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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人「威脅」人類，最早的印象是來
自已故大導演史丹利寇比利克的電影
《2001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
sey）。這部1968年製作的預言式科幻片
中，控制太空船的超智慧電腦哈爾HAL
造反，太空人還擊，人機大戰一場。此片
獲高度評價，是「有史以來最偉大、最具
影響力的一部電影」。
「機械人威脅論」，發展到今天，引號
可以不要了？最新的事例，據BBC新聞
片：美國加州一家漢堡包餐廳標榜機械人
煎漢堡，在照相機與感應器協助下，機械
人煎出「完美」肉餅，品質劃一穩定。試
驗半年顧客反應良好，門庭若市，決定開
設50家分店。機械人不支人工不鬧情緒，
廚房工人全部下崗，當然不是味道。
另一個例子，著名意大利盲人男高音歌
唱家安德烈波切利登台唱拿玻里情歌，指
揮樂隊伴奏的是個機械人。機械人不是活
人，只會按章工作，依樣畫葫蘆，對古典
音樂的音色與節拍無從即時反應。純粹是
音樂會玩噱頭，指揮家暫無失業之虞。

有關機械人搶飯碗的報道最近特別多，
這些文章人類寫給人類看，顯出情況愈來
愈嚴重。這包括日本一家酒店由前台登
記、門房服務到送行李到房間，機械人一
手包辦。
英國亞馬遜去年底宣佈無人駕駛飛機送

貨試驗成功，劍橋一個客戶網上落單，30
分鐘後貨物便從天而降。亞馬遜決定擴大
試驗，範圍限制於發貨倉庫附近，收貨人
要有大花園讓無人機降落，貨物重量不超
過2.6公斤。引起快遞員工種不保，以及
私隱與治安問題的種種擔憂。
聯合國最近發出警告，說機械人會令世

界變得「不穩定」，為此在荷蘭海牙成立
總部，監察人工智能（AI）的發展情況。
這個人工智能與機械人科技中心工作目
標，是預測未知之威脅，包括爆發大量失
業之危機，以及具自主意識的機械人科技
落在犯罪組織及流氓國家的後果。
有研究估計人工智能的突破性發展，單

單一個英國，三分一職位將會消失；某些
行業甚至高達一半。國際大律師公會的研

究報告，推斷政府將來不得不立法定下配
額，保障人類職位不會被機械人取代。
英國傳媒報道說，多個國家包括美國、

中國、俄羅斯和以色列，正在研發武器自
主科技，能夠自行決定行動方向，不必依
賴人類遙控。著有《時間簡史》的英國著
名物理學家霍金去年提出警告，指出人工
智能威力巨大，是人類最好的發明，也可
能是最壞的發明。活在今天，人類社會已
經不能沒有人工智能。有人每隔五分鐘就
要檢查一下智能手機，作繭自縛，無以為
甚。
回到科幻電影，2014年，由中、英、美
三方合作拍攝的《超越潛能》（Transcen-
dence），摩根費曼（Morgan Freeman）
飾演的科學家試探一座超級智能電腦，問
它「到底有沒有自我意識」，不料電腦反
問一句：「那人類有沒有自我意識呢？」

進念·二十面體藝術總監
榮念曾多年來致力跨

文化交流的策動，曾參與包
括亞洲藝術網絡、亞太表現
藝術網絡、「四城會議」及
世界文化論壇聯盟等重要文
化網絡的建立。對於「香港
帶路」，他認為會議的最終
目標是形成文化智庫、國際
文化交流的智庫。「怎麼才
可以做到呢？需要審視什麼叫做交流，什麼
叫文化交流，什麼是文化交流的重心，以及
背後如何策劃。」

香港的領路人角色
這次交流計劃的定位為「一帶一路」跨城
市文化實驗，其題眼卻是「香港帶路」，足
見主辦者對於香港在國際文化交流上主動地
位的肯定。「我們（進念）一向做的東西都
是帶着香港動，而香港則帶着內地動。很多
國際網絡，香港的投入在內地之前很多
年。」榮念曾說。他回憶2002年時組織世
界文化論壇，笑言從理念上那15年前的嘗
試盡可以被看做是「一帶一路」的前奏。
「可能有時想得太超前，資源未足夠支持，
但是超前的理念仍然很重要。」在他看來，
多年來的持續積累與不斷發力，香港建立了
許多原初性的、世界性的文化網絡，這一點
可以為內地提供借鑒；相較而言，內地現在
熱衷投入巨資來打造大型活動，但容易流於
表面，「沒有具體的累積，雖然錢用得很
多。我們很省的，非常在意怎麼去用資

