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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香港文化界對文化藝術產業
化的呼聲漸高，認為香港應結合文化藝
術、影視娛樂和創新科技等，投入經營
文化創意產業，助香港及國家軟實力「
走出國際」。當中，政府的角色尤其重
要，不論是政策上支持還是資源上的投
入，文化藝術界的發展都需要政府與業
界的配合，令香港的文化藝術價值照耀
整個亞洲，甚至全世界。

當然，文化藝術界要大放異彩，亦
需具備長遠的目光和野心，不可只依賴
政府政策支援。香港擁有「背靠祖國，
面向世界」的優勢，一方面能與國際接
軌，一方面有開拓內地市場的條件，因

此香港的文化企業應與內地文化企業增加
合作機會，拓展內地市場，提升本地文化
藝術商品吸引力和競爭力，續步發展成中
外文化交流中心。

香港作為國際城市，有中西文化匯聚
之優勢，亦有發展成熟的國際文化網絡和
展會經驗，應積極爭取國家支持，未來在
香港設立「文博會」分會場，讓本地文化
藝術企業開拓更多新機遇，享受更多文化
藝術交流和文化產業合作的機會。與此同
時，本地文化企業亦應抓緊機會，多參與
內地不同地區舉辦的文博會，為未來在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打造更穩定的基礎，為香

港人才北上發展鋪路，在大灣區創造一個
穩健的文化產業平台， 發揮香港獨有的文
化藝術潛能。

香港除了需要政府與業界通力合作，
為文化界開拓光明前路之外，亦需培育更
多新一代文化藝術人才。香港應多投放資
源培養藝術創作人才，亦應為藝術行政人
員及有關人員提供培訓，確保多方面支援
文藝界日後的發展，為香港發展成中外文
化交流中心奠定有力的基礎，體現文化可
持續發展的精神。香港擁有文化及地理優
勢，不應止步於本地發展，更應該「走出
國際」，將本地及國家文化發揚光大。

—   香港文化藝術發展新路向

過去數月，本會推出的《文化生活系列四講》正式圓滿落幕，四場文化講座，包括「潮文化

講座」、「相講：中國節慶故事講座」、「舞蹈與中華文化講座」和「南音・古琴雅趣講

座」，舉行其間備受大眾歡迎，坐無虛席，更獲教育局邀請合作，各方的支持乃對本會在文

化藝術領域上推廣工作的一大肯定。

本會今屆的發展方向為「文化生活・藝術人生」，當中《文化生活系列》已隆重舉行，備受

好評，亦對本會接下來即將推出《藝術人生系列》更添新動力。《藝術人生系列》旨在透過

不同計劃和活動，提升市民對文化藝術的興趣，鼓勵大眾活出充滿藝術色彩的人生。在未來

一年，本會將繼續積極創新，為大家帶來更多豐富精彩的文藝活動，使藝術融入生活。

第五波疫情來勢洶洶，許多籌劃好的音樂會和工作坊需延期舉行，對社會和文化界有一定打

擊。因此，本會希望與市民共渡時艱，盼能儘快推出新活動為社會帶來正能量，為香港打

氣。本會即將迎來創會四十周年，冀能與更多不同藝術家、機構合作，繼續秉持「推廣文化

藝術」的宗旨服務社區，延續本會的創會精神，薪火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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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西營盤高街9號高雅閣地下高層
https://cwdaca.org.hk

 Tel: 2858 9115

爭取香港設立「文博會」分場
培育更多年青文化藝術人才



本會推出的青年文化大使計劃進行得

如火如荼，當中由青年文化大使策

劃的《賞建・香港》手繪曆本出版計劃於

2022年1月初推出，為本會新一年籌辦的文

化藝術活動響起頭炮。手繪日曆本中的精美

插圖由本地藝術家賀煒倫先生親手繪畫，一

幅幅古色古香的作品描繪了早期香港的古

建築面貌，重現昔日香江情懷。製作日曆本

的心思，是讓市民在使用日曆本的同時，了

解上一代的故事，感受香港歷史建築物的韻

味，增加對香港的歸屬感。

文化生活

十多年心血 盡現香港古建築之美

藝術家賀煒倫先生去年加入青年文化大使，於此

次出版計劃中提供十多年間精心繪畫的一系列香

港美景作品，透過歷史書籍和明信片重新繪製香

港的歷史建築和風貌，希望透過繪畫和藝術令現

代人對於香港的歷史有更深的了解，燃起對建設

美好香港的赤誠之心。

手繪日曆本於每一個月份的日曆表加

插一幅古建築圖畫，介紹了許多香港

著名古建築，包括一九零五年上環永

樂街海旁、一九三零年代位於中環德

輔道中的香港廣東銀行、皇后碼頭、

嘉諾撒仁愛女修會教堂等，遂一引領

觀賞者追尋舊香港蹤跡。

訪尋香港名古建築

出版計劃中，另外數位青年文化大使擔

任篇者。篇者表示，希望籍此機會鼓勵

大家懷緬過去，迎接未來，欣賞香港歷

史文物繪畫的同時，珍惜本地豐富的文

化歷史背景，共同用嶄新的力量建造美

好將來，薪火相傳。 

籲珍惜本地文化歷史

此次出版計劃乃本會青年文化大使

計劃的其中一項重點項目，其他更

精彩的活動和計劃亦在積極籌劃

中，各青年文化大使皆竭盡全力，

盼以豐富多元的成果與大家一同分

享，為香港文化界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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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 建 ・ 香 港

