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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

同同，，是民族團結之根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民族和

諧之魂諧之魂。」。」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日

前在參加他所在的十三屆全國前在參加他所在的十三屆全國

人大四次會議內蒙古代表團審人大四次會議內蒙古代表團審

議時說的這席話議時說的這席話，，道出了中華道出了中華

民族親如一家的文化根基民族親如一家的文化根基。。樹樹

高千尺有根高千尺有根，，水流萬里有源水流萬里有源，，

中華文化正是每個中國人中華文化正是每個中國人

「「根根」」之所在之所在。。香港文藝界人香港文藝界人

士同樣對這句話感慨頗深士同樣對這句話感慨頗深，，結結

合自身經歷表示文化的認同合自身經歷表示文化的認同

感感，，需要通過彼此的交流需要通過彼此的交流、、認認

識來達成識來達成，，而香港的愛國文化而香港的愛國文化

和歷史教育工作任重而道遠和歷史教育工作任重而道遠，，

更需要各界大力投放資源支更需要各界大力投放資源支

持持，，以更先進科技的手段打造以更先進科技的手段打造

教育平台教育平台，，這同樣也是為香港這同樣也是為香港

年輕人創造成功機會年輕人創造成功機會。。

採訪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朱慧恩、、張美婷張美婷、、張岳悅張岳悅、、

黃依江黃依江、、胡茜胡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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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藝術家吳松對「樹高千
尺有根，水流萬里有源」這
句話有深刻感觸，尤其是
目睹香港經歷了這兩年時
間，他一直在反思：「為
何我在社會的動盪中愈發
感受到自己是中國人，原
因就是我有深厚的中國文化
的知識積澱，我了解中國文
字、繪畫的藝術，那是中國人的精
神之源；我懂歷史，知道盛唐時期中國的
強大，也知道晚清時期中國的疲弱，經歷
了挨打、割讓領土、最後新中國成立中國
人站起來了。」所以，現在的香港年輕一
代，不了解中國文化與歷史，就不會有
「根」的認同，導致自我身份的認知模
糊，又怎麼能撐起香港的未來？用文化來
凝聚人心，用文化來教育年輕人，對於香
港，迫在眉睫。
完成這個任務，文學、藝術兩個界別首

當其衝。他說：「香港多年來西方文化壟
斷藝術界，我自己就是畫西畫的，很清楚
這個，但是看看內地的油畫家，他們有很
基礎的寫實訓練，可以西方的藝術形式去
講自己的、屬於中國人的文化。比如徐悲
鴻的《愚公移山》，靳尚誼的少數民族畫
作《塔吉克新娘》，當代油畫家畫長江、
黃河等，這些都是用藝術的形式去講中國
故事，讓人透過看美術作品知曉作為中國
人的文化、精神。」他認為，香港缺乏這

種大主題的敘事創作，一方
面是學校的基本功訓練，
不應局限於西方抽象繪畫
的宣講，應該在本科培
訓的時候就介紹寫實繪
畫的技術，多看中央美
院的作品，讓學生有這樣
的創作意識。
另一方面，他呼籲美協、

各種藝術團體組織多提出、組織
一些和「中華文化、中國故事、中國歷
史」有關的主題繪畫活動，不要糾結於迎
合西方口味的市場，以「美學」作為創作
的最終追求，多關注一些現實主義的創
作，用藝術作為載體，在香港市民與青年
間普及中國文化和精神，彌補文化認同的
缺失。
他同時建議康文署亦應提高此一方面的

意識，在公共場地展出一些結合中華文化
知識普及與歷史教育的大型雕塑展、圖片
展，讓市民在生活休憩時，不用成本也能
接收到知識。「目前中環、海濱等公共區
域，不是宣揚本土情懷就是放一些看不懂
的抽象藝術雕塑，根本沒有新意，香港人
早已審美疲勞，和市民也不接軌，不妨開
動腦筋，策劃一些有社會及歷史意義的專
題展覽，供市民免費觀看，才是為公眾服
務。」