源。」他笑着說。
近年來，交流、網絡、論

壇，是香港文化藝術圈中的熱
詞。西九的「製作人網絡會議
及論壇」、藝發局的國際文化
領袖圓桌交流會、香港藝術行
政人員協會組織的「文化領袖
論壇」……各個層面的國際交
流熱鬧紛呈，但與會來賓在短
短幾日中的簡短主題發表後，

真正為業界留下了什麼，大概才是個中重
點。
「我們始終沒有一個文化發展藍圖。」榮

念曾說。對未來缺乏視野與規劃，往前推，
是對當下的分析闕如，再往前，是對過往總
結與反思的缺席。如果缺乏這部分的深入討
論與專業研究，只是簡單粗暴地帶着口號往
前衝，最終只是一個活動接着一個活動，一
個節目接着一個節目，熱鬧過後，煙消雲
散，什麼都沒留下。

缺乏長遠規劃和宏觀視野
香港本地對於文化發展及文化政策專業研

究的缺乏，以及社會對「急」與「快」的追
求，對文化產品消費式的量化評估，一直都
是問題的癥結。「香港先天有些地方是不足
的。政府的觀念仍然是投資文化藝術是買服
務和節目，而不是投資去買機構發展和文化
基建。它只是慣性地去做，比如說到資助的
管理，通常是講觀眾數量，而不是質量的發
展。」榮念曾回憶自己參與西九和藝發局討
論時，曾多次提出在資助中撥出部分鼓勵藝

術組織做長遠和宏觀規劃，但多年來幾乎
沒有進展。「長遠規劃就是，比如你作為
一個劇團，會想未來五年到十年想要達到
什麼？宏觀就是除了關心自己劇團外，對
於整體文化你覺得應該怎麼發展。沒有這
樣的東西，你永遠只是一個工廠仔，藝團
像一個小工廠不停地生產，因為你都不明
白大環境。但所有人，對環境都是有共同
的責任的。」他認為現在的西九、藝發
局、康文署仍然難逃節目主導的困境。「很
難怪康文署，它有很多官僚的體制，很難去
突破做出大膽的改變。但我覺得小一些的組
織，比如藝發局應該可以做到。比如每批一
筆錢都規定20%要用來做發展，討論你的創
作和大環境的關係，間接鼓勵藝術家和藝術
組織有個發展；而不是只是管你的錢用得對
不對，用量化的評估標準把事情框住。」
榮念曾認為，要推動整個大環境，政府、

民間、藝術組織各個都責無旁貸。「如果藝
術組織沒有視野，就只是做自己的事情；如
果民間對藝術組織的期待只是有些產品供我
消費，那民間也沒有什麼力量；政府更加
了，它資源比較多，如果沒有長遠的視野，
資源錯配，很可惜。」思考這些問題，知識
基礎（knowledge base）很重要，也許這也
是為何榮念曾一直強調建造文化智庫的重要
性。如果沒有具批判性的研究基礎，大家只
能見步行步，見招拆招，不會有長遠的積累
和成長。

討論文化組織的角色與前景
這次的「香港_帶_路 城市文化交流會議

2017」包括幾部分主要內容。節目上有《一
桌二椅》，12位來自世界不同城市的藝術家
會以中國戲曲的傳統舞台配置「一桌二椅」
來進行創作交流，呈現4場演出。研討會
上，將近70位來自世界各地「一帶一路」
沿線城市的藝術文化工作者、決策者和學者
將聚集文化中心，集中討論四類機構——國
際藝術活動及藝術節機構、政府及立法機
構、大學及研究組織和基金會、公共媒體及
藝術獎項機構——在文化發展和文化政策中
的角色，並透過跨文化的互動與探索，尋求
未來長遠發展智庫型網絡的可能。至於啟動
於1997年，今年踏入第20年的「四城會
議」，則將繼續梳理香港、台北、上海及深
圳間的文化交流數據、政策及策略。
「我常常覺得『一帶一

