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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電 詩歌，自古以來就
是人類追尋的可以自由安放靈魂
的棲息地。近年來，中國詩歌逐
漸回歸大眾，關注當下生活，並
大步走向世界，「復興」的熱潮
中，也應有幾多冷思考。一段時
間以來，國內外的詩人、譯者圍
繞中國詩歌在海外的翻譯、出
版、傳播狀況進行思維的碰撞，
共同推動中國詩歌走向世界。
今年4月，人民文學出版社、
日本思潮社在北京簽訂協議，合
作出版《中日詩歌叢書》，深度
展示雙方現代詩歌發展成果，第
一期由中日雙方各推選本國10名
詩人的詩集翻譯出版。7月，中日韓三國詩人、中
國知名朗誦家等以研討會、論壇、朗誦會等形式
開啟了詩歌交流。詩人屈金星朗誦的《我和屈原
同一個DNA》等受到歡迎，傳播者們賦予詩歌更
多元的藝術表現方式——可吟、可歌、可舞、可
演。「中日韓三國一衣帶水，詩歌、文化交流源
遠流長。」中國詩人代表團團長、中國現代文學
館研究員、詩人北塔說。韓國濟州鳥葉文學會會
長高動植致、日本詩人森井香衣、本村俊弘等表
示，希望通過此次詩歌交流，進一步加強亞洲文
化溝通、互動。中國詩歌學會副會長、詩人曾凡
華說：「詩歌是世界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甚至
全人類心靈的吟唱，反映了永恒的情感。開啟國
際詩歌交流是一次很好的詩歌外交，充分展示了
各國詩歌文化與詩人風采。」詩歌，一向有着關
照現實生活的傳統。從《詩經》、杜甫，到近現
代的郭小川、艾青，都以對生活的觀察和體驗，
描繪着生活的本質。
當下中國，有人感嘆詩歌是「無用之物」。然
而，在國際絲路詩社理事長張明看來，當下是詩
歌創作的黃金時代，新的生活形態和文學傳播手
段給詩歌插上了騰飛的翅膀。今年2月，浙江浦江
縣建光村3個孩子失聯，在經過7,700餘人次的3
天搜尋後，孩子成功獲救。其間，詩人及各行各
業的詩歌愛好者在各媒體發表詩歌，最終誕生了
一部詩集《用我的詩愛你》，用詩歌記錄了這次
愛心救援。對此，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吳志攀表
示，召喚和凸顯社會中的善良、美好，思考人性

的純真和意義，應該是新時期詩歌美學的關注
點。從個人的哀怨、世俗的物慾中突破，發現新
的詩性之美，是今天我們的詩人和詩歌要積極提
倡的。張明認為，我們要用詩歌的力量關注當
下，讓詩歌回歸社會才有意義。
近年來，在新媒體技術的支持下，詩歌的讀者
更容易找到群體。豆瓣上，詩歌討論小組沒有削
減過對詩歌的想像力，微信上，「為你讀詩」、
「詩歌精選」、「讀首詩再睡覺」等公共賬號正
在吸引人們對詩歌的日常關注。目前，一個詩歌
熱潮悄然來臨。去年，全國各種詩歌活動超過一
千場，今年各種詩歌活動更是噴發式增長。活躍
在國際文壇上的詩人楊煉說：「現在中國詩歌比
外國熱得多，各種各樣的詩歌活動異彩紛呈。」
詩歌熱的背後也有許多隱憂，因為無論如何回
歸大眾，詩歌終究仍是小眾的。無論國際詩歌交
流、詩劇、詩電影等詩歌藝術形式的創新活動，
目前發展都存在資金不足、扶持不夠等問題。中
國詩歌春晚總策劃屈金星介紹，許多詩歌活動經
費靠詩人自籌或自掏腰包。此外，當下詩壇缺乏
激蕩人心靈的作品，缺乏時代的「歌者」。穿着
背心短褲上台讀詩，詩會夾雜「煙火氣」、「銅
臭氣」……缺乏對詩歌的嚴肅態度讓文化學者劉
銅瑞等十分憂心。「中國是歷史悠久的詩歌大
國，中華民族是詩意的民族。」屈金星說，當下
中國，人們浮躁的心靈需要詩歌慰藉，詩歌數十
年後復熱在情理之中，也是以詩歌為代表的雅文
化的回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兵四川阿壩報道）8月8日，
川青藏三地群眾成群結隊來到四川省阿壩州壤塘縣，載
歌載舞共慶壤巴拉節。開幕式上，當地獨具特色的財神
迎請儀式，令人耳目一新，受到不少專家學者和遊客的
喜愛。據悉，「藏巴拉」為藏族供奉的財神爺，在四川
壤塘境內正好有一座「藏巴拉」神山，「壤塘」縣名由
此而來，意為「財神壩子」。八和十八，被藏族看作跟
發財有關的數字，於是，當地人便將每年8月8日確定為
壤巴拉節。
壤塘位於青藏高原東部，大渡河上游，地處川青藏三
地結合部。境內棒托寺塔群與西藏降扎寺和甘孜州色達
寺齊名，確爾基寺、澤布基寺和藏哇寺為世界唯一覺囊
文化中心，「梵音古樂」成為我國藏傳佛教現存最古老
的樂種之一，日斯滿巴碉房被譽為藏族民居之王，福氣
九奶袋更是受到廣大群眾喜愛。為深入挖掘本土文化內
涵，展示文化多樣性，8月8日至9日，壤塘縣舉行以
「文化．和諧．奔康」為主題的「壤巴拉節」暨文化發
展大會活動。此次大會包含文化發展大會、壤巴拉文化
發展論壇，以及藏戲匯演、財神迎請儀式等豐富多彩的
文化活動。
藏戲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劇種系統，青海的黃南藏戲、
甘肅的甘南藏戲、四川的色達藏戲等各具特色。壤塘縣
藏戲團成立後共創作劇本11個，其中包括《文成公
主》、《赤松德贊》等，在第四屆成都國際非遺節、
「西博會」上成功演出，震撼了無數觀眾。由確爾基