青年文化大使計劃

圖為三月份插畫，描繪香港一級歷史

建築的嘉諾撒仁愛女修會教堂，別具

風格。

圖為《賞建・香港》手繪曆本 Building the 
accents of Hong Kong 2022 的封面，設計精
美，內容豐富，甫出版便大受歡迎。

圖為一月份插畫，代入一九零五年眺

望半山和山頂的高尚洋樓和別墅的景

色，畫技十分精湛。
圖為四月份的插圖，介紹皇后碼頭，

繪畫了當時節慶的樣貌。



統 籌 與 推 動 多 元 化 的 文 化 藝 術 活 動

  相 聚 一 堂  迎 接 新 年    「 相約大會堂」

百 聲 合 唱  成 果 共 享   「 中 西 區 兒 童 合 唱 團 二 十 三 周 年 紀 念 演 出 」

百 花 齊 放  畫 作 共 賞  「 相 遇 ： 中 西 繪 畫 邀 請 展 」

12月30日，本會於香港大會堂劇院舉辦

「相約大會堂」表演活動，在2021年落

幕之際，率觀眾一起用歌聲送舊迎新，慶

祝徐夕夜，迎接2022年的來臨。節目邀

請了不同歌手和表演嘉賓，包括亮相中國

好聲音的鐘偉強，從中外經典流行曲到歌

劇，讓一眾市民欣賞美妙歡樂的音樂。

1月1日，本會的中西區兒童合唱團於西

灣河文娛中心劇院舉辦「二十三周年紀

念演出」，慶祝兒童合唱團成立二十三

年，與大家一同分享練習多年的成果。

合唱團演出呈獻了多首中外曲目，包括

Edelweiss、茉莉花、Why We Sing等， 

讓觀眾沉浸在各位年輕表演家的天籟歌聲

中，共同目睹兒童合唱團的耀眼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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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本會於香港大會堂展覽廳舉辦了

「相遇：中西繪畫邀請展」，邀請了近百位

本地藝術家參展，更邀請了香港美協主席林

天行先生和中國畫學會香港名譽會長王秋童

先生擔任主禮嘉賓。展品涵蓋中西文化藝術

作品，為大眾市民提供欣賞文化藝術作品的

機會，為藝術愛好者和市民帶來視覺上的享

受。由於疫情關係，畫展在保持社交距離措

施下進行。

南 音 古 琴  中 樂 齊 賞  「 文 化 生 活 系 列 講 座 ( 四 ) : 南 音 古 琴 」

1月29日，本會舉辦了線上文化生活系列講座

（四），主題為「南音古琴雅趣」，邀請了唐健

垣博士為觀眾邊演唱、邊講解地介紹南音曲和古

琴曲目。講座透過曼妙的音韻和極具深意的曲詞

讓觀眾對中國音樂文化有更深了解，觀眾亦在問

答環節踴躍發問，可見講座對觀眾深具意義，成

功引起市民對極為珍貴的中國古樂之濃厚興趣。



活 動 花 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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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獲副主席夏中建先生MH及中西區兒童合唱團總監陳捷貴

先生BBS, JP 提供快速抗原測試包，確保職員在安全環境下

維持協會正常運作，保障市民健康。

2022.3.1 
「同心抗疫」提供快速測試包

本會吉祥物「DACA」榮獲由國際吉祥物聯合總會舉
辦的「2021年香港吉祥物人氣大賽」金獎，DACA
由本會青年文化大使精心設計，設計寓意為擁有無
限生機，象徵活力充沛和新開始。

DACA奪吉祥物大賽金獎 2022.4.1

本會在名譽會長兼執行委員莊毅強先生MH贊助及安排
下完成全面消毒工作，讓本會職員在疫情下維持協會
日常運作，服務市民，齊心對抗疫情。

支持SDG 中環街市藝坊 2021.12.28

本會主席劉敏儀博士出席中環街市聖誕主題活動
「Christmas with Heart 心愛聖誕 2021」，支持由 
Pantone C Workshop提供的藝術工作坊，體驗藝術與
科技結合的成果。 

2022.2.28 「同心抗疫」消毒會所支持中西區各界協會第14屆會董會
就職典禮儀式 2021.10.06

本會主席劉敏儀博士出席「香港中西區各界協會成立
26周年暨第14屆會董就職典禮」，與一眾嘉賓慶祝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2周年。

本會主席劉敏儀博士頒發由世界紀錄協會發出的世界
紀錄證書予中區少年警訊，認證其成員參與本會籌辦
的《中環夏誌》「鼓舞香港」千人打鼓活動，以嘉許
各界一同打破健力士紀錄。

2021.10.26 中區少年警訊參與本會
「鼓舞香港」千人打鼓活動 破世界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