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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修例風波期間，人們對
「自由」定義的爭議一度成

為城中熱話。近期香港國安法立
法，有關「自由」的討論又再次
被掀起。有人擔心藝術家的創作
自由會被香港國安法所限制，但
本土藝術家吳雪寧（Jully Woo）
從藝術的視角去看「自由」，相
信國安法不會影響創作的自由
度，更認為要懂得思辨，才能在
任何環境中尋得「自由」。

多元文化中確認身份
「一個好的創作人無論如何都

能給自己開拓出一個適當的創作
空間。」畢業於英國中央聖馬丁
藝術及設計學院，其後在媒體和
服裝設計行業工作超過二十年的
Jully，早已習慣在各種文化交織、
變化、起伏中學會靈活變通。Jully
現為一位全職藝術家，平日除了
投入繪畫創作，同時也會開班教
兒童畫畫。英治時期和回歸後的
香港在她的生命中各佔一半的時
間，就好像中西文化在她心中佔
據的比例也等同一樣。多元文化
在人生不同的階段 Jully 帶來衝
擊，但她卻百分百肯定自己中國
人的身份。面對香港國安法的立
法，她表示支持用法律來保障市
民的方式，並從來沒有對創作自
由感到憂心。「首先，我不會以
政治題材去創作，更可況我覺得
創作本身就是一種自由，所以我
認為國安法不會對藝術家造成任
何影響。」Jully覺得思想本身沒有
設限，更沒有一種環境能給藝術
家帶來約束。
1997年是香港的里程碑，也是

Jully人生的轉捩點。回想香港回歸
逼近的日子，雖然湧上一波「移
民潮」，但根據Jully的觀察，大
部分的香港人當時對於回歸的感
覺，其實並沒有太負面，甚至有
所期待。「當時的香港人都只是
聚焦於民生和生活，只要維持原
來的繁榮穩定，很多人還是很願
意回到祖國懷抱的。」
同年她從香港飛到倫敦修讀設

計，以滿足自己對西方文化的渴
望。她憶述，當時「崇洋」對於
英治時期的年輕人來說是自然而
然的事。「在英國的時候，如果
有人問我從哪裏來，我會說『我
是中國人』，再仔細一點會加上
『我是香港人』。」可是Jully強
調，她認同自己「中國人」的身
份並非因為回歸以後突然之間演
變出來。對於她個人來說，通過
在英國接觸的多元文化、看過來
自不同地方的藝術展覽和經歷自
己的創作中，能夠重拾對自己中
國人身份的一種確認。

回歸後港人視野更廣闊
Jully六歲的時候開始在學校寫

書法，長大以後再將中國人在藝
術作品中的留白和空間感與西方
藝術相比較，除了能發現截然不
同的創作思維外，也在這些細節
中將自己作為中國人的背景不經
不覺在作品中呈現。「一幅作品
會無形中滲透一個人的文化底
蘊。」Jully覺得藝術作品往往有微
妙的方式來呈現個人身份。「我
感覺我的根就藏了在作品裏
面。」Jully提到自己在畫西洋畫的
時候就會不經意間用了東方的技
巧和審美來完成，是自然發生，
所以身份不用刻意去強調，但也
無法否定的。
Jully畢業後回到回歸以後的香

港，這個城市也正式成為中國領
土的一部分。她關注到香港的文
化和生活習慣慢慢被本土的影
視、中文歌曲、文字作品等所影
響，「中文為先」的形式和影響
比較深遠。「這個也是自然衍生
出來的，因為英國文化慢慢
『fade out』，本地的作品就逐漸
和西方文化看齊。」因此，Jully認
為回歸以後，無論是東方還是西
方藝術都能百花齊放，香港人的
眼界其實比之前要廣闊，藝術家
發揮的機會也更多。即使如此，
近年香港的年輕人對於自己的身
份，甚至對國家的認同感就未見
增長。Jully認為部分年輕人雖然嘗
試去否定自己的身份，但他們的
習慣、言行和文化卻早已植根於
心中。「只是他們沒有承認自己
中國人的身份。」Jully觀察到當中
的一些年輕人其實不一定能準確
理解西方文化，反而能理解中
式、中文、本土的思想，這其實
已經是身份的證明。
而香港年輕人對於自己身份產

