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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創很Hybrid
龍應台說，台灣文創的特點是其親近土地的「泥土性」。香港藝術中心總幹事林淑儀女

士則說，相比之下，香港文創的特點用「Hybrid」（混雜）一詞來形容最適合不過。「香
港很多元，這就是香港的特色。台灣曾經有荷蘭和日本的統治，但他們本身的中國的文
化很強，到最後你不會很察覺荷蘭文化元素，日本元素就很明顯，但日本也畢竟是東方
文化。香港呢，我們講廣東話，我們看中文，但是某程度上，思維模式又很西方，混雜
得很好。香港的茶餐廳不就是最好的代表嗎？最有趣的是，我們很喜歡把不同的東西混
在一起，既看到香港的特色，又隱約見到不同文化的影響力，融合得很好。簡單來說，
我們生活在一個中英文夾雜下的自然生態中，可能有人覺得我們不中不西，但這『西』
其實不只是西方，而是各種文化，我們吸收了很多不同的養分，創造出自己的文化。」
從九十年代開始，香港也漸漸注意到文化創意產業的重要性，發展到今天，林淑儀覺

得應該把文創、文化交流與文化推廣結合起來看待。在她看來，要談文創，首先要談文
化，「文化有修養的過程，鞏固了之後，從中產生了一些物產，有產值出來，而這個產
值不只能幫助經濟的發展，更能推動社會、文化的發展，我就覺得它是文化產業。」文
化產業不是只講錢，而關乎其中的核心價值。如同藝術中心正在舉行的「普普狂熱」
展，大家都喜歡普普藝術，然而它的發展，不只要有藝術品本身，還要有評論、有市
場、有觀眾、有收藏家，環環相扣，才能實現產業化。成為產業後，它也不只具有商業
價值，而是有其文化內涵。「當你想起普普藝術的時候，就會聯想到美國的文化，這是
緊密相連的。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特色的文化產業，帶動經濟之餘，也加重了其中的文化
形象。」

文化藝術孵化器
對林淑儀來說，發展文化產業，最重要的是培育文化，以及打造環境。自負盈虧的藝

術中心，自然要關注經濟效益，但如果只重視經濟效益而不推動新的創作，其實反而難
以為繼。中心在策劃每個項目的時候都十分注重自身「孵化器」的角色——培養藝術家，
讓他們能持續創作，也幫助他們走向更大的市場。「我們就是孵化器，不論是在流動影
像、還是視覺藝術方面。藝術人才被學院培養出來後，我們就要培養觀眾，有觀眾才有
贊助商願意投資，有觀眾也才有市場。但是藝術家要繼續成長，我們就需要找資金回來
繼續支持他們。」新的藝術家發表作品，需要大眾的認同，藝術中心就致力於提供平
台，比如「ifva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就為全城的影像達人們提供了一個展現自己的
機會，而中心中從小型到中型、具梯度的表演空間也為新的劇場作品或小劇團們提供了
實驗與展示的不同選擇。
藝術家在藝術中心中成長，其中一個成功例子就是詹瑞文的「PIP」（前身為「劇場組

合」）。「當年詹瑞文和我們合作，進駐藝術中心五年。他之前有政府的資助，後來和藝
術中心一起商量，看如何才能把自己產業化，產業化後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東西、推
廣戲劇藝術，能夠吸引大量的觀眾，票房也可以養活自己，劇也可以成為長演作品。後
來他很成功，現在也離開了藝術中心，繼續其他的計劃。」現在的PIP不僅涵蓋劇場創
作，也涉及電影、音樂、藝術學校等，從藝術輻射到生活，實現了自身的產業化過程。
現在藝術中心則在和劇場導演鄧樹榮合作，摸索如何將形體喜劇《打轉教室》打造成

為一齣香港的固定演出戲劇，長期吸引觀眾。
藝術中心也㠥力培養從事影像創作的藝術家，其中一個成功例子就是拍攝《大藍湖》

的曾翠珊。曾翠珊是第四屆香港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ifva）的得獎者，《大藍湖》
是她的第二部長篇作品，也是藝術中心首次參與監製的電影。電影講述導演老家西貢蠔
涌村的故事，裡面穿插村中老居民的紀實性訪談，其中很多人都是海外回流。曾翠珊憑
電影奪得第3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晉導演獎，及第15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亞洲新人獎
之評委會特別獎。林淑儀說，藝術中心在電影的籌備、募款、拍攝、製作及宣傳方面都
提供了協助與支持，也推動影片到外國參加影展，力圖為藝術家在歐洲打開新的市場。
「電影裡面有香港的歷史和文化，其實已經是一種文化交流。今年是香港回歸15周年，這
條片正在歐洲播㠥，也會去台灣播放，展現很原汁原味的香港。我們也借此提出一些思
考：香港除了合拍片外，很本土元素的片子是不是仍然可以成為未來的方向？」

