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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孝逵水墨藝術展」日前在北京
中國美術館拉開帷幕。黃孝逵是久居
香港的著名畫家，曾追隨黃胄先生習
畫，現為香港中國畫學會副主席。此
次展覽遴選了黃孝逵20餘件作品，涵
蓋其都市水墨與自然水墨等題材，體
現他近年在水墨創作中的心得與體
會，同時表現他「衝破中西、融合中
西」的藝術主張。
黃孝逵的作品以實景觀察與親身體

會作為創作基礎，由師造化出發進而
向着感應天地前進，達到師於心、盡
於情、達於意，最終在黑白虛實運轉
之間，於精微之中傳達他廣闊無垠的
心境與胸懷。於展覽現場，黃孝逵接

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說：「我在香港
生活40年，對這裡充滿情感。我也喜
歡畫香港，特別是喜歡描繪香港景致
中平靜的那一面。」他指這種創作傾
向也體現出自己對香港發展的美好期
許。
著名美術評論家、中國美術家協會

理論委員會副主任劉曦林認為，中國
水墨畫空前地發生着演化，這種演化
在香港尤其顯得自由。黃孝逵對此體
會尤深，所以他的畫總是以筆法為
骨，總是運墨而具五色，像太極圖般
任黑白虛實運轉，總是源自造化之生
意，又含蓄着詩詞一般的心曲，總有
着精微的刻畫，又通向廣大無垠的境

界的想像。然而他又獨
立於海灣的清水居，吞
吐四海吹來的風雲，理
性地精心設計他的點、
線、面，構成異樣的現
代秩序的網幕，以抽象
概括的大虛大實，呈現
出類如建築師的意匠空
間，透析着天地之心的
禪意。

文、攝：張寶峰
北京報道

考古視野下的「絲綢之路」國際論壇，日
前在古絲路起點西安開幕，來自英國、俄羅
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巴基斯
坦、塔吉克斯塔以及內地絲綢之路沿線省份
的考古學家近300人，圍繞「一帶一路」建
設、絲綢之路考古、文化遺產保護等主題展
開深入交流和研討，共同分享絲綢之路沿線
近年來的考古收穫，探索新時代國際考古合
作新模式。
絲綢之路是全人類共有的歷史文化遺產，
是多種文明、多樣文化、多個人類群體和平
交往、和諧共存、共同發展的歷史標誌和象
徵。作為世界上最偉大的貿易之路、對話之
路、和平之路和發展之路，絲綢之路在促進
東西方文化交流、東西方貿易等方面發揮了
重要作用，具有悠久的歷史和厚重的文化內
涵，在人類文明交流史上熠熠光輝。
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在開幕式致辭時，
首先回顧近代西域考古的歷史，以及對「絲綢
之路」概念共識的演變與「絲綢之路」主題研
究的歷史，簡要概述了「絲綢之路」天山廊道
的突出遺產價值。在主旨演講環節，宋新潮指
出絲綢之路天山廊道是連接中國與歐洲的整個
絲綢之路的一部分，它形成於公元前2世紀至
公元1世紀，公元6至14世紀為繁榮期，公元
16世紀前一直是當時重要的商貿通道。其中，
被提名的33處遺址，反映絲綢之路貿易不僅創
造了財富，也為人員與商品的順利通過建造了
基礎設施，促發因貿易而孕育形成的眾多民族

之間的交流，傳播了沿路的各種思想，並促使
歐亞大陸兩大文化、即定居農業和大草原遊牧
社會之間的深度融合，對人類產生諸多重要的
變革性影響。

共同探索合作交流新模式
宋新潮還對近年絲綢之路考古新發現，尤

其南亞絲綢之路考古的進展與海上絲綢之路
考古的新進展進行簡要介紹。他表示，絲綢
之路申遺充分體現考古學的時代意義，通過
大量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說明「絲綢之
路」源遠流長，連綿不斷。絲綢之路陸海相
連，互為補充，2000多年來，海上交通與陸
路交通始終相互補充，共同構成東西方文化
交流的「絲綢之路」。絲綢之路文化遺產正
是「一帶一路」這一古代文明與傳統的集中
體現，只有將這些珍貴遺產發掘好、闡述
好、保護好、傳承下去，才能使古絲綢之路
綻放出新的生機活力。
陝西省政協副主席王二虎亦表示，陝西是