文化認同始於交流了解

以現實題材創作親近中華文化

本地書法家華戈認為，文化認同之所以
重要、之所以可稱為「最深層次的認
同」，是因為中華文化正是人們的「根」
之所在，而其價值更是不言而喻：「中華
文化於幾千年外族入侵的歷程中，地位始
終未有改變，且世代流傳，足以證明它經
得起考驗。」華戈提及在自己教授書法的
過程中，他始終向學生強調文化認同和傳
承正統的重要性：「學習書法，必須先跟
隨正統流派進行反覆的臨摹練習，而後才
可以開始追求個人風格。對傳統文化的認
識、認同，永遠是第一位，寫傳統書法，
決不可以沒有『根』。」
他亦認為，學習中國傳統書法就是建立
文化認同的方式之一，學習者可以從逐字
讀帖中感受傳統書法藝術架構、運筆的美
感，在不斷臨摹中強化個人「字品」與人
品的聯結。華戈覺得「寫好中國字，做好
中國人」的含義，就是讓書法學習者在一
筆一畫中追根溯源、培育正氣，起到「正
本清源」的作用，亦可以抵禦西方文化入
侵帶來的「離經叛道」。
畫家趙素仲則表示，中華文化有極深
厚的根基，無論詩、詞、繪畫、書法都是

深沉而厚重的。
她正在創作關於
中國飲食文化源
流的作品，將中
華文化到中國歷史
以及各族人民的飲
食文化聯繫在一起，
亦從中體會到幾千年來，無
論經歷多少朝代變遷，歲
月洗禮，中國各民族各
地方的文化和飲食都
是在互相尊重和互相
欣賞中不斷進步和發
展的。她說：「如果
年輕一代不懂欣賞我們
源遠流長的文化，不懂欣
賞中華民放的自強不息精
神，甚至抗拒、排斥，是沒有了
自己的根。沒有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和熱
愛，也就是失去了作為中華文化傳統的保
存，沒有了對中國文化的認同，也沒有了
作為中國人應有的品格和思想。」

一新美術館總監、香港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博物館專家顧問楊春棠從事視覺
藝術展覽工作多年，他表示中國地
方大、人口多，強調到中華民族是
共同體的概念，「雖然每個地方
有不同的方言和生活習慣，但我們
是共同體，我們有一樣的文化，都
是用筷子、寫漢字，有共同的文化
才能有民族的力量，令國家人民團
結，天下才得以太平。」大學主修中史及
中國美術考古的他，多年來因博物館
館藏的工作多次往返內地交流，他
眼見內地博物館發展進步快，
深深體會到國家逐漸強大富裕起
來的力量，「我上世紀八十年代
到景德鎮，當時環境對比起香港
還相對落後，但上世紀九十年代再
次重返當地，不論是環境還是博物
館都有顯著的進步，從中深刻體會到
中華民族有很深的文化基礎，才能發展迅
速。」
文化是民族團結之根，這點楊春棠表示十分

認同，但他坦言中華文化在香港仍然需要加強
教育，「香港人對歷史理解少，對文化更是不
了解，因此必須多教育和宣傳歷史和文化。」
他續道，了解文化為何如斯重要，「我們要認
識各個中華文化後，才能選擇傳統，從而活

化，活化傳統能防止不被僵
化，以新的角度去看舊傳
統，但認識文化的重點仍
在於教育，文化的教育也
能避免港人因不知道傳統
文化的核心價值而對文化
有誤解的情況。」
香港美協副主席廖井梅則

談到，作為中國人，成長的過
程中所生活的環境，接受的教育
都是植根於中華文化的。因
此，身為中國人的藝術工作
者，其中華文化的精神一直
靜靜地在她的血脈中流
淌，也在歲月的變遷中成
長。她強調，中華民族的
認同感是自信、積極向上的
動力，「港人要增加民族認
同感必須了解自己從哪裏來，

