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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活動在香港《大公報》多功能會議廳舉行。據
了解，是次活動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廣東

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廣州日報》報業集團主辦，廣
東省文化學會承辦。整個論壇進行了大約半日時間，分
為領導致辭、以幻燈片形式介紹獲得推薦的香港文化名
片名錄、主講嘉賓發言、討論以及與現場聽眾互動等環
節。氣氛極為熱烈，也得到了廣泛的好評。

涵蓋廣泛的參考名單
記者在是次論壇中獲悉，專家們推薦的香港文化名片
參考名單，一共有十四個，涵蓋了香港歷史人文與日常
生活的諸多方面。這些名單包括紫荊花、作為一代武術
宗師的李小龍、香港獨特的飲食文化、長洲太平清醮、
位于九龍的黃大仙祠、香港的中西多元文化、有東方曼
哈頓之稱的香港中環、購物天堂、香港特色的茶餐廳文
化、香港的招牌文化、維多利亞港、太平山、寶蓮禪寺
及天壇大佛、沙田車公廟等。
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黨組書記、主席王曉在致辭
時表示，她感到非常榮幸，能夠在這樣一個社會科學界
與媒體的會議中，發揮一分力。她表示，文化名片可以
是物質的，也可以是非物質的；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
是無形的；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事物。她認為，香港是
一個經濟發達、環境好、有文化底蘊的地方，所以香港
的文化名片應該為香港人認知、認同。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總經理盛一平在致辭中表
示，香港一百多年來是連結東西方文化的重要紐帶，一
萬個人眼中有一萬個不重樣的香港；香港的現代文化內
涵，遠遠超過地緣文化範疇，肩負了全球化進程中東西

方兩大文明和平匯合的使命，對一個城市而言，這是絕
無僅有的。
談到是次活動中的文化名片參考名單，盛一平說，維
多利亞港、太平山頂、茶餐廳等元素，因為其獨特的歷
史和文化屬性，得到了絕大多數香港人的認可，逐漸演
變為香港的文化名片。他更認為，透過這一張張的文化
名片，大家窺見的乃是香港的歷史變遷和人文魅力。

景觀風貌充滿人文內涵
廣東省文化學會會長李明華在論壇中談到，香港的文

化乃是兩個部分組成，一個部分是嶺南文化；另一個部
分則是西方文化。由此，呈現了香港中西交融的文化樣
貌。他表示，香港的文化名片，一定要展現出香港的獨
特性。在他看來，「東方之珠」的都市景觀，能夠概括
東西文化。此外，李明華補充了他所認為的香港文化名
片。他說，影視文化是香港文化內容中一個非常重要的
環節，香港有大量的影星，因而可以將影視文化視為香
港的城市文化名片；除了影視文化之外，包括流行歌曲
在內的香港演藝文化也可以被視為是本地的城市文化名
片。此外，在另一個層面上，李明華認為金庸代表的新
武俠文學也可以看作是香港的文化名片。
亦有在場嘉賓認為，文化名片的範圍可以更加廣泛。

就範圍而言，可以將一些動態或是靜態的實在物也納入
到香港的文化名片名單中。例如，有的嘉賓提到了香港
的青馬大橋。因為這是全世界最長的公路、鐵路二合一
的斜拉橋。也有嘉賓提到了香港非常獨特的宗教文化，
認為全世界形態不同的幾大宗教都在香港和平共處，從
林立在城市中的廟宇、教堂或是不同宗教的墳場，便可

以看出這一文化在香港的獨特性。

回溯歷史着眼生活
嶺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劉智鵬從歷史的角度講述了香

港文化的意義和內涵。他表示，香港是海上絲綢之路的
重要地點之一。他說，在唐代，屯門就是世界聞名的碼
頭，不少船隻都因季候風而在那裡停靠。而香港的文化
在他看來，也是由歷史和地理兩方面造就的。例如，香
港的茶餐廳文化就非常獨特，而且一路擴大到了中國內
地。在今天的內地大城市，幾乎都能夠找到港式的茶餐
廳。而茶餐廳文化的興起，與香港的戰後社會發展具有
非常大的關聯。他說，茶餐廳的吃飯節奏非常快，這與
香港社會戰後的快速發展、快節奏的生活方式是有密切
關聯的。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總經理盛一平在論壇環節中

