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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產業增加值

3.6
萬億港元

文化產業
佔GDP比重

4.14%
電影票房

580.6
億港元

▲昨日，十九大代表、中國文學藝術界
聯合會副主席、京劇表演藝術家孟廣祿
在採訪結束後，應邀即興表演了一段京
劇唱段 中新社

秉持美美與共理念 增進民心相通

300協定助推一帶一路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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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孫琳北京報道
：20日下午，在被問到中國章公六全
祖師肉身坐佛像 「散落」荷蘭如何追
回時，國家文物局局長劉玉珠表示，

希望追索能得到荷蘭的司法支持。
章公六全祖師肉身坐佛像在福建省三

明市大田縣吳山鄉陽春村和東浦村共同擁
有的普照堂被供奉上千年，於1995年12月1
發現被盜。2015年3月，該佛像在匈牙利展

出時引起廣泛關注，藏家范奧弗里姆隨即
撤展，福建村民則踏上跨國追索之路。

劉玉珠表示，國際公約對止文物盜竊
、走私，中國和荷蘭是公約成員，有責任
和義務來保護文物不受非法侵犯。 「商討
不成功，就通過打官司這種方式。到目前
為止，這個事情還沒有一個結果。這是民
間的文物追討活動，希望得到荷蘭政府公
正的司法支持。」劉玉珠說。

【大公報訊】記者孫琳北京報道：十
九大新聞中心20日下午三點在梅地亞中心
舉行集體採訪，邀請文化、藝術領域代表
談文化發展開創新局面。國家文物局局長
劉玉珠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文物交流
能讓香港市民了解燦爛的中華文明，了解
祖國文化遺產，增加對祖國的認同感，未
來會有更多的內地博物館赴港展覽交流。

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香港歷
史博物館展出了210組故宮博物院珍藏的文
物。劉玉珠說，這個項目他亦有份參與，
該項目在香港成功舉辦，受到香港廣大市
民的歡迎。他說，國家文物局一直比較重

視香港和內地在文物領域的交流與合
作，今後有更多的博物館會同香港
舉行交流和展覽活動。今年11月份
，國家文物局在香港也將有一個比
較大型的文物交流和展覽活動。

劉玉珠指出，通過文物的交流
，特別是像故宮這類國際知名度高
的博物館的藏品在香港展出，一方面
對豐富香港市民的文化生活有很大的意義
。同時，更重要的是通過文物的展覽展示
，讓香港市民了解燦爛的中華文明，了解
祖國文化遺產，增加對祖國的認同感，特
別有意義。

項兆倫表示， 「一帶一路」既是經貿
之路，也是文化之路，共建 「一帶一路」
也為中國與沿線國家的文化關係發展帶來
了新機遇，將有力增進中國與沿線國家民
心相通，全面推動中外文化交流與合作。

截至目前，中國與 「一帶一路」沿線
國家簽訂的政府間文化交流合作協定以及
相關執行計劃已達300多項。上合組織、中
國與中東歐國家、中國與阿拉伯國家、中
國與東盟等框架下的多邊文化合作機制已
建立。

與15國開展合作考古
為推動下一步工作，去年，文化部專

門制訂2016年-2020年的共建 「一帶一路
」文化發展行動計劃。在文化藝術合作方
面，現已建成絲綢之路國際劇院、博物館
聯盟，未來將推動建立藝術節、圖書館、
美術館等方面的聯盟。中國還將為各國的
漢學家和青年學者提供更多的訪華交流機
會，鼓勵將更多的沿線國家的文學和影視
作品翻譯介紹到中國來，同樣也將更多的
中國文學影視作品和文化產品介紹給沿線
各國人民。

在文化貿易合作方面，中國將着重促
進文化產業相互投資，開展動漫遊戲產業
和文博產業的合作。在這方面空間巨大、
潛力巨大、前景廣闊。另外，在文物保護
方面的合作，中國已和15個國家開展了合

作考古，這幾年有1000多件（套） 「一帶
一路」的主題文物在沿線20多個國家展出
，未來還要擴大展出的範圍，增加合作考
古的國家。

孫志軍表示，中國切實履行大國的責
任擔當。中國提出了 「一帶一路」和人類
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倡議，不僅是全球經濟
增長的最大貢獻者，也對應對氣候變化、
網絡安全、公共衛生、減貧脫貧等全球性
挑戰作出了中國貢獻。中國支持和鼓勵文
化走出去，講好中國故事，以相交促相知
，以相知促相親，讓世界各國更多更好地
理解、了解、認可中國。中國也始終秉持
和平發展、互利共贏、美美與共的理念，
加強對外交流與合作。

文化產業產值逾三萬億
關於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孫志軍表

示，十八大以來，中國文化產業的增加值
迅速提升，由2012年的1.8萬億（人民幣，
約合2.1萬億港元）到2016年的3.08萬億（
約合3.6萬億港元），佔GDP的比重由2012
年的3.48%提升到現在的4.14%。

「我國已成為世界圖書出版第一、電
視劇製播第一、電影銀幕數第一，電影市
場世界領先，一批文化精品力作引起強烈
反響。可以說文化傳播、文化交流、文化
貿易多頭並舉，中國品牌、中國聲音、中
國形象得到越來越多認可。」孫志軍說。

【大公報訊】記者江鑫嫻北京報道：
中央文明辦專職副主任夏偉東在十九大新
聞中心20日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黨的十
八大以來，思想道德建設的一個突出方面
，就是更好地發揮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在
治國理政中相輔相成、相互促進作用。有
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指引，立法、執
法、司法、守法就有了明確一致的價值觀

