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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馮程淑儀署長看來，政府其實對香港的文化發展、
特別是本土文化的保護、促進與提升；市民大眾的文化
參與力和鑑賞力，均一直極為重視，也採取了很多措
施，並實施了相應的計劃。特別是社會上要求政府支援
與開拓文化空間的呼聲，政府也一直予以回應，向着最
有利於香港本地藝術發展的方向而努力。

建設新空間從未斷
不少藝術界人士覺得，香港的文化空間非常稀少，導
致藝術家們難有機會進入到正規、大型的藝術場館去展
現才華。馮程淑儀表示，政府在文化空間的開拓方面，
做了相當多的工作，相信隨着時間推移，市民特別是文
化業界，能夠感受到相應的成果。
馮程淑儀說，康文署目前下轄14個傳統意義上的硬

件場地，諸如香港大會堂、文化中心、香港藝術館等。
這些場館的運營卓有成效，但其容量隨着本地藝術的蓬
勃，已經難以滿足藝術家、團體和市民的需求。因此，
康文署早在數年前就已開展了藝術空間的拓展工作，以
適應更多、更大型的藝術展示需求。
據馮程淑儀介紹，在2011年開始動工的高山劇場新
翼，已經大體竣工，預計將會在今年年底正式投入使
用。劇場新翼的演藝廳設有600個座位，適合作中型演
出、實驗製作和新進劇團演出之用。連同現時設有1
031個座位的高山劇場劇院，預計新的中型演藝廳將會
進一步加強高山劇場作為粵劇專用場地的功能，供粵劇
名伶、新秀以及具規模和新進劇團作演出、培訓、排練
和研究之用。
而牛頭角興建跨區社區文化中心也是未來新空間拓展
的一個重點。該設施完成之後，將會提供1200個座位
的演藝廳及約550個座位的多用途劇場，帶動整個東九
龍地區的文化藝術發展。預計，該工程將會在2015年
開工，並於2019年竣工。馮程淑儀說，當這些工程正
式投入使用之後，市民和藝文界便能夠充分享用其利。
有業界人士認為，香港傳統的文化核心地帶，是維港
兩岸，例如尖沙咀和中環，故而政府在遠離維港的邊遠
社區推動的空間拓展，可能不太會受到業界太多的接
納。針對這一點，馮程淑儀表示，政府對文化發展的考
慮，是基於香港十八區整體的統合規劃而進行的，要平
衡各個區域市民的需要，做到各區的均衡發展。她說，
只要交通方便，其實業界擔憂的偏遠問題，是完全可以

解決的。

持續推動舊有空間活化
空間活化，也是近年來在香港文化界討論較多的一個
話題。馮程淑儀說，空間活化的工作，在政府層面分為
兩個部分，一是原有藝術空間的擴大；其次是非藝術空
間的藝術化、公共化使用。這兩項工作，目前都取得了
不錯的成效。
原有藝術空間的擴大，馮程淑儀認為，較為重要的便
是香港藝術館的擴建。她說，擴大香港藝術館，主要是
為了能夠擴大出更多的展覽空間，讓香港本地的藝術家
能夠展出自己的作品，而擴建之後的藝術館，將會增加
大約百分之二十的展覽空間，為此，翻新工程期間，藝
術館也將會封館。當重新開放時，馮程淑儀認為，不僅
藝術館的建築特色將更加明顯，且空間利用上，也必定
會獲得本地藝術家的好評。
而在非藝術空間的活化上，馮程淑儀表示，政府的努
力也一直沒有停止，並且制定了「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

劃」，在政府參與的同時，也能夠發動
民間的力量一道努力。馮程淑儀特別強
調，歷史空間的活化，不僅僅是新開拓
一個藝術品展覽館，而是要打造出公共
文化的空間。在這一點上，她覺得「油
街實現」的運作較為成功。「油街實
現」不僅為青年藝術家特別是大學剛畢
業的青年人提供了藝術展覽場地，同時
其環境構造，也呈現出開放式格局，市
民能夠充分享受公共空間的景致，嬉遊
其中。尤為重要的是，康文署轄下公園
的草地是開放供市民使用的，市民可在
草坪上休息或進行各類休閒活動，如散
步、躺臥、閒坐或遊戲等，只要有關活
動不會損壞草地或對其他使用人士造成
滋擾，且保持地方清潔，康文署是十分
歡迎市民盡情使用所開放的草地。如
此，才具有城市文化的人文氣韻。

此外，馮程淑儀也透露，康文署正在一些商場、政府
辦公場地、公園，推動藝術品的擺放與陳列，讓藝術與
市民直接形成對話的可能，改變以往較為刻板的藝文傳
播方式。

支援本地藝團不遺餘力
業界往往覺得，政府對本地藝術家和藝術團體支援不
足，馮程淑儀認為這是一個巨大的誤解。她以康文署實
施的「場地夥伴計劃」向記者解釋了政府特別是康文署
對本地藝術團體的支援措施與內容。
馮程淑儀告訴記者，「場地夥伴計劃」每期三年，目
前正在進行中的是第二期。康文署會組織資深藝文專業
人士，組成一個遴選委員會，從申請團體提交的報告
中，鑑別其藝術展示內容的藝術性、是否叫座以及申請
團體自身的運營情況，選出作為場地夥伴的藝術團體。
凡是成為場地夥伴的藝術團體，能夠優先獲得康文署下
轄的表演和展示場地的預定權，同時還將獲得康文署提
供的資金幫助，且康文署還會為這些團體進行廣告等方
面的宣傳協助。
據馮程淑儀署長透露，目前的場地夥伴，大概有二十
多個，除了一般市民所熟知的中樂團、管弦樂團之外，
還包括十多個中小型藝術團體。此外，康文署也還會幫

