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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艷娟 昆明報道）
中國首列以「茶文化」為主題的「臨滄
號」文化旅遊列車日前開通運營。此列車
從昆明至北京西，運行距離3,174公里，途
徑雲南、貴州、湖南、湖北、河南、河
北、北京共6省1市，23個站點，往返時間
72小時，輻射人群3.8億人。
雲南臨滄是世界茶樹起源的中心和核心

地帶，是中國最大的普洱茶原料基地，境
內擁有野生古茶樹群落80多萬畝，百年以
上栽培型古茶園11萬畝，擁有當今世界上
樹齡長達3,200多年的世界第一古茶樹。在
首發式當天，乘坐「臨滄號」的旅客都能

免費品嚐臨滄的地道好茶，在列車上隨處
感受臨滄獨特的茶文化氛圍。臨滄市委常
委、常務副市長李華松介紹，臨滄市與昆
明鐵路局攜手，在昆明至北京西旅客列車
上冠名「臨滄號文化旅遊列車」，通過在
列車上開展圖片宣傳、少數民族服飾展
示、民族商品進車廂、列車廣播視頻、列
車宣傳畫冊、臨滄少數民族歌曲播放等多
種形式，讓乘坐「臨滄號」文化旅遊列車
的遊客深切感受臨滄8個縣區的民族文化、
旅遊資源、特色產品、風土人情等，使此
列車成為展示臨滄多元民族文化、濃郁民
族風情、邊疆特色商品的「移動長廊」。

據介紹，在「臨滄
號」文化旅遊列車開通
前，昆明鐵路局已與雲
南省紅河州、大理州、
曲靖市、石林縣、麗江
市等地方政府合作，陸
續開行了昆明至北京西
及蒙自北的「紅河
號」、昆明至北京西、
上海南的「大理號」、
曲靖至麗江的「珠江源
號」、昆明至上海的
「石林號」等7列文化
列車。每一列文化列車
都着力打造「民族文
化、旅遊文化、長途旅
行文化」三大特色品
牌，展現雲南多姿多彩
的風土人情和人文景
觀。

「ADC藝術空間」揭幕禮舉行當天，香港藝術發展局（藝發
局）主席王英偉笑稱見到這個藝術社區最終落成，心情就像是母
親見到孩子誕生，四年前構思該空間的因緣仍歷歷在目，王英偉
分享說：「剛剛出任藝術發展局主席的時候，藝術界朋友就向我
提出了迫切的訴求：『現在藝術家想要找創作空間很難，而且會
愈來愈難。』他們大多分散在工廠大廈，因為活化工廠大廈，租
金持續增加，有的舊的工廠大廈又受到消防條例限制，所以從事
藝術創作的朋友覺得自己的生存空間正不斷被擠壓。」

租金優惠緩解生存壓力
為了幫助藝術界克服困難，藝發局不斷探索除政府及藝術從業
者單方面努力外的「第三條道路」，王英偉表示：「最簡單直接
的方式莫過於讓政府出地，但政府目前自己建樓都不再有空間，
所以我就想用一種『官、商、藝』合作的方式，即政府、商界、
藝術界聯手來解決問題。藝術發展局存在了十九年，從來都沒有
自己的空間，當我們提出這個大膽的構思後，商界有不少有心人
積極響應，分別提供了觀塘、荃灣、黃竹坑的場地，但由於城規
會的種種限制，最終僅有協成行位於黃竹坑的Genesis因是全棟改
建所以符合所有條例。協成行發展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方文雄義
不容辭，他說無論租金多貴，都會用優惠的價格租給有需要的藝
術家。」
經過長時間及多方面的努力，協成行發展有限公司撥出Genesis
其中一層商業大廈樓面（總樓面面積約10,254平方呎），以優惠
租金租予藝發局推行此計劃。民政事務局亦為計劃撥款800餘萬
元作為裝修、起動、新進藝術家租金的資助。2013年「ADC藝術
空間」開始招募藝術家進駐，共接到70多份申請書，最終27位藝
術家突出重圍，申請到300平方呎至1,400平方呎不等的獨立工作
室。藝發局同時還推出了「新進藝術家租用計劃」，為畢業不超
過3年的新進視覺和媒體藝術家提供不多於2年的租金半費減免資
助。計劃暫定為期6年，以2年為一租期。首兩年的租金為每平方
呎港幣5.5元，營運費（包括差餉、大廈管理費、公用空間的水電
及清潔費等）每平方呎港幣2.5元。第三、四年的租金為每平方呎
港幣6.5元，第五、六年的租金為每平方呎8元，營運費待定。