絲綢之路的東方古老發源之地，長安是絲綢
之路的起點。開展絲綢之路考古研究，將全
面揭示人類社會交通、交往、交流、互動、
共同發展的歷史，促進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
地區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和理解，共同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保護和傳承人類共有和共
享的絲綢之路文化遺產，是「一帶一路」建
設的重要內容，跨區域國際合作是絲綢之路
考古研究的必由之路。希望參加此次論壇的

中外專家，暢所欲言，就「一帶一路」建
設、文化交流、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建言獻
策，在學術交流的基礎上探索合作交流新模
式，共同深化絲綢之路考古學研究。
據了解，本次論壇除了有十餘位外國考古

專家，還有來自英國駐華大使館文化教育
處、英國文物保護修復協會、國際古跡遺址
理事會西安國際保護中心的代表。同時亦有
來自河南、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四川
等省、自治區的文物主管部門及考古研究機
構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
科學院古脊椎與古人類研究所、國家博物
館、故宮博物院、北京大學、南京大學、陝
西師範大學、西北大學等高校代表。開幕式
結束後，展開了為期兩天的學術報告，眾專
家學者將就考古新發現、最新研究成果進行
報告並分享學術心得，共同為「一帶一路」
文化交流與合作提升交流環境，搭建友好合
作平台，並倡議成立「絲綢之路考古聯
盟」，發表「國際絲綢之路考古與文化遺產
保護西安共識」。
論壇期間，中外考古專家還會赴楊官寨遺
址、大明宮遺址等考古發掘現場進行考察。
同時，還會舉行陝西省博物館協會文物保護
與修復專業委員會成立大會、中英文物保護
與修復交流研討會、「新時代、新文博－陝
西文物事業新成果暨文創產品展」等，中英
文物機構亦將簽署合作備忘錄。

文、部分攝影：李陽波西安報道

中外專家聚西安
研討考古視野下「絲綢之路」

心繫中華文脈 落墨縱情香江
黃孝逵個展北京啟幕

今次論壇峰會由深圳出版發行集團指
導，深圳市徽文化研究會、廣東省高

科技產業商會、深圳市文化創意行業協會主
辦，共同搭建了從民間到市場的交流平台。

文化動態發展不同載體
安徽和深圳在文化發展上，呈現出兩種完
全不同的形式載體。安徽是中國傳統的文化
重鎮，也是奠基整個中國儒家文明和古代市
民生活的重要區域。從歷史角度而言，安徽
是一個歲月悠長、具有豐厚底蘊的地方，全
省有兩處世界文化遺產，10處國家名勝風景
區，五座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從黃梅戲、
鳳陽花鼓到徽班進京的典故；從桐城的文學
到儒家思想的傳播；從管仲、曹操家族、張
良、包拯、朱元璋到近代的李鴻章；從學術
界的胡適、陳獨秀到一大批知名思想家和學
者，安徽在中國傳統文化上所具有的文化地
位可見一斑。
至於深圳是中國當代改革的範本，是青年
人從事文化創業的新平台、新區域，充滿了
現代感和國際化。安徽和深圳兩地文化對話
的有趣之處，在於從歷史中找到現實前進的
路徑；從現實中發掘歷史的資源。
長期活躍於深圳、出生在安徽的知名文化
學者、作家、編劇胡野秋，在論壇前接受香
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深圳的文化發展
模式是傳統文化產業走向現代的一個樣本，
對於安徽而言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而現代

的文化不可能事事無根之水，特別是在當前
的社會民情氛圍下，人們愈來愈看重傳統文
化、國學、歷史等不同概念在現代社會中的
運用，因此新興城市也要發掘具有歷史感、
嚴肅感、深厚感的文化寶藏。安徽的文化史
在整個中國歷史人文的發展中，具有非常獨
特和關鍵的地位，是一個值得發揚光大的客
體。
就不同區域文化對話的現實意義而言，一

些受訪人認為，今天這個時代整個世界的文
化產業發展都是聯繫在一起。就深圳文博會
而言，不少創意來自於外國、概念來自於外
國的文化商品，其生產地是在中國；而反向
的情況也非常之多。產業鏈分段是一個客觀
事實，是文化業者必須要面對的挑戰。國際
市場如此，內地市場更是如此，因為文化產

業不是孤立的歷史資源、概念形成、商品生
產與銷售，而是牽涉到現代生活的各個方
面。因而，不同區域文化對話的重要意義，
便是以不同載體的成功經驗去實現文化產業
發展的資源整合。

