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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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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劉毅

昨日（11月24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
心舉辦的 「領航 『9+2』 ．第四屆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論壇暨頒獎典禮」 的分會場
上，一眾嘉賓聚首一堂、集思廣益，以
「文化傳承 交流互鑒」 為題進行圓桌論
壇，共同探討如何融入大灣區發展以及文
化的傳承和創新，在立足香港的基礎上，
進一步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

分論壇現場，中國美術家協會顧問許
欽松、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執行主席馬浩
文、香港弦樂團創辦人兼藝術總監姚珏展
開熱烈討論，他們認為灣區發展一定要做
到優勢互補，增強文化交流，傳承博大精
深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更要守正創新。

談及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
馬浩文亦有同感，他認為有很多方面
都需要學習。特別是，如今國家 「十
四五」 規劃支持香港建設中外文化藝
術交流中心，更需要秉持包容，令世
界各地都能了解中國優秀的傳統文
化。

善用科技突破界限展新作
大灣區文化同屬嶺南文化圈，講

者發言時既分析了彼此的優勢，也談
到了融合的重要性。

許欽松十分看好大灣區的發展，
指出大灣區是科技創新的重要基地，
也是傳播的高地，擁有很好的創新優
勢和技術優勢。比如去年在深圳舉辦
的 「2022港澳視覺藝術雙年展」 ，就
是以 「藝術與科技」 為主題，貼合大
灣區主題，體現了文化藝術與科技的
融合創新。

因此，許欽松認為，未來的大灣
區文藝發展，不只局限以傳統和平面
方式展示藝術作品，而是充分利用科
技的力量，擴大影響，走向世界。馬
浩文樂見目前大灣區文化藝術交流活
動愈來愈頻繁，他提及前不久在香港
中央圖書館開幕的 「百年嬗變」 穗．
港雙城百年光影看變遷攝影展時表
示，展覽展出大灣區攝影師鏡頭下的
廣州、香港建築變化，主題清晰，十
分有意義， 「大灣區藝術家做同一件
事，在交流過程中，能碰撞出不少思
想火花，也有助拓展推廣的廣度。」

姚珏表示，大灣區發展，作品尤
為重要。 「如何將香港優秀文化，創
作出更多優秀作品，走向世界？我們
時常通過弦樂展示嶺南文化，為的就

是體現中西文化交流，繼而再走向世
界。」 至於年輕人如何在大灣區謀求
發展？她表示， 「大灣區是一家人，
完全可以優勢互補。文化離不開交
流和體會，香港演出場地有限，但
如果擴展至整個大灣區，一個周末就
可以舉行四場音樂會，這對香港青少
年藝術家都會很有幫助，同理，香港
的音樂教育很有底蘊，也可推廣至灣
區。」

結合潮流傳統文化煥新顏
中國文化歷史源遠流長，傳承的

同時，更不能忽略創新。
許欽松指出文化創新的重要性，

他以不久前劉德華舉辦藝術空間展覽
為例，稱讚對方聯合幾位藝術家共同
辦展，是利用自己的社會影響力，策
劃有意義的項目，是拋開固有理念，
具創新力。姚珏也表示， 「創新的同
時也要堅持自身深厚的文化底蘊。」

許欽松更呼籲香港年輕人多去內
地走走看看，只有真正親身了解祖先
留下的中華傳統文化，才能令自己的
思想不至於被固有框架所限制。

如何能增進了解，令世界各地的
人都能了解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姚
珏以親身經歷分享其見解。日前，她
帶領樂團在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及
地區舉行巡迴演出，她形容現場不少
外國觀眾聽了美妙的音樂，都很想到
香港看一看，也更加喜歡中華優秀傳
統文化， 「文化傳遞十分重要，音樂
促使人與人之間的心靈溝通。」 姚珏
說。

「文化傳承 交流互鑒」 主題的圓桌論壇結束
之後，大公報記者專訪香港弦樂團創辦人姚珏，她
希望自己可以用音樂講好中國故事，令海內外觀眾
都能領略中華傳統文化之魅力。