看好Genesis原因各不同
於香港大學建築系畢業，目前正攻讀碩士學位的丁樂融正是
「新進藝術家租用計劃」的直接受益者之一。家住黃竹坑附近的
丁樂融原於臨近工廈內租了一間工作室，雖然租金高昂但為了課
餘時間可以「躲」進工作室進行裝置藝術、建築及傢具設計，儘
管經濟壓力不小也只好咬牙硬撐。由於鍾愛木質材料，丁樂融的
作品個性鮮明、辨識度高卻不失溫度，他告訴記者其實南區隱藏
了很多藝術家，自己有機會申請到「ADC藝術空間」的獨立工作

室着實幸運。丁樂融坦言：「這邊租金的價
錢較市場租金便宜一半有多，但卻轉為商廈
環境，當有客戶要來工作室洽談合作，工廈
和商廈帶出的訊息差異很大，最後可能談成
的價格也會不一樣。藝發展局還將幫我們成
立網站，宣傳上也好很多。」
從事特殊教育超過15年，既是香港藝術發

展局的傑出教師，亦是一位畫家及繪本作家
的施華初與丁樂融持相同觀點。但施華初補
充說明：「ADC的術空間」的藝術家集中，
不但有利於宣傳及個人的發展，互相之間還
能增進交流激發靈感。在特殊教育工作的影
響下，最初專注於人像繪畫的施華初慢慢發
現人像在表達愛和溫暖的方面有其自身局
限，因此人見人愛的Mr.baby應運而生。施
華初將自己外化為風格多變的Mr.baby希望
可以將濃濃愛意、關懷傳遞給更多人，未來
想要和NGO多加合作的施華初說：「畢竟不會有太多人想去工
廈，搬到這邊就會多一些機會被外界所了解。」
與上文兩位年輕的藝術創作者相比，已年過甲子的何紹新絕對

是位資深老前輩。何紹新早年曾在法國巴黎第八大學藝術系求
學，目前將全部精力都貢獻給了繪畫創作及藝術教育工作。何紹
新在中環有一個自己的繪畫教學中心，卻苦於沒地方展出大型作
品。何紹新指着現時工作室內最搶眼的一幅作品說：「這幅4呎
乘6呎的作品畫完後，因為沒有足夠大的場地被雪藏了好幾年，
現在終於見光了。教室始終無法滿足創作需求，現在我還能在這
組織一些文化藝術活動，其後我們計劃舉辦書法展，接下來可能
會有茶道和繪畫的融合展，除視覺藝術外，我爭取讓多元媒介相
互交融。」作為香港巴黎當代藝術家聯盟會長的何紹新一直盼望
能夠建立一個香港巴黎兩地藝術家的交流平台，所以新的工作室
未來亦可能成為兩地畫家相聚的小基地。

藝發局新動向
四年方磨一劍，其間各種滋味只有王英偉自己知曉：「我自己

做建築的，我來裝修可能一個月就搞定了，但政府需要一年的時
間。因為政府有很多規章制度我們要跟足，要防止賄賂，要滿足
各項條例，令我們的同事都很辛苦，但我們不怕，因為我們有心
去做。所以大家要給我們一些時間來循序漸進地做，現在我們也
讓大家看到曙光。」在揭幕式上，王英偉特地鄭重拜託南區區議
會一定要全力支持「ADC藝術空間」的藝術家：「藝術走進社區
會令藝術與社區均綻放出不一樣的光彩，希望我們的藝術家能夠
在這裡茁壯成長，令到我們藝術的花朵遍地開花。」

