，不能全交給民間去做，政府

本身也要思考全面，想到細節。

 

羅智成先生坦陳，台灣其實也有很多失敗經驗，台

灣是大政府，很多政策形成是由下而上的，當某一

項目在民間蓬勃發展後，政府就會接手去做好它。

台灣建設文化藝術區，目前有三個方向：(一)由具

經驗的文化官員去策劃及完成；(二)把舊場館重新

裝修，改建為文化藝術區。(三)在現有休閒區的基

礎上添加文化藝術內涵。

 

羅 先 生 認 為 香 港 建 設 西 九 龍 文 化 區 這 類 國 家 級 的

項目，是要向世人宣示想要一種怎樣的價值觀。他

說，文化其實是永遠的現在進行式，它的內涵豐富

多變，遠遠超越舉辦一些文藝活動。建設一個文化

藝術區既要重硬件，同時不能忽略軟件的配合，否

則就建成了商業區，幹了件鼓勵生意人的事。

 

羅先生指出要發展文化藝術，社會基礎很重要，特

別是傳媒的影響力很大。香港地少人多，土地成本

影響人們對文化、對美好生活的想像力。西九龍文

化區會不會最終只成為一個商場林立的商業區？又

或一個較為高級的文化活動中心？這問題值得我們

深思。

從西九未來看兩岸的文化傳承與創新

嘉賓：胡恩威（香港跨媒體文化人、進念．二十面體行政總裁及聯合藝術總裁）

         羅智成（台灣知名作家、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

西
九
設
計
方
案
引
公
眾
關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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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中國2010年第二季的國內生產毛額（GDP），已經
超越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這一驕人的經濟成

就，並不是在西方奉為圭臬的自由與民主體制、市場經濟下獲致，而是在共產
黨一黨專政的威權管治（authoritarian rule）及混合經濟模式（mixed economic 
models）下取得的。這對西方一直奉為核心價值的自由、民主理念，衝擊不可
謂不大。

更有甚者，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反倒是因為推行貨幣管制而長期被西方譴
責的中國，成為全球資金避難所，這是否等如摑了西方奉行的自由市場一記
耳光？

上述種種，不禁讓人推想，這套建基於中國三千年文明體制，經過近代以來
七、八代人的努力、創新、試錯、積累，在共產黨六十年管治下出現的「中
國模式」，會否是自工業革命、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後，影響全球人
類至為深遠的第四大事件？

同時，這個經濟全速發展、大量耗損自然資源、軍事諱莫如深、威權政府嚴
厲管治下的文明古國的再次崛起，對全球的政治、經濟、價值、生態等秩
序，已經帶來了空前的挑戰。這個國家是否能持續發展？會否成為全球威
脅？甚至以其大國規模的管治經驗，成為全球共主？中國模式有沒有難以解
決的問題？這些問題會否影響、決定全球格局的未來走向?

作者葉國華先生是中、港、台華人社會中一位具有影響力的政經人物。經過
近半個世紀以來在中國經商及參與中國事務的切身體會和觀察，葉先生對中
國國情的瞭解，可謂別具慧眼，對「中國模式」的解讀，也創見紛陳。本書
是瞭解中國國運以至全球未來趨勢之必然選擇。

《新香港人》 

出版日期：2008年7月     定價：HKD$48

從中國開放和全球化的框架下探討香港優
勢，以超前視野，引領、鼓勵年青人如何
胸懷國家民族，建立民主、人權和自由等
普世價值，迎接新世紀和新時局的挑戰。

《見微思著》 
出版日期：2008年7月   定價：HKD$98

從微觀角度分析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政治和
經濟變化，分別從近年國內的意識形態和社會
民生變化等方面探討中、港未來的發展路向。

《五十年後》 

出版日期：2008年5月再版   定價：HKD$98

主要從中國文明的範式轉移作切入點，另闢蹊
徑，評述了百多年來的中國歷史如何影響近代
中國經濟、文化建設、民主政制建設等發展，
同時分析當代中國的政治變化、中國在國際社
會中的地位、中國和香港的互動等。

《熱鬧中國》 
出版日期：2009年7月  定價：HKD$68

立足中國當前現實，作者以獨到的視野，
對國家的管治，世界局勢以及國民身份等
問題，提供了精闢的論述，提綱挈領地分
析了中國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後，所
要面對的各種問題和機遇。

新書推介：

《中國模式》

作者：葉國華教授 

計劃出版日期：2011年上半年

出版社：耀中出版社

葉國華教授其他著作

以上書本文字淺白，資料詳實，可作為教師及學生認識國情的實用通識讀物。
學校若統一訂購，可享受七折優惠，有意者可填妥以下訂購表。

訂購優惠表

書名 出版日期 定價（港幣） 優惠價（港幣） 訂購冊數 總數（港幣）

《五十年後》 2008年5月再版 98 69

《新香港人》 2008年7月 48 34

《見微思著》 2008年7月 98 69

《熱鬧中國》 2009年7月 68 48

訂購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付款細則：

1. 支票抬頭為「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有限公司」

2. 請將劃線支票及訂購表郵寄至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1號勤達中心1508室楊小姐

3. 價目已包本港運費

4. 如欲查詢，請致電3923 9731 或電郵至info@hkccda.org

通
識
教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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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起，香港開始推行新高中通識教育