基礎；有了法律法規的支撐，道德建設就
有了強有力的制度性保障。

夏偉東表示，在實踐中，相關工作得
到有力有序推進。比如，把子女 「常回家
看看」這樣的孝老愛親道德要求，正式寫
入法律；對保護見義勇為人員權益作出明
確司法解釋，出台具體規定；公布企業和
個人 「失信者黑名單」等等。

在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中，國家
也很注重強化法律的保障支撐作用。比如
，出台《國歌法》，使禮敬國歌有法可依
；出台《志願服務條例》，使各類學雷鋒
志願服務道德活動得到法律保障；在新修
訂的《廣告法》中，對公益廣告作出明確
規定。這些舉措，對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
值觀落細落小落實起到了顯著成效。

【大公報訊】記者江鑫嫻北京報道：
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副局長張宏森20日在十
九大新聞中心舉行的發布會上表示，中國
電影銀幕總數已達4.9萬塊，居世界第一。
去年中國城市影院觀影人次達13.72億，今
年的數量還在不斷攀升。此外，中國電影
票房2016年為492.83億元人民幣（約合
580.6億港元），較2012年增幅達188.66%。

據張宏森介紹，中國的圖書出版量、
電視劇動畫片、電影故事片產量均居世界
前列。推出了一大批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
念、體現中華文化精神的優秀作品。《習
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2016年）
》等一大批主題圖書受到讀者熱烈歡迎；
電影《建軍大業》、《戰狼2》等樹立了主
流影片創作新的標桿，《戰狼2》票房超過
56億元（約合66億港元）；《平凡的世界
》等一批電視劇廣受觀眾好評；《中國詩
詞大會》、《朗讀者》等一大批文化類、
公益類創新的節目點亮了電視熒屏。

針對產業體系，張宏森說，中國有圖
書出版、報刊出版、發行和印刷集團126家
，電影製片創投單位超過2000家，廣播電
視節目製作經營機構14389家，上市企業達
到69家。

十九大新聞中心20日
舉行 「加強思想道德和文
化建設情況」 記者會。文
化部副部長項兆倫在會上
透露，截至目前，中國與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簽

訂的政府間文化交流合作
協定及相關執行計劃已達
300多項。未來還將繼續
加強合作，並為各國學者
提供更多了解中國的機會
。中宣部副部長孫志軍表
示，中國始終秉持美美與
共理念，加強對外交流與
合作。

大公報記者江鑫嫻北京報道

《國歌法》為道德建設提供支撐

文物局力挺民間追討肉身佛
將有更多博物館來港辦展覽

中國電影銀幕4.9萬塊冠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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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十九大新聞中心舉行記者
會，請中宣部副部長孫志軍（中）、中
央文明辦專職副主任夏偉東（右二）、
文化部副部長項兆倫（左二）、新聞出
版廣電總局副局長張宏森（右一）介紹
加強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設情況 中新社

作為引領中國邁進新時代的綱領性文
件，十九大報告之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在
黨務國政千頭萬緒的情況下，報告卻單闢
專章、濃墨重彩地闡述 「文化自信」課題
，篇幅之長、重視程度之高出人意料。

有媒體統計，報告全文 「文化」一詞
出現79次，超過出現70次的 「經濟」，成
為僅次於 「政治」的高頻關鍵詞。從中不
難看出，中國領導者在時代大棋局中的落
子所在，顯示樹立 「文化自信」乃當下執
政黨擺在突出位置的一大課題。而這一課

題的求解方式和最終答案，不僅影響着我
們的價值取向和社會發展，更決定着中國
的百年夢想與復興偉業能否實現。

事實上，中華民族有着早醒的文化自
覺、驕傲的文化自視，五千年的傳統文化
博大精深，物質層面的 「四大發明」、絲
綢之路，精神層面的家國情懷、君子人格
等都給世人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而那
些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意識，
「革故鼎新」的創新思想，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的處世之道， 「和而不同」的
東方智慧，也已浸潤於每個國人心中，構
成中國人的獨特精神世界。

然而，不可否認，近數十年來，西方
掌握了工業文明的先發優勢，在資本與技
術的加持下，他國文化被包裝後輸入中國

，一時風靡，以中國當今作為世界第二大
經濟體的地位來看，文化競爭力、國際話
語權與經濟水平仍極不相稱，文化魅力及
傳播力還亟待增進，還不足以消除國際社
會對中國存在的疑惑和誤解。

基於此，2016年，在建黨95周年慶祝
大會的重要講話中，習近平對文化自信特
別加以闡釋，指出 「文化自信，是更基礎
、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於
是成為繼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
之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 「第四個自信
」，政治地位陡然凸顯。

而今，在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又強
調 「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
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並
就如何更好構築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

國力量提出具體要求。
當然，十九大報告提倡文化自信，絕

對不是文化上的自我迷戀、閉目塞聽、保
守封閉。報告表示 「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
關閉，只會越開越大」，既着眼於改革開
放，更落腳於文化交流，目的就是希望各
方吸納百家優長，以文化自信為定力，增
強文化話語體系建設，發出自己的強音。

如果說，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階段，
中國迫切需要解決的是經濟發展問題，那
麼，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新時代，鍛造文
化自信顯然是擺在執政黨面前的一個重要
課題。我們從十九大報告中，不僅讀到了
其承於古、強於今的雄心作為，更看到了
傳承歷史榮光、心懷百年夙願的文化擔
當。

文化自信 中國邁進新時代的重要課題

北京觀察
鄭曼玲

▲10月20日，遊客在北京天安門前合影留念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