王英偉亦透露，藝發局現正與大埔區議會
合作，準備將一間老校舍變成為表演藝術而
設的藝術空間，給香港的小型藝團提供排
練、展演、教學的場地，也為大埔以及鄰近
的社區注入更多藝術氛圍。同時藝發局也努
力呼籲地政總署在拍賣香港仔前消防局這塊
土地時可以事先預留藝文空間，加入相關條
款，共同解決藝術空間匱乏的問題。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最後總結說：

「我相信社會上還有很多像協成行一樣的
熱心機構，期望這個藝術創作小社區能夠
起到示範作用，鼓勵到更多商業機
構為藝術發展助力，共同打造一個
有利藝術文化蓬勃發展的
大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崔國清蘭州報道）「互聯網的跨地域傳播特性，導致
甘肅有可能在數碼時代超越地理劣勢，成為中國最具奇觀魅力的旅遊目的
地。」日前，著名文化學者朱大可在蘭州新媒體高峰論壇上指出，互聯網和眼
球文化，是甘肅重新起飛的重大支點。
日前，李克強總理提出了『胡煥庸線怎麼破』的問題。這個問題，是數千年
來深刻反映中國人口分佈和經濟佈局的本質問題，也是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未
曾逾越和消弭的痼疾性問題。」朱大可說，「甘肅在上古時代作為中亞和東
亞、遊牧和農耕文明交匯點，是傳播力量的象徵，河西走廊和絲綢之路更讓甘
肅成為『亞洲精神共同體』的戰略紐帶。但是，宋遷都以來，華夏中軸線東移
至太平洋西岸一線，導致西部逐漸退化，最終淪為『文化荒漠』。但在今天的

移動互聯網時代，移動互聯網的特徵是超越空間的，它使甘肅重新獲得一個優
勢，可以把『荒漠效應』變成『奇觀效應』。」朱大可說，甘肅可以借助互聯
網發揮自身厚重的文化優勢，打造全覆蓋免費Wi-Fi網絡、以全媒體方式，把
靜態歷史變成活態財富。「打造『絲綢之路文化帶』，我們應向美國中西部旅
遊業學習，以石窟藝術為視覺標記、以始祖文化為精神信仰、以少數民族文化
為人類學亮色，建設以高地、草場和綠洲為奇異景觀的公路旅遊。」
我國地理學家胡煥庸於1935年提出了劃分我國人口密度的對比線（即
「胡煥庸線」），將我國分為東南和西北人口疏密懸殊的兩部分。「胡煥
庸線」以東屬於城鎮化高度密集的區域，而「胡煥庸線」以西的城鎮化則
相對滯後。

「「官商藝官商藝」」聯手拓展藝文空間聯手拓展藝文空間

為回應藝文界對藝術空間的需求，香港藝術發展局於四年前開始聯手不同策略夥伴共同

打造優質藝術空間，希望能為本港藝術從業者提供讓靈感奔馳、才華展露的適宜場所。日

前，首個旨在為本地視覺、媒體藝術家，特別是新進藝術家提供低於市值租金的「ADC藝

術空間」正式投入運營。27位藝術家在政府去年的甄選中脫穎而出，去年11月起進駐位

於香港仔黃竹坑道33至35號Genesis的12樓「ADC藝術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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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華初（左二）及其母一同向香港藝術發展
局主席王英偉（左一）、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
成（右二）及協成行發展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方文雄（右一）贈送自己的繪畫作品。

■著名文化學
者 朱 大 可 做
《移動互聯網
時代的文化生
態和傳播》的
報告。

香港文匯報
蘭州傳真

▲「ADC藝術空間」揭幕式主禮嘉賓及一眾
租用藝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