今年是 「一帶一路」 倡議提出10周年，香港背
靠祖國，多年來發揮自身獨特優勢，在 「一帶一
路」 建設中扮演重要角色。在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
育及旅遊局的資助下，姚珏本月帶領香港弦樂團在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和地區展開巡演，包括希
臘、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及羅馬尼亞，舉行以 「一
代香港情 弦繫祖國心」 為主題的巡演，旨在用音樂
弘揚絲路精神，向海外傳播優秀中華文化，講好中
國故事。

「一帶一路」巡演動心弦
雖然巡演是月初的事，姚珏仍然難掩激動心

情， 「我很觸動。音樂是國際通用語音，我們如同
文化使者，通過音樂會讓海外觀眾都能了解中國優
秀的音樂作品。」 她續表示，一般而言，香港的弦
樂團都是以演奏西樂為主，但她希望用創新的弦
樂，傳遞中華音樂文化的深厚底蘊，故而，今次巡
演的選曲充滿濃厚的民族風格， 「比如開場我們就
呈現少數民族的自然風光，反映的是將世界聯繫在
一起的欣賞體驗。」

演出過程中，觀眾的即場反應令姚珏感動，
「諸如在演出顧嘉煇歌曲串燒的時候，《上海灘》
的旋律一響，台下的華僑就很動容，因為這是他們
都聽過的歌，再者我們在羅馬尼亞演出時，演奏
《放馬山歌》時，台下觀眾跟我們一起互動，這都
是很棒的演出體驗。」

訪問尾聲，姚珏再次談及創新的重要性。她希
望能以自身專業結合，創作出更多優秀作品。展望
明年的大灣區文化藝術節，她透露正在創作一曲充
滿嶺南文化特色的粵劇作品，希望通過藝術節這個
平台，走向更遠的地方，繼而去到全世界。談及期
待，她希望大灣區文化藝術節能成為集創新、活
力、科技、古典相融合的平台。 大公報記者 劉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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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弦樂團創辦人兼藝術總監姚珏（左起）、中國美術家協會顧問許欽松、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執行
主席馬浩文昨日出席 「文化傳承 交流互鑒」 論壇。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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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言論重點
中國美術家協會顧問

許欽松

•未來的大灣區文藝發展，不只局限以傳
統和平面方式展示藝術作品，而是充分
利用科技的力量，擴大影響，走向世
界。

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執行主席
馬浩文

•如今國家 「十四五」 規劃支持香港建設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更需要秉持包
容，令世界各地都能了解中國優秀的傳
統文化。

香港弦樂團創辦人兼藝術總監
姚珏

•創新的同時也要堅持自身深厚的文化底
蘊。

大公報記者整理

善用大橋資源

龍眠山

珠海市推出港珠澳大橋旅遊
試運營，港人可預約參團，從珠
海口岸出發遊覽大橋。不少市民
躍躍欲試，同時也有一個疑問，
為什麼香港不可以推出類似旅遊
活動呢？

港珠澳大橋是世界級交通工
程，本身也是旅遊景點， 「大橋
經濟」 大有可為。現時港澳連線
旅遊團火爆，其中一大賣點就是
參觀港珠澳大橋。較早前，香港
田總首辦港珠澳大橋半馬賽事，
飲了 「頭啖湯 」 ，報名參加者
眾，只可惜名額有限。不少跑手
建議三地合作舉辦全馬或超馬賽
事，相信吸引力更大，值得有關
方面認真考慮。

港珠澳大橋啟用已經五年，
初期使用率不佳，又因為疫情而
封閉三年，引起 「暴殄天物」 的
唏噓。年初復常後，大橋車流量
不斷增加，今年9月的日均車流量
達7500架次，超過了疫前水平。然
而，相比當初設計車流量日均
15000至23000架次仍然有很大的距

離。該橋實際建造費用是1269億
元，以目前的車流量，莫說收回
成本及支付貸款利息，維持日常
運營都不容易。

值得一提的是，深中通道將
在明年通車，屆時深圳至中山的
車程將由2小時減至20分鐘，大大
改善廣東東西兩端的交通網絡，
帶動粵西經濟發展。深中通道橫
跨珠江口兩岸，聯通深圳、中
山、廣州、惠州、珠海、江門等
省內經濟圈，貫穿大灣區內地城
市的核心地帶，發展潛力大。加
上深中通道是省內通道，對包括
私家車在內的所有車輛無限制，
一旦啟用，使用率及車流量應該
比港珠澳大橋更高，可謂 「後發
而先至」 。