寺、澤布基寺和藏哇寺組成的覺囊文化中心，規模宏
大，歷史悠久，「中國第一、世界唯一」。因建築獨特
的寺院、恢弘的佛塔、經久傳世的文物、財神的傳說享
譽四海，2007年列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棒托寺與藏
區著名的三大塔林西藏降扎寺和甘孜州色達寺齊名，石
刻藏經集中在塔林中央，有藏學專家稱之為藏傳佛教中
塔的「博物館」，2001年被國務院列為第五批全國重點
文物保護單位。藏茶、藏香源遠流長數百年，其製作工
藝早已成為壤塘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值得一提的
是，壤塘製作的福氣九奶袋，經高僧大德加持法力後，
更是平安、招財、智慧的象徵。
「孩子們在這裡學習，不僅不繳生活費，每個月還有

300元的補貼。」8月8日，記者一行來到壤塘縣唐卡傳
習所，一個四合院的兩層小樓住滿了學員，他們正在聚
精會神繪着唐卡。負責人隆日介紹，傳習所共有500多
名學員，不僅讓他們有了一技之長，更重要的是讓唐卡
這門傳統文化得到傳承。短短半天時間裡，記者一行先
後深入藏茶、藏香、藏藥、藏戲等傳習所採訪，見到了
極具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在民間傳揚。壤塘縣有關負責
人介紹，該縣已建起11個傳習所。「這種方式實現了優
秀傳統文化逐步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化相協
調，形成了一套比較完善的民間文化保護工作人才培訓
體系。」上述負責人說，壤塘已找到一條深度挖掘、保
護和弘揚優秀民間文化的基本路徑，徹底改變了非遺文
化「小眾文化發展、傳承單一易流失」的不利局面。

川青藏三地
共慶「壤巴拉」

詩歌復興照亮人性美
描繪百姓生活變「貼地」

開啟藝術行政大門開啟藝術行政大門
業界拓思維創新機業界拓思維創新機

■■胡沐雲胡沐雲（（右右））與黃鈺雯分別介紹與黃鈺雯分別介紹M+M+的豐富活的豐富活
動動。。 張岳悅張岳悅攝攝

■■眾藝術行政工作管理人員到場分享經驗眾藝術行政工作管理人員到場分享經驗。。
張岳悅張岳悅攝攝

■■藏民手工製作藏香藏民手工製作藏香。。李兵李兵攝攝■■「「壤巴拉節壤巴拉節」」開幕式開幕式。。李兵李兵攝攝

■■詩歌詩歌《《我和屈原同一個我和屈原同一個DNADNA》》十米書法長卷十米書法長卷。。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藝術行政人員究竟具體要做些什麼？來自
M+的副策展人（教學及詮釋）胡沐雲與

助理策展人（設計及建築）黃鈺雯以「剖析博
物館」為題與眾分享。據黃鈺雯所述，雖然
M+博物館大樓2018年才落成，但相關團隊早
在2012年便已組建，由零開始建立館藏、豐富
內容以及建立與觀眾的聯繫，「團隊會負責保
養修復作品，處理作品物流安排、佈置、借出
事務等，也需要同藝術家、設計師談合約內
容，所以成員的背景非常多元化，不一定是要
讀藝術出身。我們現在正策劃M+的首個設計
藏品展覽，為此我去了很多家夜冷舖、二手書
店，也去工廠倉庫『尋寶』。」
胡沐雲則分享兩年間自己在M+參與策劃的
種種活動，她說：「在『M+敢探號』活動
中，我們選中一架貨櫃車，親自帶它入廠裝
飾，又請來不同的藝術家設計框架，我們則會
全力配合藝術家的創意去採購和安排，最終使其成為
一個流動舞台走入學校、邀請學生走入貨車互動，建
立與學生之間的關係。」

