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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1978卓越大獎」獲獎名單上，老一輩文化工作者成
為致敬的對象，當中的郭蘭英、李谷一、李雪健、陸天

明、單霽翔等，銳意進取的40年，正是因為他們奠定的基礎，
讓中國文化成為民族驕傲，國之驕傲。同時名單亦有當代的演
藝巨星包括成龍、劉德華、鞏俐、葛優、吳京，還有改革風潮
的「弄潮兒」，以及新時代以馬雲、馬化騰、雷軍和華為CFO
孟曉舟為首的文化科技產業領軍人物。

40年文化工作 映照一片丹心
「1978卓越大獎」百位中國文化產業領軍人物入圍名單
中，其中年齡最大的當屬著名歌唱家郭蘭英，作為89歲高齡
的老藝術家，她是中國民族新歌劇的傑出代表人物，亦是新
中國成立的親歷者，更是改革開放的見證者，幾乎中國革命
和建設時期的任何一個時代，都有她的代表作品。與此同
時，李谷一、李雪健等實力派文藝工作者也入圍榜單，這是
一種文化的傳承，更是文化事業繁榮昌盛的真實寫照。
入圍大會名單中，有很多已經仙逝的文化工作者，他們的

名字早已家喻戶曉，分別有：著名作家金庸、二月河、路遙；
著名導演謝晉；著名書畫大師饒宗頤、著名畫家吳冠中；著名
作曲家施光南，以及香港TVB創始人邵逸夫。他們引領了一
個時代的文化風潮，留下了眾多經典之作，他們將自己的畢
生奉獻給了中國文化事業，也激勵中國人昂首邁入新時代。

文化產業昌盛 帶來國人自信
從名單中，很多從事公共文化服務、影視創作、傳媒產業的
領軍人物，他們從幕後走向幕前，亦是對其工作的肯定。其
中，在公共文化服務行業中，有國家大劇院院長王寧，作為一
國文化之「門面」，國家大劇院承載了太多的職能，在傳播文
化事業的同時，更是將中國的優秀文化作品進行交流、傳播，
同時引進了國外優秀文化藝術作品，豐富國人的藝術修養。在
文化藝術傳播的行列中，保利文化集團名列其中，董事長徐念
沙入圍榜單，也是實至名歸。目前，國內有眾多保利劇院，作
為文化藝術的傳播平台，始終踐行着文化交流、展示以及文化
惠民的使命。此外，保利集團還把文化扶貧當做重點專案進行
運作，對山西二人台等珍貴小劇種進行了扶持，不僅出力出
資，還利用演藝院線的優勢，支持其全國巡演。
在中國文化產業發展道路中，不得不提到「華鼎獎」，作

為由老百姓自己評選的獎項，該獎項的問世不僅約束了公眾
名人的形象榮譽，更是加入了老百姓的參與感、監督感，其
綜合實力比肩本土「金像獎」、「金馬獎」，成為亞洲一流
文化品牌。該獎項創始人王堃，更是牢記社會職責和使命，
十多年來堅持如一，不僅使得該獎項名聲遠播，成為公眾名
人最為在意的獎項，而且將「華鼎獎」帶出了國門，吸引了
好萊塢等國際巨星的觀眾，在國際舞台上盡情綻放。

大國工匠精神 振興中國文化
2018年，港珠澳大橋開通儀式在廣東珠海舉行，是世界最
長的跨海大橋，也是粵港澳三地首次合作共建的超大型跨海
交通工程。對於粵港澳大灣區而言，這座橋被譽為「新世界
七大奇跡」的超級工程，從2004年開始，港珠澳大橋設計師
孟凡超就率領團隊開始專研，十幾年如一日，對於大橋的每
一項規劃設計的細節、爭議、困難與創新，他都如數家珍。
孟凡超表示：「希望在國家文化產業發展中和瓊州海峽跨海
通道、渤海海峽跨海通道、台灣海峽跨海通道規劃設計建設
中能夠作出更大的貢獻！」

各行各業都有「工匠」，都需要工匠精神。2008年北京奧
運會吉祥物「福娃」的設計師韓美林，是中國工藝美術大
師，也是此次領軍人物的獲獎者，今年生肖豬的郵票也出自
他的設計。改革開放初期，韓美林率先從體制中走出來，成
立了韓美林工作室，開始全國各地忙設計，逐漸打響了自己
的名號。如今，全國有多家韓美林藝術館，讓更多人能受到
傳統藝術的薰染。
作為宋錦絲綢「活態保護」第一人的吳建華，雖不為大眾