生的模糊感，Jully認為問題歸咎於
香港的教育沒有加強市民對國家
的認識和認同，也沒有一個完整
的體系讓學生熟讀中國歷史，導
致年輕人無法清楚知道自己的
根。「沒有讀歷史，年輕人不會
知道自己不是一出生就是『香港
人』，而應該是父母原籍的地
方。」而作為一個藝術家，Jully覺
得將自己的身份辨別清楚相當重
要，因為它掌管作品命運，而
身份也是創作中主要的靈感來
源、元素和一種啟發。「藝術當
然能陶冶性情，但要是在藝術作
品中能夠讓人有更多的思考，化
解矛盾和誤會，那香港必然會變
得更加好。」因此，Jully期望香港
人能夠藉國安法的立法作為一
種提醒和反思國民教育的重要
性，同時鼓勵藝術家在作品中給
人傳遞正面的能量，讓人先從情
感中放下不滿和仇恨。

現為中國文化基金會常務副主席的張江亭，選
擇從商業世界退下來，利用手上的資源和人

脈，將扎根在心底的「中國文化夢」和使命逐一實
踐。張江亭於1982年入讀恒生商學書院（現在的
香港恒生大學），畢業以後順理成章先後在中銀香
港有限公司、巴克萊銀行、瑞士銀行、羅斯柴爾德
銀行等多個國際金融機構任職。離開銀行工作以
後，他盼望自己能夠通過教育和文化推動的方式，
給下一代人帶來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延續。「我
們無論到了什麼國家都是中國人，這個身份能用歷
史知識來確認，就好像DNA一樣，與生俱來。」
張江亭說。

有「大家」才能有「小家」
近日香港國安法的立法引起各界不同的聲音，張江
亭不以為然，他用堅定的口吻說：「每個國家和地區
都有自己的國安法，香港主權上是屬於中國，有國安
法是理所當然的，立法合情又合理，根本不應該存在
爭議。」即使是在國安法立法後，張江亭認為，香港
的「自由」氣質不會發生改變，還是一如既往為各行
各業提供足夠的自由空間，不過所謂國有國法、家有
家規，只有「大家」的國家有了安全，才能保障「小
家」香港的穩定，進而有良好的社會環境去慢慢爭取
經濟的發展。張江亭將去年香港的修例風波比喻為一
個癌症腫瘤，國安法則相等於一種切除療法。而「術
後」的香港需要持續的文化推動和教育來休養生息、
揭開新的一頁。他同時指出，一個城市好比人體十二
時辰的運行與作息，人之所以不健康，是因為違背了
自然規律，導致病毒的增長，國安法有助將不妥當的
細胞在這個城市一刀切除。
同時熟悉西方信仰與文化的張江亭認為，由於過去
有人濫用了「自由」，現在設立香港國安法是要為其
設下界限，止暴制亂，國安法無疑成了城市的保護
網，堅信香港人只要遵守法則其實無需過分擔心：
「有人說今後在與外國機構的交往中都會有顧慮，那
是過分擔心，只要不觸犯領土安全，正常的交流往來
一定沒問題。反之，若一些對外交往目的是破壞國家
領土主權安全的話，那為什麼不可以用法律禁止
呢？」他期望香港人多了解基本法，並指出香港人除
了特區護照外，還可以同時持有其他國家的護照，既
是政府對我們的承諾，也是「五十年不變」的印證。
他強調只要不作出叛國、分裂國家的行為，與外國任
何的交流都是允許，而且也是政府所鼓勵的。

重建兩地橋樑增加相互認知
生活在國安法的庇蔭下，張江亭透露中國文化基金會
將更積極在民間傳揚中華文化，在語言、藝術、歷史等
方面加強市民的認識和歸屬感。基金會招募各個界別的
人來協助不同關係網絡將資訊傳播，鼓勵香港人從接觸
和參與文藝活動，重建兩地的橋樑，化解社會上矛盾和
部分港人對內地的誤解。他舉例，最近基金會就舉辦了
東西方文化學習的課堂，以猶太人為主題來比較東西歷
史、文化和民族，探討朝代的興衰、歷史重演的因由，
從而延伸至此刻的社會應該何去何從的研究。「文化推
動不是搬字過紙，不是像考試一樣背誦、為了合格和求
分數，更重要是理解所有事情的根源。」張江亭說。

「生活習慣就是文化的追溯。」對於香港年輕人試
圖否定國安法的成效以及自己中國人的身份，張江亭
認為除了因為很多人在英治時期接受西方教育以外，
大部分的香港人對於自己每個行為、習俗、生活細節
的背後缺乏深究和思考。「文化習俗告訴我們什麼？
似乎不太多人會去提及。」與此同時，張江亭感覺官
方的教育和民間機構的文化推動也欠積極性，導致年
輕人對中國歷史、文化，甚至身份欠缺基本的認知和
認同感。因此，張江亭希望香港應該結合「軟性」和
「剛性」的方式，來帶動學習中國文化的氛圍，從最
貼近的生活中了解自己的文化背景，讓人感受中國文
化源遠流長的智慧和精粹。

