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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基：重視人才 找準定位 把握灣區機遇

愛國者治港 東方之珠更璀璨
制定實施香港國安

法，築牢國家安全防
線；完善特區選舉制
度，確保 「愛國者治
港」 。中央政府近兩年
「組合拳」 出手，令香

港特區終於從黑暴攬炒的
痛苦泥淖中走出來。

「香港的出路在於背靠祖國，放眼
世界。」 香港演藝學院校董會主席周振基
日前接受《大公報》專訪時指出，堅持
「愛國者治港」 ，做到唯才是用，香港方

能維持長期繁榮穩定的發展格局。他認
為，香港要借鑒內地發展的成功經驗，尤
其要認識到大灣區的重要性，相信在由亂
及治、由治及興的進程中，港人一定能夠
找到自己的新定位，攜手打造出全新的經
濟騰飛局面，香港明天更加璀璨。

大公報記者
周 宇（文） 文 澔（圖）

配合國家政策 培育演藝人才
兩年前的修例風

波，教育界、文化藝術
界因應社會情況，一度

不得不暫停授課、取消演出等，周振基仍
歷歷在目，深感痛心。所幸香港演藝學院
一直與學生保持良好溝通，當年的畢業典
禮亦在六月那段特殊時期順利舉行。

兩年後的今天，香港國安法頒布一年
有餘，周振基欣喜地看到，香港社會已逐
漸恢復穩定，學生能夠在安寧穩定的環境
中學習，走好對自己人生負責的第一步。
他強調，演藝學院將積極配合國家文化藝
術方面的發展策略，致力培育出更多優秀
的藝術人才，助力整個區域的行業發展良
性循環，為香港、為國家乃至整個地區營

造全新的藝術靈魂。
自擔任香港演藝學院校董會主席以

來，周振基一直在為 「育苗需要優質土
壤」 辛勤踐行，盡力為學校創造多方面的
優質條件。他籌得破紀錄的款項，為學校
持續發展提供穩固的財政基礎，亦一直積
極向政府反映學校的教學需求，力爭更多
資助。去年的施政報告提及支持演藝學院
興建新的教學設施及學生宿舍等關乎學院
發展的重要問題，相信對學校未來發展有
正向幫助。

為兩地學生搭台築梯
「演藝學院肩負雙重使命，除了是一

所培育表演藝術工作者的高等學府外，亦

肩負本地及區內推動文化藝術發展的責
任。」 周振基說，學校希望進一步普及表
演藝術，讓廣大市民與學院師生一起感受
表演藝術的多元魅力，亦會把握大灣區的
發展機遇，制定具體方案推動兩地人才交
流。

周振基舉例指出，內地有許多新建成
的專業表演場地，這些場地都渴盼引入高
質演出，演藝學院將把握類似的機會，為
在讀學生、畢業校友提供合適的表演舞
台。此外，演藝學院亦會為兩地學生間的
學習互動、演出交流，教師間的學術探
討、教學經驗分享等搭台築梯，幫助他們
彼此啟發，取長補短，助力整個區域的行
業發展良性循環。

肩負重任

央視節目查族譜
方知周敦頤是祖先

「十四五」 規劃港澳專章強
調，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
流中心、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作為香港演藝學院的校董會主席，周振基表
示，要面向西方觀眾講好中國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
藝術，為提高香港乃至中國在國際文化藝術領域的
知名度釋放正能量。他寄語年輕一代扎實裝備自
己，制定好人生目標向前進發， 「機會是留給有準
備的人，只要定下目標，努力堅持，一定會有所得
着」 。

中國奇跡 舉世驚嘆
周振基說，自己有幸成為國家改革開放的參與

者、見證者。40多年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
化，人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數不斷上升。從一窮二
白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路走來，中國創造了無
數驚艷國際社會的 「中國奇跡」 ，中國科技創新活
力令世界驚嘆，防控疫情經驗值得借鑒，去年疫情
重創全球經濟，中國更成為唯一保持正增長的主要
經濟體。他相信，國家的繁榮富強令包括港澳同胞
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無比自豪，香港青年理應把握
好時代機遇，挖掘大灣區建設浪潮中的個人職業發
展機遇， 「尤其是那些有志投身創科事業的年輕學
子，定能在資源不斷推陳出新的大灣區，增強自身
業務能力，進而提升區域科創研發的整體競爭
力。」

在致力打造香港成為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
心」 上，周振基認為，本港的文化藝術界積極參與
其中，而香港演藝學院作為區內首屈一指、全球排
名前十、亞洲排名第一的表演藝術教育高等學府，
理應盡職盡責做好相關工作。既要向國際社會展示
香港優秀的表演專才，更要成為合格的 「中外文化
溝通橋樑」 。