而我們的生活習俗全部是源自中華
文化，因此很自然亦有認同感。比如我們的母
語——中文，就是中國人特有的思維方式，我
們的道德禮儀自然也就出自語言所建構的邏輯
思維，因此民族身份的認同感是不可能被抹去
的。」

聯合出版集團副總裁、香港出版總會會長李
家駒提出，涉反修例暴力事件被捕者約四成是
學生，約八成是30歲以下人士，令人痛心和
擔心，青少年對國家認識以至認同不足，再度
引起社會的高度關注。他表示，隨香港撥亂
反正，正本清源之際，各界應合力加強社會，
特別是青少年學習國家歷史與文化，對國家與
民族由理性認知，進而產生感性認同。對國家
具有文化認同，是徹底落實「一國兩制」的關
鍵，也是民族團結的深刻和長遠根基。他說：
「香港出版界一直關心青少年的國情教育。未
來，出版界會繼續透過出版中國題材，如語
言、文化、民族、歷史、地理和經濟等，包括
以原創與引進內地優質圖書方式，讓讀者有系
統地、全面地認識國家歷史與文化。書店會向
讀者推介優質的中國專題圖書，並舉辦講座或
分享會。我們相信潛移默化、潤物無聲，將書
籍作為加強年輕一代對國家文化認同的基礎

工程。」
本地藝術家J. Woo，平日除了
畫畫為生以外，還會開班教小
朋友畫油畫和水彩畫。從小就
有水墨畫和中國書法底蘊的
她認為，認識中國傳統的藝
術，除了在西洋畫學習上對她
有幫助以外，還讓她欣賞到流
傳已久的中國傳統美學。她提
到，學習書法的時候剛柔並濟，落

筆的堅定，這些技
巧都一一呈現於她
中、西風格的畫作
中，不但能夠提升
作品的質感，也在當
中展現自己中國人的
身份。在藝術教學的過
程中經常接觸香港孩子的
J.Woo覺得，香港的下
一代對於內地的文化
尚未有足夠的認
識。她舉例，香港
的孩子普遍沒有真
正去閱讀中國名著
的習慣，可是文化、
文學以及藝術應該從小
培養，也應該從教育開始
做起，才可以令香港與內地之
間消除隔閡，將文化完全接軌，並對於自己的
身份有正確的認識和認同感。
導演劉成漢很同意傳統文化認同是一個民族

的最深層次的認同，「所以在過去，香港中學
取消中國歷史為必修科和不重視中國傳統哲學
文學的教育，便大大削弱了年輕人對國家民族
的認同感。」他說。

籲內地文化機構助力香港籲內地文化機構助力香港
香港中國美術會執行委員會顧問

林開發指出，一直以來兩地文化
存在顯性差異，在文化層面，
港人多多少少有些「親西疏
中」。「香港走過百年英國管
治時期，長期受西方文化影
響，另外就是上世紀六十到八
十年代期間，香港要比內地更容
易賺錢，反觀當時內地尚未開發，
造成香港人對『港人』身份的優越感，
對自己民族的文化缺少了解欲望和自豪感。」
他認為香港與內地在文化認知方面存在巨大落差，最

根本原因是港人不理性地持續延伸「某一歷史時期」的優
越感，不再追求創新與進步，「不再開眼看世界」，以致
缺乏正視自己的文化優越性，造成認同感相對比較弱。因
此，他呼籲內地文化機構幫助香港去建立國家文化的認知
體系，以互動的形式為港輸入歷史文化知識。
他同時提出應從藝術入手加強港人對民族文化的認知，

方法上，他建議藝術界人士能夠參考歐洲，「歐洲的作品
中都用不同的形式的藝術展示自己的文化、經歷過的革命
和改革，去表達對自己對國家歷史文化的解讀與認知。」
他認為歐洲和中國都有深厚的文化積澱，在千百年的藝術
史中，歐洲畫家一直用作品去反映自己民族的歷史課題、
自己的文化，香港藝術家也應該學習，「不能一味西化，
應該做屬於自己民族的東西出來。」他指出藝術是一道文
化的橋樑，認為香港與內地應該多舉辦交流會，打通兩地
的文脈，互相吸收彼此的元素，讓作品更加豐富。「內地
的發展實在太快，香港
人應該一同成長與進
步。」他說。