想方設法提高港珠澳大橋使
用量，體現其價值，已是當務之
急。特區政府需要做好配套服
務，包括進一步簡化 「港車北
上」 程序，建造大型停車場，為
有序開放內地車輛南
下做好準備。

外資以實際行動說好香港故事
英國製藥企業阿斯利康來港設立研

發中心，昨早舉行揭牌儀式。這是全球
十大藥企在港設立的首個研發中心，具
有指標性意義。跨國科技巨頭在香港落
戶，既是對新時代、新階段的香港投下
信心票，也是看好中國大市場的發展前
景，可以起到示範作用，吸引更多企業
來港，進一步增強國際社會對香港的信
心，對香港社會本身也是莫大鼓舞。

香港致力於發展國際創科中心，生
物醫藥是四大重點領域之一。阿斯利康
成為特區政府重點引進對象，並不令人
意外。而阿斯利康決定落戶香港，除了
被特區政府誠意打動，更重要的是看中
香港本身優勢。該企業高管在揭牌儀式
上，自揭來港的 「底牌」 ：香港營商環
境自由開放，稅收條件相當優惠；香港
有兩間世界領先的醫學院，有很多世界
級的專家和科研人員，做了大量卓有成
效的研究工作，離諾貝爾獎近在咫尺；
特區政府近年幾乎 「不封頂」 地引進人
才，進一步豐富了香港的人才庫。更重
要的是，香港是中國 「引進來、走出
去」 的重要橋頭堡，這也就是大家常說
的 「內通外聯」 獨特優勢。

事實上，中國作為全球發展潛力最
大的市場，是跨國企業全球戰略布局的
重中之重。阿斯利康在中國市場早着先
機，包括在山東省青島投資4.5億美
元，建立吸入性霧劑生產基地。月前阿
斯利康決定增加2.5億美元投資，進一
步在山東打造世界級生物醫藥產業鏈。
與此同時，阿斯利康決定將研發中心設
在香港，從中可看出跨國藥企的布局策
略：研發中心設在香港，生產基地設於
內地，最終以中國內地14億人口的大市
場為目標。

這種策略布局高度契合了香港是內
地與國際 「超級聯繫人」 的角色定位。
換言之，外資看好中國，必然借重香港
的橋樑角色，香港的價值因此得到彰
顯，香港社會也得以深刻理解香港必須
加快共建大灣區、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的重要性。阿斯利康指定將研發中
心設於河套區，未來五年聘用約100名
研發人才，加強與本港大學對接培養人
才，以及支持內地新藥經香港及內地審
批後來港上市，這對香港重點發展開發
河套、打通從研發到臨床的 「任督」 二
脈，具有重要意義。

無庸諱言，香港在打造生物醫藥研
發高地方面需要作出更多努力。阿斯利
康指出香港兩點不足，一是需要引入更
多藥物審批人才，並在審批機制上突
破；二是本港要加快臨床研究速度，大
學醫學院及醫管局須推出更多鼓勵措
施。在商言商，藥企希望香港簡化藥物
審批程序、縮短審批時間，這不難理
解。事實上，香港對新藥審批非常嚴
格，需要歐盟等36個國家中至少有兩個
國家審批，才能在香港臨床使用。現時
減為只要一個國家審批，即可引入香
港，體現了特區政府與時俱進，有助提
升對跨國藥企的吸引力，對亟待新藥治
療的病人來說，也是福音。

記得一年之前，一家在本港上市的
藥企宣布將研發中心遷移到新加坡，曾
引起廣泛關注，有人借此 「唱衰」 香
港。如今，隨着阿斯利康等重點企業不
斷落戶，證明香港的優勢難以取代。事
實就是最好的宣傳，說好 「一國兩制」
下香港的成功故事，其實不是靠
「說」 ，而是靠 「做」 ，有什麼比更多
重點企業、國際人才來香港，更能證明
香港魅力依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