在日常生活中尋根
香港一年當中有不同的節日和假期，在我們享受休

假的同時，張江亭認為我們可以藉中國傳統節日，
例如：春節、端午節和中秋節等帶給現今世代的信
息，人們能夠在當中「尋根」。「節日背後的意義、
所謂的文化底蘊是什麼？在這些軟性的文化上，我們
其實可以得知中國人的智慧與歷史背景。」張江亭留
意到香港人每次來到節日都把文化結合商業展開一系
列的活動，大家都習慣在這些日子與親朋好友相聚、
吃飯、買禮物、慶祝，卻很少有人去細想到底這些文
化給我們帶來什麼信息。然而，這些一年一度的傳統
節日是中國幾千年難得流傳至今的習俗，但大部分香
港人不但沒有花心思去追溯，甚至逐漸遺忘，在意識
形態上摧毀這些文化瑰寶。張江亭卻認為年輕人有必
要通過熟悉這些軟性文化，建立對國家認同感。

外判通識科不可接受
至於「剛性」的配合，張江亭指出教育扮演重要的

角色。首先是家庭教育，父母是子女從小學習的榜
樣，原生家庭對於一個人有最大的影響。他認為要是
父母能夠多帶子女到內地，多深入了解自己國家的發
展，將平日媒體所形容的和親眼看見的內地相比較，
對於擴闊個人的視野、建立個人觀點非常有幫助。
「希望還沒有回鄉證的人趕緊去申請。」張江亭說。
另外，學校、政府和教育局在推動中國文化方面有無
法推卸的責任。首先，必須將中國歷史成為必修課。
張江亭認為外判通識課是無法接受的，科目的設計和
資料收集都沒有將中國歷史劃為重點學習的課題，是
需要整個教育界需要徹底反省的一方面。「為什麼我
們這一代的人對於自己的身份含糊、思想混亂呢？」
張江亭覺得事出必有因，值得我們深思。

英治時期給香港留下了不少中西合璧的文化與足跡，而1997年以前出生的「香港人」更具有

時代的烙印，人們中西交織的思維化成另類的地區色彩。中國文化基金會常務副主席張江亭不但

在英式的教育體系中成長，同時有對中國文化的眷戀。走過中英交接的時期，也見證過香港璀

璨和動盪的歲月，今天香港國安法終於立法，讓他感到香港再次迎來光明前景，是時候重新出

發。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苡楠 （部分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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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是傳播中國文化的途徑之
一，亦是張江亭所提到的軟性傳
輸，而他認為藝術家在社會上也背
負屬於他們的藝術使命。「藝術
創作的出發點很重要，它是一個表
達的過程，要是一個藝術家的創作
初心是正能量的話，對於國安法的
立法是無須要有任何的擔心。」自
從國安法立法以後有藝術家擔心日
後的創作的題材、內容甚至與國外
的合作會有所局限，張江亭卻覺得
國安法能給予一個安全的底線讓藝
術家創作，反而有更大的發揮空
間。
回想英治時期，張江亭觀察到當
時的傳播的方式要比現在更加生

硬，也有一個特定的系統、傳播有
針對性，相反，他感覺回歸以後香
港的創作空間更能放得開。「即使
是自由，創作要對社會有益、貢獻
和價值，作品才會有意義。」張江
亭觀察到近日香港無論在媒體還是
所謂的藝術作品上都展示了對社會
的敵意，甚至出現侮辱國家和領導
人。他說：「創作的動機本身就有
問題。」這樣的表達是間接製造思
想毒瘤，這種文化一點都不值得鼓
勵。「藝術是要感染人，而是不是
荼毒人。」張江亭相信香港在國安
法立法以後將會有更多豐富的內
容，因為有了基本的底線和原則，
才能在作品中給城市一種醒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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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後香港創作空間更開放回歸後香港創作空間更開放」」

■■張江亭盼港人通過交流張江亭盼港人通過交流，，重建兩地橋樑重建兩地橋樑。。

■■本土藝術家本土藝術家JullyJully。。

■■JullyJully 通過接觸不同的事通過接觸不同的事
物物，，來認識自己的身份來認識自己的身份。。

■■多元文化在人生不同的階段為多元文化在人生不同的階段為
JullyJully帶來衝擊帶來衝擊。。

■■除了繪畫除了繪畫，，JullyJully平時亦會開班教畫畫平時亦會開班教畫畫。。

■■在任何環境中尋得在任何環境中尋得
「「自由自由」」本是藝術家本是藝術家
的責任的責任。。

■■中國文化基金會常中國文化基金會常
務副主席張江亭務副主席張江亭。。

■■張江亭希望杜絕違背國家的次文化張江亭希望杜絕違背國家的次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