文化橋樑

面向西方觀眾
增進藝術交流

出身文化世家的周振基，是北宋
理學家周敦頤的後裔。 「我對文化藝
術的喜好，或多或少都有一絲半縷秉

承先祖文化的因緣。」 周振基笑言，小時候讀過周敦頤
的《愛蓮說》，也聽家人提及是其後代的隻言片語。直
至有一年，中央電視台《故鄉》欄目到潮汕訪查族譜，
才知道周敦頤的第五代從湖南遷居至廣東潮汕，而周振
基正是他的第28代後人。

身為粵劇宗師林家聲博士的弟子，周振基在對粵劇
藝術的熱情追隨中，意識到藝術可以開闊視野，也是社
會矛盾的潤滑劑，能讓人以更廣闊的眼界及胸襟去處理
問題。他認為，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探討地區發展時
往往更注重經濟效益，而藝術發展以及社會對藝術的現
實需求，經常容易被忽視。 「事實上，文化藝術是相當
『軟性』 的東西，當人與人透過藝術建立起連結後，會
加深互相之間的理解和尊重，自然就不會輕易站在二元
對立面。」

文化世家

「香港的相關制度建基於多年的發展基礎，其運作
模式已經很成熟。在 『一國兩制』 的大前提下，香港背
靠黨中央強有力的領導和國家的穩健發展，同時發揮自
身中西交融的優勢，一定能保持好國際商業中心的地
位。」 周振基表示，中央出手制定香港國安法、完善香
港特區選舉制度，令港人更加堅定遵循 「愛國者治港」
這一根本原則的信念，為特區未來 「一國兩制」 實踐行
穩致遠保駕護航、添磚加瓦。他強調，堅持 「愛國者治
港」 ，做到唯才是用，香港才能維持長期繁榮穩定的發
展格局。

香港優勢

做好科技紐帶角色
談到香港的未來出路，周振基用 「背靠祖國，放眼

世界」 八個字來概括。 「十四五」 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
標綱要提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
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是黨中央統籌考慮國
內外形勢、面向未來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對於國家
「雙循環」 新發展格局，周振基認為，經濟主體的重點
是擴大內需，這個方向對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非常有
利， 「不僅僅是本港商界，各個界別都要意識到借鑒內
地發展經驗，尤其是大灣區的發展經驗的重要性，才能
夠共同進步。」

在周振基看來， 「港人的國際視野」 、 「香港與國
際社會的交流互通」 是東方之珠素來的優勢。無論是在
科技應用上，還是資訊交流範疇，香港應繼續扮演好橋
樑、紐帶的角色，配合好內地高新科技發展、專業人才
隊伍壯大的可喜勢頭，為組合國內國際資源要素、提高
雙向開放水平作出 「香港貢獻」 ，為新時代高水平的
「引進來」 與 「走出去」 講好 「香港故事」 。他認為，
「中國故事」 從來並不輸於西方故事和哲學， 「香港故
事」 更在透過促進國家與國際社會接軌，加強和改進國
際傳播工作中發揮着獨特作用。

適應力強

承傳獅子山下精神
參與眾多社會團體、在不同機構擔任領導角色的周

振基認為，雖然本港各行各業的發展不盡相同，但港人
靈活度高、適應力強等優秀品質是行業間的共通之處，
亦是獅子山下精神生生不息的動力源泉。他堅信，完善
選舉制度後的香港社會正加速重回正軌，在由亂及治、
由治及興的進程中，港人一定能夠找到自己的新定位，
攜手打造出全新的經濟騰飛局面。

文化藝術是
相當 「軟性」 的
東西，當人與人
透過藝術建立起
連結後，會加深
互相之間的理解
和尊重，自然就
不會輕易站在二
元對立面。

論藝術

演藝學院肩
負雙重使命，除
了是一所培育表
演藝術工作者的
高等學府外，亦
肩負本地及區內
推動文化藝術發
展的責任。

論使命

掃一掃
有片睇

▶

香
港
演
藝
學
院
今
年
首
次
在
回

歸
紀
念
日
舉
行
升
旗
儀
式
，
周
振

基
表
示
是
希
望
通
過
活
動
增
強
年

輕
人
的
國
民
意
識
，
以
及
對
國
家

的
歸
屬
感
和
認
同
感
。

不僅僅是本
港商界，各個界
別都要意識到借
鑒內地發展經
驗，尤其是大灣
區的發展經驗的
重要性，才能夠
共同進步。

論發展

香港的出路在於背靠
祖 國 ， 放 眼 世 界 。 在

「一國兩制」 的大前提下，香港
背靠黨中央強有力的領導和國家
的穩健發展，同時發揮自身中西
交融的優勢，一定能保持好國際
商業中心的地位。

─香港演藝學院
校董會主席周振基

▲周振基強調，堅持 「愛
國者治港」 ，做到唯才是
用，香港才能維持長期繁
榮穩定的發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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