路』也好，世界文化論壇
也好，都是希望對文化發
展能有一個具知識基礎的
計劃。但是文化發展在不
同地方的語境很不同。香
港是一個比較國際性世界
性的城市，它討論文化的
發展可以有一個世界文化

的角度，內地則還處在澄清自己在做什麼的
階段，而它的持份者的複雜性又大過香港很
多倍。」榮念曾說，「我想要推動的，一個
是比較研究，幾個城市同時討論文化現象以
及它和文化政策之間的關係，文化發展未來
的挑戰，文化交流的組織現在面對的問題和
挑戰。另外一個就是政策如何影響機構，怎
麼再影響整個文化的發展。」對一些大家已
經形成固定理解的概念也要正本清源，細化
討論，「比如文化產業，我們很快就聯想到
經濟效應，馬上就偏離了核心；又或者國際
文化交流，由政府的層面馬上想到的就是政
治宣傳，國家軟實力等等。要怎麼可以重新
回到這些概念本身？需要文化組織自己很清
楚，和教育有關係的組織也要很清楚。」

榮念曾榮念曾
「「香港帶路香港帶路」」
打造國際文化交流網絡打造國際文化交流網絡
「一帶一路」的區域發展網將為文化交流帶來什麼機遇與挑戰？香港在此語境中又能擔任怎樣的角色？進

念·二十面體主辦「香港_帶_路 城市文化交流會議2017」，集合12位來自「一帶一路」沿線城市的藝術大師

進行創作切磋，也邀來數十位沿線城市的藝術家與研究者，在香港就文化議題展開討論。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進念·二十面體提供

《一桌二椅》
12月2日、7日、8日 晚上8時

《香港_帶_路 城市文化交流會議2017》
12月9日、10日 上午9時至下午5時

《香港｜台北｜上海｜深圳城市文化交流會議二十周年》
12月7日、8日 上午9時至下午5時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劇場

余綺平

機械人威脅論愈說愈真機械人威脅論愈說愈真
■電影《超越潛能》談及電腦與人工
智能問題。 劇照

■■榮念曾榮念曾

■Jitti Chompee 和藝術
家綵排。■中馬芳子帶領藝術家進行綵排。

白紗簾、藍沙發、老式卡
帶錄音機後的牆面一幅寥寥
數筆勾勒的蝦蟹圖，而最為
顯眼的要數一方大畫桌……
「紀念李可染誕辰 110周
年——墨天神境．李可染最
後十年作品展」，前天在中
國國家博物館開展。展覽展
出了李可染1979年至1989
年間創作的162幅繪畫及書法作品。另外，
此次展覽還特別按原比例復原了李可染畫室
「師牛堂」，與百餘幅書畫作品共同亮相國
博。
此次展覽分為繪畫作品和書法作品兩個

部分。第一部分展出68幅繪畫作品，其中
包括李可染先生晚年集其大成的山水畫創
作，富有童趣的牧童與牛題材，以及少量人
物畫。第二部分展出書法作品94幅，李可
染之子李小可表示：「這是迄今為止父親書
法的最大規模集中展示。」當日舉行的展覽
開幕式上，李小可還將父親晚年重要的書法
作品《書文天祥〈戲馬台詩〉》捐贈給國博
收藏。
此外，展覽還特別將李可染晚年在三里

河寓所的畫室「師牛堂」按原比例復原並展
出。李小可表示，此番展出的繪畫、書法作
品均出自這間畫室，「觀眾可以通過參觀師
牛堂，對一代藝術大師的藝術人生有更生
動、深入的了解。」

二十世紀國藝巨匠
李可染是二十世紀中國藝術的巨匠，是

文化和民族責任自覺擔當者，其藝術人生軌
跡始終緊緊圍繞着文化與民族的復興，即使
遭遇戰爭、病痛和災難亦從未偏離。2011
年5月，國博新館開館之時曾舉辦「李可染
藝術大展」，全面回顧和展示了他的藝術道
路和各個時期的藝術精品。
展覽將展出至明年1月3日。

文、攝：趙一存 北京報道

李可染晚年畫作
國家博物館開展

■李可染書
法作品《東
方既白》。

■■李可染畫室李可染畫室「「師牛堂師牛堂」」按按
原比例復原並展出原比例復原並展出。。

■■參與參與《《一桌二椅一桌二椅》》表演的表演的1212位藝術家位藝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