藝文生態正轉變
香港教育學院EMA課程聯席總監鄭新文教授在題為

「藝術行政人員的機遇」的分享中提到，香港藝術生
態最大的特點是「政府高度直接參與」及「藝術表達
自由」，政府以提供優質和均衡文化服務為目標，參
與包括管理場地、主辦節目、拓展觀眾等事務，「香
港大部分文化藝術活動和院團均獲得政府資助，與內
地和歐美相比，節目票價始終保持在低水平。但是，
除政府外，各界對文化藝術活動的捐助和贊助不多，
中介機構如經紀公司、票務公司不發達，能夠盈利的
商業活動也不普遍。」他說。
鄭新文表示：「未來，香港的藝文及創意產業的場
地會愈來愈多，包括中央警署、西九、東九等將陸續
落成，這些新場地將帶來與舊不同的場地管理模式，

例如部分場地應會設藝術總監職位，使節目內容本身
超越行政考慮而更具主導性。同時，也會有更多戶外
活動及靈活形式活動出現，如自由野、草民音樂節
等，使欣賞藝術不只局限於劇場內。」
他又謂：「可以看到未來好的趨勢是商業贊助及捐

助更受到重視，而政府則成立配對基金鼓勵私人參
與，也會有更多空間給中介機構發展，例如節目製作
人、經紀公司、主辦單位、藝術公關機構等。在這樣
的氛圍下，會有更多公眾社會人士關注及參與手作市
集、街頭表演等這樣的文化藝術活動。另一方面，香
港與內地及鄰近地區的文化交流、合作將更為緊密，
相信未來也會有更多的文化旅遊項目。」

機遇與挑戰並存
相對的是，藝文生態環境愈好，藝術相關平台和發

展空間愈大，無論是在市場、資金還是人才方面，本
地藝文界所要面對的整體競爭也將會愈大，競爭對手
也會有更多「過江龍」出現。在這樣的環境下，藝術
行政人員應該做些什麼？鄭新文回答道：「這需要從

業人員發揮創業精神、積極創新，開發新活動、新觀
眾和新運營模式，提升融資能力，主動拓展網絡、尋
找合作夥伴，開展跨界別、跨領域合作，尋找更多贊
助、資助和捐助的不同收入來源。同時，還需提高市
場營銷和觀眾拓展能力，以增加機構的票房和服務收
入，不斷把有限資源的效果最大化，把單一活動加入
更多深化、教育、外展、展示等不同層面，以帶來更
多和更大的影響。當藝術管理人員的流動性更大，跨
國就業變得普遍，他們也將更具前瞻眼光和國際視
野，懂得審時度勢、把握機會，可以把國際競爭者化
為合作夥伴。」
「在整體行業和政策的配合方面，我們也需要更多

的文化中介機構、提供藝術服務的機構以及從事藝術
倡議的機構，業界不能只單打獨鬥，需要集合集體的
聲音，促進大小藝術團體合作，團結向外界推廣。在
政府的角度，需要更具體的文化政策，清晰的發展方
向和藍圖，讓大小團體都能因應政策而找到自己的未
來方向。只有這樣，整個文化生態才會更好。」他
說。

搞藝術真的搞藝術真的「「難搵食難搵食」，」，只賺得只賺得「「滿足感滿足感」？」？有人說有人說「「藝術行政工作個名好聽藝術行政工作個名好聽，，工作內容似工作內容似

打雜打雜」，」，究竟具體要做哪些工作究竟具體要做哪些工作？？在轉變中的藝文生態環境下在轉變中的藝文生態環境下，，藝術行政工作人員將面對哪些藝術行政工作人員將面對哪些

機遇和挑戰機遇和挑戰？？為吸納有志投身藝術者入行為吸納有志投身藝術者入行，，也為答疑解惑也為答疑解惑，，香港藝術行政人員協會在舉辦招聘香港藝術行政人員協會在舉辦招聘

會時同場亦有多位經驗豐富的藝術行政工作管理人員會時同場亦有多位經驗豐富的藝術行政工作管理人員，，分享他們的藝術行政之路分享他們的藝術行政之路，，以及行業的以及行業的

前景和機遇前景和機遇。。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岳悅張岳悅

■■鄭新文在題為鄭新文在題為「「藝術行政人員的機遇藝術行政人員的機遇」」中分中分
享享。。 張岳悅張岳悅攝攝

■■M+M+博物館大樓設博物館大樓設
計圖計圖。。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M+M+敢探號敢探號」」邀學生走入貨車互動邀學生走入貨車互動。。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