倡導要將香港的文化名片擦得更亮。他認為，「文化」

一詞的近現代意義，與日本語有很大的關聯；此外，香
港的新派武俠文學注重的是扎實的練功、人的「有情有
義」，這是與舊派武俠文學的重大區別；而饒宗頤這樣
的國學大師，也可看作是本港的文化名片。
有與會者認為，香港的三大傳統交通工具，也可以被
看作是本地的文化名片。這三大傳統交通工具分別是港
島區的電車、太平山頂的纜車以及天星小輪。在與會者
們看來，這三大交通工具，都有超過百年的歷史，見證
了香港歷史發展的滄桑和變遷，且又與香港人的日常生
活息息相關，具有濃濃的文化味。
論壇在熱烈的氛圍中結束。有參與論壇的人士在接受

記者訪問時表示，希望能夠將論壇中凝聚的共識匯聚成
為具體的意見和建議，讓香港特區政府明悉和了解文化
名片遴選的重要性，發動更多人參與到這樣的活動中
來。

地標文化
城市的名片
作為一個融匯東西的國際大都市作為一個融匯東西的國際大都市，，哪些地標和特色可以成為香港的文化名片哪些地標和特色可以成為香港的文化名片，，的確是一個的確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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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範的象徵和樣貌典範的象徵和樣貌。。 文文、、攝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徐全

據媒體報道，不久前，「叉燒」、
「飲茶」、「大排檔」等粵語中經常使
用的詞彙，進入了牛津字典，可以說，
這是日常生活中所具備的文化內涵得以
獲得認可的一種初步體現。事實上，由
於香港特殊的地理、歷史以及在世界貿
易中所具有的作用，本港的名片資源其
實非常豐富，既能夠體現到市民生活的
點點滴滴，同時也是歷史的見證與文化
的符號。
就歷史層面而言，香港的歷史與近代
中國可謂息息相關。從新界的邊境禁區
一直到中上環的歷史街道，充滿了孫中
山及其同志為推翻滿清而付出努力的歷
史遺蹟。反清革命中，十一次武裝起
義，有十次是在香港策劃。而革命的活動也深深影響
了東南亞的華僑華人。孫中山本人早年更是在香港求
學。所以，香港在華人世界中具有非常獨特而驕傲的
歷史地位。這些，同樣可以成為香港的城市名片。
而新界原居民或是客家人、福建人、圍頭人等不同
族群所具有的語言、婚慶風俗、節日禮節，都是值得

珍視的傳統文化與資源。香港擁有的，不僅僅是中環
的高樓大廈，同時也有市民社會的細微點滴。城市的
名片，不僅在寬闊的街道上，更在不同的社區之中，
例如港島區的北角，便有「小福建」之稱。因此，多
元文化、華洋雜處的城市特徵，讓本港擁有眾多珍貴
的名片資源。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香港是否需要城市名片？相信，這個答案是不言
而喻的。幾乎每一個香港人都覺得香港需要城市的名
片，讓香港找到一個具備城市歷史與特質、現實與人
文的突出代表。所以，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香港的城
市名片，其實就是香港的文化象徵，是香港歷史的總
結和概括。
香港的城市名片，既然充滿了文化的味道，那

麼，這樣的城市名片，就是需要歷史積澱的，而不能

夠是矯揉造作的，應當在香港的歷史脈絡中去總結、
發掘、探尋這樣的城市名片。香港擁有世界上一流的
高等教育團隊，他們對香港歷史與人文的研究成果也
非常之多。這些學術上的成果若能夠轉化成為城市名
片尋覓過程中的動力和資源，則會是非常大的幫助和
推動。
有人認為，香港是一個文化沙漠。不同的人從不

同的角度出發，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但城市名片的形
式乃是多樣化的，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也可
以是有形或者無形的一切。從這個角度來說，如
何珍惜和善待香港已有的各種老舊街區、店舖、
民俗傳承，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程。城市的發
展固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也是社會進步的
應有之義。當然，在發展的同時，如何在傳統與
現實之間尋求到一種平衡，如何讓城市有價值的
舊有風貌保留下來，也是值得官方深度思考的。
另一方面，香港仍舊存在不少民間工藝，如何透
過具備長遠而行之有效的文化政策，讓這些工藝
得到傳承與發展，亦是值得思索的課題。

文、攝：徐全

名片資源 本港眾多
採訪手記：

城市名片是文化象徵

■作為傳統手工藝的麵粉公仔

■■新界的舞麒麟新界的舞麒麟

■■電車電車

■■活動現場參與人數眾多活動現場參與人數眾多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
團副總經理盛一平致辭團副總經理盛一平致辭

■■播放城市名片候選片播放城市名片候選片

■■嘉賓論壇嘉賓論壇

■■車公廟車公廟

■■天星小輪天星小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