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謂非牟利？
私人博物館用私人兩個字，毫無疑問是私人出錢，但私人也有兩種

類型，一種是純粹私人公司運作，另一種以非牟利組織運作，也就是
賺不賺錢的分別。要分別牟利與否，最好的界定是組織是否向政府註
冊為慈善團體。若已向香港稅務局註冊為慈善團體，其收入和支出都
受限制，但可藉由公開籌款，或公私部門捐贈來獲得經費，公眾捐錢
予機構可以申請扣稅。
由於孫少文基金會是已註冊的非牟利團體，轄下的機構包括一新美

術館也是非牟利組織。內地很多私人博物館被詬病，也是因為其中很
多不是非牟利的機構。
博物館在定義上必定是非牟利機構，但博物館只是個名稱，原則上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以非牟利這一定義即可否決一些讓人疑惑甚至誤
解成博物館的地方，如古董舖、畫廊、拍賣行。

私博館風潮系列三
明年開幕的一新美術館，雖趕上了近期民間紛紛建私博館的風

潮，但因先天條件不足，僅能靠擁有多年博物館管理經驗的楊春

棠諗計打救。楊春棠曾經於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工作超過三十

五年，是香港少數對博物館運作瞭如指掌的人，本應退休

的他對博物館並未死心，去年在孫少文的邀請下，擔

任一新美術館總監。仿如回到港大般，一新美術館

資源有限、欠缺藏品，楊春棠當機立斷便是去

借藏品，或買些具升值潛力的藏品。

與過去兩期介紹的皇家博物館、兩依

藏不一樣，一新沒有有利的位置，

沒有豐富的館藏，一切從零開

始，是真真正正的考驗。

文、攝：香港文匯報

記者伍麗微

一新美術館位於觀塘SML大廈內，此乃
孫少文的物業，大部分樓層用作集團

寫字樓，而四樓的室內空間與戶外平台則用
作美術館場地。在觀塘海濱芸芸甲級寫字樓
中，一新的位置顯得有點尷尬。這裡沒有歷
史悠久的街道、建築，沒有活化的古蹟，也
沒有中上環的畫廊古董舖作陪襯，僅有一個
好處──觀塘海濱對開的空地因「起動九龍
東」計劃，慢慢發展為一個集文娛休閒設施
的場地。
「沒辦法啊，我也知道這個位置很難吸引
人流，但香港不是只有一個西九（文化
區），也可以有一個東九。這邊人口愈來愈
密集，未來會需要更多文化場所。」楊春棠
笑言。

先天條件不足
美術館室內佔地五千呎，戶外平台佔地四
千呎，被周遭的工廈包圍，景觀一般，但適
合用來做戶外展覽。「我們是工廠大廈活化
的博物館，不像政府的博物館從頭規劃建
館，譬如西九找名建築師設計一個場館，場
館本身已經是一件藝術品；或是古蹟建築，
本身已經是歷史文物，但一新美術館是先天
不足的，沒辦法用建築物本身去吸引人
流。」工廈活化是個潮流，最近藝發局才把
黃竹坑Genesis 工廈十二樓活化成藝術場
所，佔地一萬呎的空間被切割成十七個三百
至四百呎的獨立工作室，以三分一市價出
租，是全港首個專為視覺藝術而設的藝術空
間。藝發局現正計劃於大埔及香港仔建設類
似的藝術空間。
本港藝術場地不足不是新鮮事，一新的萬
呎空間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我們沒辦
法和人家比，我們不會苛求自己做故宮、羅
浮宮或M+，人家五臟俱全甚麼都有，而我
們沒有好的藏品、沒有很現代化的設施，只
能盡量做一間符合水平的博物館。我們不能
保證博物館將來可以達到世界一流的水平，
我們的資源也做不來，但我們會在有限的資
源、有限的空間下，把重心放在做教育活動
上。」
楊春棠口中的有限資源真的很有限，一般
博物館看重的館藏一件都沒有，只能去跟人
家借，「等於像以前在港大一樣，」他無奈
地說。博物館沒有藏品是很吃虧的事，等於
圖書館沒有書，要花很多時間、資源去建立
館藏，「當然孫少文先生本身有收藏，但這
屬於他個人的財產，不是基金會的，這要分
清楚。」一新美術館是孫少文基金會轄下的
組織，所有營運開支均由基金會承擔。
以前在港大美術博物館工作時資源不足，
作為館長的楊春棠想方設法、四處尋覓，早
期以超低價買下一些木刻、油畫，又長期問
人借藏品搞展覽。他說一新的定位與港大美
術博物館沒太大分別，同樣以辦教育展覽為
主，「大師級展覽辦到了對我們而言只是錦
上添花而已。」記得他在港大辦過一個瓷器
碎片展，原來「垃圾」也有展出價值。「如
果在國家級博物館做瓷器碎片展，人家會有
錯覺以為你沒錢。其實瓷器碎片是在古代的
垃圾桶發現的，因為製成品總有一些不合標
準，一定會被人敲碎丟到垃圾桶，現在考古
學家就從垃圾桶裡找回這些碎片來研究。」
這些碎片在當時不是藝術品，因為不是最好
最美的，但它卻是歷史的見證物，證明當時
的人做過一些產品，「這就有教育價值，當

時在港大要善用資源做這些，因為沒有包袱
嘛，你想睇完美的藝術品，不是來這裡，是
去香港藝術館、故宮、上海博物館，但想睇
古代的垃圾，就來這裡。」
但港大美術博物館歷史悠久，本身就是一