熟知，但卻憑着一片癡情和創新能力，讓這門傳統上手工藝
得以重生，當年的皇家用綢，正逐步走入尋常百姓的生活，
成為家居必備用品。
如今的故宮，成為國人之心神嚮往的文化聖境，這也是和

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有關係，作為故宮的「看門人」，單
霽翔站在保護國寶，弘揚傳統文化的角度，讓藏在深宮的文
物「活起來」。

中國科技產業 催生經濟奇蹟
四十年來，中國人在國際國內市場上創造了一個個「中國

奇跡」、「中國符號」，中國這個響亮的名號，逐漸走向世
界，影響世界。隨着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的普及，高科技為生
活方式帶來前所未有的改變，也讓我們見證了中國技術和力
量。入選的科技文化產業代表人物包括：華為集團CFO孟
晚舟、百度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李彥宏、騰訊公司董事
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阿裏巴巴集團董事長馬雲、騰
訊公司高級副總裁張小龍等，他們是中國科技的助推者，也
是改革開放的弄潮兒。
作為當代文學史上的著名作家，陸天明在過去的40年，從
他的文學創作，到兒子陸川導演的執導之路，兩代人的接力
傳承人，讓中國文化得以傳承傳播，他說：「感謝這個時
代，繼續好好幹努力奔跑」。著名導演劉江，拍攝過很多家
庭溫馨劇，他的獲獎感言也特別的溫情，「要感恩這個時
代，謳歌這個時代，謳歌改革開放」。
當晚，舉辦了「中美文化產業峰會論壇」，中國香港著名

作家、畫家吳歡，著名導演劉江，港珠澳大橋設計師孟凡超
以及國內著名作家陸天明一同參與，就中國文化對外發展和
趨勢暢所欲言，發表真知灼見，為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出謀劃
策，讓聽者受益良多。頒獎典禮現場精彩紛呈，笑點、淚點
時而閃爍，那是領軍人物奮鬥歷程上的最難忘的時光，也帶
給大眾的感動和收穫。

■1978卓越大獎組委會四位共同主席張春生、張錦川、徐
文及呂錫柱公佈獲獎名單。

■各得獎嘉賓獲獎後，於中國文化產業研究中心研究員聘任儀式上合照。

「1978卓越大獎—港澳名家書畫邀請展」亦於同
日早上假澳門銀河悅榕莊宴會廳舉行，並以「紀念
改革開放40周年，喜迎中華人民共和國70華誕」
為主題，展出數十位港澳乃至全國知名書畫家的近
五十幅書畫精品，藉此讓公眾感受傳統文化的魅
力，展現參展者對生活的熱愛和對國家的深情。
「華鼎獎」創始人王堃、香港紫荊雜誌社總經理

張春生、香港商報副總經理徐文、香港大公文匯傳
媒集團副總經理張錦川、香港文聯常務副主席吳
歡、著名畫家顏新元、一級美術師王西京等嘉賓出
席。張春生、吳歡、顏新元及王西京分別在會上致

辭祝賀展覽圓滿舉辦。
參展作者有周祥林、張世剛、朱天曙、廖廷建、

郭志鴻、顧工、晏曉斐、黃象明、韓國強、夏鵬
程、王亦農等書法家；吳歡、徐小陽、顏新元、沈
加根、孫甲平、許國良、湯楚群、董子祿、呂歡
呼、郭秋林等畫家。他們用筆墨寫時代，用丹青歌
盛世，將自己對生活的熱愛和對國家的深情在作品
中表達。參展作品或靈動秀美，或遒勁厚重，風格
多樣，觀之令人賞心悅目，同時讓人感受到作品本
身與現實生活的巧妙呼應，是港澳喜迎中華人民共
和國70華誕的獻禮。

「1978卓越大獎」頒獎盛典
表 彰 百 位 改 革 開 放 文 化 產 業 領 軍 人 物

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濠江日報、中國文化產業研究中心及中國娛樂產業研究院等機構共

同主辦「1978卓越大獎」，日前假澳門銀河悅榕莊宴會廳隆重舉行「100位改革開放文化產業領

軍人物」頒獎盛典，獲獎人物代表的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風雲變化，見證中國改革開放、迅

猛發展的人物評選，該獎項自評選以來就備受矚目。獎項除了是對卓越人物的一次表彰，也是一

次文化聚會，文人墨客相聚於此，相談甚歡。頒獎盛典前，港澳書畫家濟濟一堂，以筆會友，揮

毫潑墨，彰顯了改革開放40年書畫藝術的成果，並於盛典中舉辦「中美文化產業峰會論壇」。

港澳名家書畫邀請展
展現文化與國家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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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文化產業峰會議題討論上，吳歡、劉江、孟凡超、陸天明就《中國文化對外合作及發展趨勢》
議題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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