從直面差異中力求突破
在今次論壇上，部分與會人士對兩地文化

產業發展中的問題進行深刻解讀，直面兩地
甚至是中國與外國的產業差異，以尋求未來
產業發展上的突破。
有人以近期美國對中國的電子企業實施制

裁為例，非常嚴肅地指出，在中國不少人將
產業理解成賺快錢，卻忽略了盈利的產業背
後所具有的文化意義。以芯片為例，若是以
急功近利的心態去發展，最終則無法取得核

心技術的突破，也不可能在國際市場上有一
席之地。這個道理應用在文化產業上也是一
樣。
具體而言，文化產業其實是燒錢的產業，

是需要業者付出巨大代價的。在文化產業背
後，需要的是金融、科技等不同產業的支
撐。而在發展時間上，三年形成的產業和五
年、十年、五十年形成的產業是完全不同
的。時間愈久，其文化底蘊和實力就愈強
大。例如美國的荷里活電影，其成功絕不是
在一朝一夕之間奠定，因此具體到安徽與深
圳之間的文化產業合作抑或相互借鑒，如何
為初創企業降低市場進入的門檻、如何為中
小企業降低稅收、如何為青年人降低創業風
險，將是未來文化創意產業不可迴避的問
題，也是巨大的挑戰之一。惟有解決了這些
問題，文化產業才能夠實現根本性的突
破。

兩地產業聚焦未來轉型
來自深圳大學的學者在論壇中表示，安

徽的文化優勢比較聚集在傳統方面，例如
徽菜、戲曲中的徽班等，但是當下的不足
也非常明顯。主要而言，相關不足集中體
現在文化產業的產值，在2016年才剛剛達
到全省總產值4%。而就深圳而言，雖然文
化歷史的傳統並不豐富，但卻實現了文化

創意產業方面的奇跡。
在2017年，深圳的文化產業產值已達到

全市總產值的11%；從事文化產業的企業已
達到五萬多家；根據統計，深圳從事文化產
業的員工人數已過百萬。同時，深圳呈現出
的是園區龍頭聚集效應，力求創造龍頭企
業。對外合作方面，深圳的國際文化產業交
易平台也日漸成熟，文化產業部分的投資主
體也日趨多元化，實現了以消費拉動產業的
轉變。
亦有嘉賓在論壇指出，對於安徽而言，文

化的發展應當注重文化特質本身。文化特質
包括力量、智慧、創新以及包容。深圳有一
句著名口號，叫做「來了就是深圳人」，足
以體現其包容特質。而環顧全球，法國走的
是文化加上旅遊，意大利是文化外加設計，
英國是文化加上創意產業，日本是文化加上
動漫，俄國是文化加上出版。對安徽而言，
要面向國際化、在立足文化的同時，找出一
條可和文化相結合的產業路徑至關重要，這
也是未來轉型的關鍵。總體而言，一個可以
思考的方式是，立足本省自身的經濟特點，
借助深圳提供的資金、交流與創新平台，實
現安徽文化創意產業的大發展、大繁榮。
此外，來自安徽的民營企業家也在論壇上

介紹了從事文化旅遊產業的成功經驗，得到
與會者的熱烈反響。

皖深文化論壇探究海外經驗皖深文化論壇探究海外經驗
將文創推進國際市場將文創推進國際市場
首屆皖深文創旅遊產業峰會日前在深圳福田區圖書館舉行，來自兩地的文化界、學

界和文創業界人士從兩地文化產業發展的實際出發，探討兩地文化未來合作、借鑒以

及邁向高品質新發展階段的諸多議題。當中提到安徽和深圳文化產業在市場上的差

異，及今後如何轉型發展。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黃孝逵在個展開黃孝逵在個展開
幕式上致辭幕式上致辭。。

■■「「黃孝逵水墨藝術展黃孝逵水墨藝術展」」吸引眾多觀眾參觀吸引眾多觀眾參觀。。

■■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發表主旨演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發表主旨演
講講。。

■■考古視野下的考古視野下的「「絲綢之路絲綢之路」」國際論壇開幕式現國際論壇開幕式現
場場。。

■■考古學者在西藏阿里發現絲綢之路重要文考古學者在西藏阿里發現絲綢之路重要文
物遺存物遺存。。

■■安徽黃山古城街道安徽黃山古城街道。。

■■全國知名的牌坊聚園區在安徽全國知名的牌坊聚園區在安徽，，顯現傳統顯現傳統
文化的深厚影響文化的深厚影響。。

■■安徽古村落具有豐厚的旅遊開發價值安徽古村落具有豐厚的旅遊開發價值。。

■■學者在論壇上介紹深圳文化產業現況學者在論壇上介紹深圳文化產業現況。。

■■嘉賓出席論壇嘉賓出席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