張很好的名片，人家一看，樂於借展品，一
新美術館太新，尚未累積口碑，未必所有人
都願意借自己的珍藏出來。「我不是說基金
會很窮給不起錢，但一個出色的文化場所，
不是看其規模大小，而是看它能夠影響到多
少人。」楊春棠有一個小小的野心，希望為
一些有潛質、但未成名的藝術家提供一個平
台，去介紹他們的作品。譬如學校的美術老
師就是他的目標，「他們本身有一定美術修
養，但我們對香港美術老師的成就、風格不
甚知曉，我們可以去看看有那些好的、但埋
沒在學校二三十年的美術老師，把他們抽出
來，讓大家知道他們不僅是美術教師，更是
藝術工作者。」

民間殺出血路
歐美、日本許多財團一邊賺錢，一邊不忘
文化教育，紛紛建設私人博物館，變相成為
一種軟實力。中國社會沒有這種傳統，「中
國人對博物館教育要有新思維，以往一直倚
賴公家資源，讓大學、政府去做博物館教
育，但香港的學校也在轉型，分公立、津
貼、直資，一樣可以做得很好。民間可以做
多一些，不要倚賴政府去做。」
博物館也是教育事業之一，而教育事業是

恆久不變的，值得投放心力、資源去做。政
府有政府的角色，但楊春棠認為民間力量不
可小覷，做得好、得人心，自能營運下去。
像位於中環舊碼頭的香港海事博物館便是一
個成功的例子，2005年由航運界人士成立，
設館於赤柱廣場美利樓樓下，當時高達82家
公司有份資助營運。但博物館因地處偏僻、
財政負擔沉重，曾一度傳出結束營運。後來
博物館入紙申請中環八號碼頭作新址，政府
認為它與香港歷史博物館長期展覽的「香港
故事」有相輔相成的效果，經討論後批出土
地，海事博物館從原有800平方米擴展至
4400平方米，之後更獲政府撥款資助。
「你不會懷疑香港政府養不起一間博物

館，那一新在觀塘能否有十年呢？我可以答
是有的，只要一間博物館是非牟利、注重教
育的話，是可以做下去的。香港海事博物館
由民間經營，但政府把中環舊碼頭這個好位
置給了它，這個地方不是私人物業，而是政
府地方，如果這間博物館經營有法，有其價
值、效益，自然有人奉獻資源。一新雖然是
孫少文轄下的機構，但孫少文基金會不是只
有孫生的錢，大家都可以捐錢，做得好就有
人支持，如果經營有道的話，可以贏得很多
人支持。」
因而從訪問最初他便強調非牟利這個字

眼，他說如果不是以基金會的名義去經營的
話，公眾很容易誤解，認為是牟利賺錢的，
「就像一間社企和一間茶餐廳，同樣是一碟
火腿通粉，同樣要十五塊，你可能會去社
企，因為他們不是牟利的，賺的錢只是回到
社企的戶口裡，它開一家餐廳也是幫助社
群、推動社會發展。」
博物館是源遠流長的文化事業，香港人要

開始做，「不要擔心將來有甚麼結果，因為
不做就永遠都不會有結果。」楊春棠言語間
閃爍着一份過來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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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私博館表表者
常說內地私博館質素參差，但上海的幾家私博館，包括「龍美術

館」、「德美術館」（余德耀私人美術館）、「昊美術館」都是業界
的表表者。尤其是由收藏家劉益謙、王薇夫婦建立的龍美術館，是目
前內地最具規模及最有實力的私博館。龍美術館開幕僅兩年，已先後
在上海設浦東及西岸館，兩館合共佔地3.3萬平方公尺。
作為新理益董事長的劉益謙與妻子均出手闊綽，每年香港春、秋

拍，均攜團隊前來購入大批藏品。兩人的收藏口味也不一樣，劉益謙
專收古代書畫、古董和近現代傳統作品，至於王薇則喜歡民國老油
畫、革命題材及當代藝術作品。
有別於其他私博館，龍美術館可媲美國家級博物館，走專業路線，

顧問團中有中央美院美術館館長王璜生、中國博物館副館長陳履生等
人。博物館亦注重公共教育，除了設專業團隊做研究工作，每年暑假
亦針對老人和學生，開設美術暑期班，讓公眾了解藝術。

人才培訓不夠全面
香港近年增設各類文化管理課程，政府開始有意識地提升以往冷門

的學科，但本地藝術發展慢、師資不足，新開的課程也未必能夠符合
業界要求，往往只着重行政方面的培訓，忽略專科學識。楊春棠強
調，博物館人才不等於行政人才，像他本身便是修讀歷史出身，在博
物館工作後再修讀博物館學相關課程。
博物館不同於其他專業學科，屬人文學科，因應不同的藝術範疇又

分不同的專業，必須讀通文學、文化、歷史、藝術等學科，加上實地
工作後，更要處理行政、公關等事宜，少一分學識都不能。楊春棠便
說，年輕一輩經常捉錯用神，只着重管理訓練，忽略學問培養的重要
性。「大學教的是很表面的東西。」
他提醒新一代的博物館人，不要忘記「持續進修」，並笑言：「我

做博物館三十多年，如果法國畢加索博物館請我去做，我也要想一
下，要重新讀書啊。」

■一新美術館佔地近萬呎，分室內和戶外空
間。

■戶外空間被四周的工廈包圍，景觀欠缺，楊
春棠表示會加以佈置，開幕時會以全新面貌示
人。

■一新美術館館長楊春棠。

■觀塘海濱長廊橋底空地公共藝術處處，為枯
燥的工業區添上文藝氣息。

■寫字樓對開空地放
置了不少藝術品，加
上即將開幕的一新美
術館，顛覆大眾對九
龍東的想像。

■觀塘一帶工廈翻新後，大批甲級寫字
樓進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