近年來，香港藝術中心大
力推廣本土動漫文化，所策
劃的《翼動漫花筒—香港漫
畫歷史展覽》已經分別在香
港、法國、上海展覽，並正
在台灣展出。展覽不僅梳理
香港漫畫的發展歷史，也試
圖透過這一大眾文化的變遷
來折射香港社會的發展。除
了展示香港漫畫史上的珍貴
原稿或孤本漫畫書，也加入
電影及多媒體元素，更邀請
本地動畫師以經典漫畫人物為靈感創作動畫短片，各種cross-over跨越藝術界別
與時空，帶來耳目一新之感。「我自己覺得，漫畫是一種藝術，也是一種文化
物產，也有商業價值。動漫展中，我們會帶漫畫家去做展示，有座談會，又出
版計劃，也會討論漫畫發展的難處以及新的方向。將其作為一種文化產業來看
待時，我們很注重的是它是一個活在當下的項目，關注的是它以後怎麼發展。」
不久前，香港藝術中心獲得市區重建局（市建局）批予灣仔茂羅街及巴路士

街活化項目「藝術社區」的主營運合約，為期5年。2013年，藝術中心將正式將
這二級歷史建築物轉化為「動漫基地」，在裡面策劃多種展覽及教育活動，使其
成為香港首個以動漫為主題的人文藝術社區。林淑儀說，在動漫基地中，大家
可以看到一些外面已經買不到的漫畫書，進一步了解香港漫畫的發展。動漫基
地也不僅是一個博物館或者文獻庫，它同時提供營商的條件，將動漫、周邊產
品、遊戲等聚在一起，創造環境令不同範疇的藝術家發生合作，或者建立網
絡。「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吸引觀眾，讓香港人去了解香港的這個文化產
業。」
林淑儀說，動漫產業十分有商業潛力，雖然現在全球的漫畫市場都在萎縮，

但是漫畫可以帶動的東西不只是漫畫書，它可以輻射到各種方面，比如插畫、
廣告、玩具設計、電影、周邊產品設計等等，可行性很大。「我想幫忙漫畫和
某些其他藝術結合，衍生出新的構思，成為新點子。動漫產業還有很多潛在的
發展能力。」
香港有許多優秀的獨立漫畫人和動畫人，他們所擅長的領域也十分多元，很

少人只「獨沽一味」畫漫畫或做動畫，要發展動漫產業，本土人才其實不缺。
但比較困難的是找資金。現在香港的許多創作人，仍然是「家庭式」創作，缺
少支持的投資者來保障長遠的發展。林淑儀說，香港十分需要培養環境，讓贊
助商們發現雖然投資文化創意產業需要長遠的投入，但回報會帶來十分的滿足

感。香港也需要將創意
產業變成真正的產業，
「可以養活自己，創造
商業價值，而不只是口
頭上的『產業』而已。」

創意好生活（四）

編按：文化創意產業是一個地方的軟實力資產，它的價值，可體現在創意產品上，也可以延展到生活態度與精神價值層
面。恰巧今年「台灣月」帶來一班台灣小農及文創者，展示他們由創意生發出的生活美學。本系列將深入台灣與本
地文創產業的各個區塊，探討兩地的文創現狀、生活方式，及年輕人如何善用創意實現夢想和表達其生活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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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營運的香港藝術中心，19層樓的建築中，匯集了劇場、電影院、

展覽館、咖啡廳、書店、餐廳及辦公場所。每個周五，你還可以到中心門

口的戶外空間聽聽獨立樂隊的演奏，或者盤腿在地上看一場舞蹈。說它是

創意發生地，一點不為過。

最特別的是，香港藝術中心並非政府主持的非牟利文化機構，而是秉持

㠥由民間發聲、推廣當代文化藝術的自負盈虧組織。既要考慮中心的經濟

利益與持續發展力，又要堅持藝術品質，同時還要兼顧文化藝術孵化器的

角色。小小的一個藝術中心，就是文創產業化的一個縮影。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香港藝術中心提供

■《翼動漫花筒──香港漫畫歷史展覽》於

2011第38屆《安古蘭國際漫畫節》展出。

■《翼動漫花筒──香港漫畫歷史展覽》

在香港展出。

■《大藍湖》於溫哥華國際電影節

參展期間，曾翠珊（右二）獲許鞍

華（中）支持。

■《大藍湖》劇照 ■ifva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

■現正舉辦的「動漫基

地」前奏節目《動漫都

市》(Comix & the City)

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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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成為「動漫基地」的歷史建築。

香港藝術中心 為文創打氣

■香港藝術中心

總幹事林淑儀。

動漫產業潛力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