助場地夥伴進行人才培養，提供藝術行政
方面的實習生，以分擔這些藝術團體的行
政事務。
不僅是資金、 場地，馮程淑儀說，政

府實施「藝術行政人員培訓計劃」，以應
對西九文化區、各種私家畫廊、博物館、
藝術團體對藝術行政人才的需要，這也合
乎香港藝術品交易日趨蓬勃的需求。參與
該計劃，每個參與者將獲得約兩年的工作
時間，並會學習展覽策劃、博物館教育、
觀眾服務、藝術團體行政等事務，這一期
間，參與者也會獲得薪金，這對於剛剛畢
業的大學生而言，是絕好的積累經驗的機
會。馮程淑儀預計，到2017年，通過這
一計劃將會培養出超過三百名藝術行政人
才。人才儲備，才是最為重要的支援。
據此，馮程淑儀表示，政府對本地藝團

的支援，是實實在在和具有持續性的。

本港文化界聚焦的一個文化熱點話題，
便是去年旺角行人專用區縮減開放時數的
事件。這一被稱為「殺街」的決定，直接
影響到了在旺角行人專用區進行街頭表演
的藝術團體和個人。外界一直認為，政府
方面對街頭表演採取壓制態度，但馮程淑
儀則覺得，這一評價並不客觀，其實政府
特別是康文署，就這一問題，一直在進行
努力和改善，對街頭表演的態度，也是促
進加完善。
馮程淑儀說，旺角行人區域最後出現
「殺街」的結局，這與當地居民難以承受
街頭表演所產生的噪音、阻街有巨大關
聯。她本人過去也曾經親自前往旺角行人
區觀看街頭表演，發現不少街頭表演者，其實演技水
平相當高。因此，為了照顧居民利益，同時也發展香
港的街頭表演文化，康文署曾經制定「開放舞台計
劃」，劃定過包括沙田大會堂外等三個區域，在經過
簡單的「試音」（即才藝考核）環節之後，便可在康
文署劃定的區域演出。就目前情形看，沙田大會堂這
一帶的運作，仍舊在進行中，效果還算不錯。
當然，馮程淑儀也坦言，康文署劃定的街頭表演區
域，往往不能夠滿足街頭表演者對人流的需求；但人

流大的地方，又往往會產生阻街、噪音等問題。馮程
淑儀說，屯門一帶的康文署下轄公園，街頭表演者經
常遭到居民的噪音投訴，作為政府不可能袖手旁觀而
置居民利益於不顧，如果管理不足，必定會引起衝
突。
馮程淑儀個人認為，街頭表演者收錢，不能夠被視
為是「黑錢」，而是路人與觀賞者對表演者的「打
賞」與支持。促進街頭表演的發展，同時兼顧到居民
的利益，將是政府一以貫之的立場和態度。

坊間有一種觀點認為，台灣的文化遠遠好過香港。
馮程淑儀則認為，台灣的文化發展確實有值得香港學
習的一面，但同時也必須看到，台灣與香港的兩地特
質是完全不同的。
馮程淑儀以閱讀為例，認為，在台灣，由於面積

大、人口多，因而這樣的人口結構，決定了台灣的圖
書出版業與香港有着巨大的差異。一本書，在台灣，
可能通過不同的銷售網絡，能夠形成巨大的轟動和反
響；但是在香港，一本書銷售達兩萬冊，已經是巨大

的數額了。且香港的生活節奏較快，人們的閱讀也集
中在電子化層面，故而與台灣的特質差別非常之大。
此外，馮程淑儀認為，台灣做得比較好的一點，在

於其文化的普及層面好過香港。也就是說，在台灣，
各個階層都能夠形成一種文化的鑑賞力和審美，甚至
文化活動的參與。香港近幾年已經重視這方面的建
設，除了與高中新學制結合，與學校合作，注重培養
學生的藝術鑑賞和操作能力之外，也不斷改進各個博
物館的工作。據馮程淑儀透露，2010年，香港博物館

年參觀總量是450萬人次；但到2013年已
經達到了610萬人次左右。這是一個巨大的
進步。
同時，為了吸引更多的市民走進博物

館，接受人文、藝術、歷史的熏陶，康文
署與內地的合作也愈來愈緊密，例如，與
國家文物局實現了展覽資訊的交換機制；
與故宮博物院、國家博物館等機構簽訂了
長達五年的合作協議，增加來自內地文化
機構的展覽。另一方面，也透過「開放對
話計劃」，實現策展人的多元化，協作完
成大型的展覽，例如2013年的「原道」藝
術展，便彙集了兩岸三地與海外的當代藝
術精品，頗受市民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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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街頭表演：促進加完善 看台灣，差異在於兩地特質

開拓文化空間開拓文化空間，，支援本地藝團支援本地藝團
——馮程淑儀馮程淑儀談政府文化政策的落實與願景談政府文化政策的落實與願景

外界有人批評香港是只重商業的外界有人批評香港是只重商業的

「「文化沙漠文化沙漠」；」；本地藝術家認為政府本地藝術家認為政府

對藝文發展支援不足對藝文發展支援不足；；不少團體認為不少團體認為

本港文化空間稀少本港文化空間稀少。。這些討論了許久這些討論了許久

的問題的問題，，幾乎都指向了政府文化政策幾乎都指向了政府文化政策

的制定的制定、、執行與規劃執行與規劃。。不久前不久前，，本報本報

獲得獨家專訪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獲得獨家專訪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馮程淑儀女士的機會馮程淑儀女士的機會，，聽取她對上述聽取她對上述

聲音的看法聲音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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