課程，而通識教育與近現代中國的發展歷史息

息相關。本會向來視學校為推廣文化活動的主要園

地，一有機會即組織本港教育界親身走訪內地，感

受中華文化發展脈絡及國家現代化的發展進程。

史學界有句流行的話：「兩千年看西安，五百年看

北京，一百年看上海」，可以說，沒去上海，你不

會瞭解百年來的中國。上海濱江臨海，古時是個漁

村，宋代建鎮，元代設縣，明代築城。它的崛起，

始於1843年的被迫開放。從那時起，中外商賈雲

集黃浦江兩岸，東西文化在這裏交融碰撞。一百餘

年的時間，上海以飛快的速度發展成為中國經濟、

社 會 、 文 化 的 領 跑 城 市 和 國 際 上 重 要 的 金 融 、 商

業、貿易中心之一。

2 0 1 0 年 8 月 1 2 日 ， 我 們 曾 舉 辦 上 海 世 博 會 員 考 察

團 ， 團 員 們 在 一 周 的 時 間 裏 ， 參 觀 遊 覽 了 世 博 園

區，認知了「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世博主題，

同 時 管 中 窺 豹 ， 簡 單 認 識 了 「 海 納 百 川 ， 相 容 並

蓄」的海派文化。

     

今年12月27日，我們再次舉辦香港教師上海考察

活 動 ， 團 員 們 將 利 用 五 天 時 間 ， 深 入 到 上 海 的 學

校、大工業基地、現代農業示範區、文化藝術區及

歷史紀念館等地，感受厚重的中國近現代史，同時

領略充滿開拓和創新精神的當代中國風。

全國第一個綜合性的現代農業開發區——
孫橋現代農業區亦是香港教師們的參觀地

2010年12月香港教師上海考察團
將參觀中國當代工業的代表——
上海寶山鋼鐵廠

教師們還將參觀由舊工廠改造的文化創意園區——M50

要考察民俗資源的保護情況，
浦東新區的新場鎮是個不錯之選

文
化
旅
遊

品味冬令浦江
感受海派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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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黃富榮          

總編輯：胡志洪          

執行編輯：樊素、蘇穎雯          

設計：江田雀

編輯委員：冼錦維、陳德明、張綺玲、鄭虹、

                 鄭景鴻、鍾蘭英（按姓氏筆劃排列）

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地址：

香港九龍新蒲崗大有街1號勤達中心15樓1507室

電話：852-2523-0800 

傳真：852-2523-0220

電郵：info@hkccda.org 

網址：www.hkccda.org

本會歡迎對推廣文化藝術事業有興趣之人士加

入我們。只需每年交納會費港幣200元，請一

位執委或會員推薦，即可成為新會員。入會表

可於本會網站 www.hkccda.org 下載。

招募新會員

編輯委員會

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Hong Kong Chinese Culture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簡稱「文聯會」）為2007

年在香港註冊成立的非牟利機構。文聯會的成立，

旨在凝聚有志推廣及發展中華文化的海內外人士；

為 促 進 中 華 文 化 發 展 事 業 提 供 人 才 、 資 訊 與 合 作

的 平 台 ； 聯 合 社 會 各 界 精 英 ， 主 辦 和 參 與 各 類 大

型 會 議 、 各 項 文 化 藝 術 活 動 ， 以 共 同 推 廣 中 華 文

化 。 文 聯 會 現 有 會 員 1 4 0 餘 名 ， 均 為 對 中 華 文 化

有 濃 厚 興 趣 且 造 詣 頗 高 的 香 港 政 界 、 教 育 界 、 法

律 界 、 醫 學 界 、 工 商 界 、 文 化 界 、 藝 術 界 等 精 英

人士。

文聯會兩間屬下機構--- -港澳演藝經紀人管理中心及

文化政策研究中心於2009年12月宣佈成立。港澳演

藝經紀人管理中心受國家文化部及中國演出家協會

的委託，負責香港地區《演出經紀人資格證》申領

人的培訓和考試，協助中國演出家協會開展演出經

紀人資格認定及演出經紀人行業管理工作；文化政

策研究中心旨在聚集香港文化界人士，為其研究香

港文化政策及現象提供平台。2010年底，本會新成

立青年文化大使中心，該中心旨在凝聚對文化藝術

推廣事業有興趣之青年朋友，為其搭建活動平台，

使文化藝術推廣事業薪火相傳。

董事長：葉國華

副董事長：黃富榮

榮譽顧問：郝鐵川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

　　　　　曾德成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

名譽顧問：陳自剛 (中國演出家協會常務副主席)

　　　　　朱克寧 (中國演出家協會秘書長)

名譽會長：王敏剛、吳思遠、許冠文、楊向杰、廖長江、

                 韓秉華、謝偉俊

執行委員會主席：黃富榮

執行委員會副主席：李乃堯、林沛德、陳潤根、崔綺雲、

                              黃志明、黃施露茜

秘書長：尹穗生、冼錦維、胡志洪、陳德明

港澳演藝經紀人管理中心主任：藍列群

文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胡恩威

青年文化大使中心主任：李敬忠

義務核數師：呂敬文

義務法律顧問：李偉民、黃江天

（按姓氏筆劃排列）

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簡介

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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