藝術創作絕不可沒有藝術創作絕不可沒有「「根根」」

著名小提琴家、香港弦樂團
創辦人及藝術總監姚珏表
示，文化的認同感，需要
通過彼此的交流、認識來
達成。「從表演藝術來
說，我覺得應該通過我們
演奏的曲目，讓我們的演
奏者通過學習作品可以更多
地認識中華文化認識國家的發
展。因為每個時期的作品都代表
那個時代的發展，我覺得很
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讓他們親
身體會。近幾年我一直在
做的是帶領香港的青年藝
術家及年輕孩子們到內地
參加交流巡演演出，通過
這些交流，他們就會對內
地的文化、人文及習慣有深
刻的理解，通過交流，加深他
們對彼此文化的認識。」
至於具體如何增進文化認同，姚珏提
議，可以鼓勵動員在港上市的內地優質
公司，撥出資源參與香港的愛國文化教
育工作。她說：「這裏的資源包括資
金、平台、科技等多個方面。內地新媒
體平台的興起和壯大已經逐步影響世
界，比如短視頻網站抖音在美國年輕人
中的風靡，充分說明技術進步和創意活
潑，像文化藝術一樣跨越地域，也潛移
默化影響未來人類的思維和交流方式。
這種已經超越傳統媒體的概念，相信能
為香港找到有效方法加強愛國宣傳。另
外這些平台本身也可以為香港年輕人提
供夢想成真的機會。教育的本質是因材
施教，是給人機會。愛國教育要起到效
果，除了鼓勵各界大力投放資源，運用
先進手段和平台，真正為香港年輕人創
造成功機會，尋找夢想成真的故事，才
是重中之重。」
歐銀現為香港風華創藝書畫聯會擔任

藝術顧問，在她看來，中
華文化博大精深，無論
琴棋書畫，還是詩酒花
茶，都蘊含古人的智
慧和超群出眾的至臻
境界。她以自身經歷
為例，在擔任聯會藝術
顧問期間，與不同國家
和地區的書畫家通過不同

形式表達對祖國的祝福，也很
好地在港普及中華文化。
此外，歐銀亦在去年6
月創立眾畫坊，以培育
優秀美術人才為己
任，重在藝術書畫
方面，通過藝術的形
式將中國書畫藝術的精
神和文化涵養推廣至更

深層面，並普及至年輕一
代。「希望青少年能從中獲

益，領悟並傳承其藝術及文化精髓，感
受其中的真善美；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大
灣區繁榮，兩岸交流廣泛。」她又提
到，經歷了社會事件和疫情，讓港人感
同身受深刻體會有國才有家，國家強大
人民才會幸福。
她認為，增強年輕一輩的中華民族身

份認同感亦十分重要，建議青少年不妨
走進內地，親身了解當地深厚的豐富的
歷史文化，從而更透徹全面地認識中國
文化這蘊含五千年歷史的燦爛瑰寶，從
此深入認識自己的國家和民族，並打從
心底為自己的中國人身份感到自豪。她
亦強調，與回歸前比較，香港與內地的
文化連結更密切，她亦期待接下來的日
子兩地有更頻繁而深度的文化藝術交流
活動。

文化共通匯聚民族力量文化共通匯聚民族力量

學習國家歷史文化消除隔閡學習國家歷史文化消除隔閡

●●J.WooJ.Woo

●●廖井梅廖井梅

●●楊春棠楊春棠

●●劉成漢劉成漢

●●趙素仲趙素仲

●●林開發林開發

●●吳松吳松

●●李家駒李家駒

●●歐銀歐銀

●●姚珏姚珏

●●華戈華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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