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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與科技看似相距甚遠，但兩者
的結合藴藏了巨大潛力。事實上，科技
與藝術的結合在好幾個世紀之前已經開
始，卻遲遲未成為膾炙人口的話題。現
代文化創意產業就是兩者結合的例子，
電影、戲劇、工藝等運用先進科技來呈
現藝術，進行藝術創作，於日常生活中
頗常見。

早在2010年，於上海世博中國館展
出的「會動的清明上河圖」，就以科
技將藝術品由靜態圖像變成動態影像展
出，結果轟動全國，吸引成千上萬觀眾
慕名觀賞。因此，藝術早已非停留在
平面靜態的時代，科技也打破了「硬邦

邦」的固有形象。
然而，科技如何改變藝術？前人創造

的藝術已被世人給予解讀，添油加醋豈不
是毀了藝術品的價值？

科技打造「新」藝術體驗

恰恰相反，科技不僅有助提升藝術的
價值，更能開拓新的觀賞角度與創作空
間。藝術素來崇尚感性與想像，欣賞方
式並無限制。先進科技利於突破界限，創
造無限可能。以早年於香港舉行的「他鄉
情韻—克勞德‧莫奈作品展」為例，當中
便運用了科技重塑莫內於法國小鎮吉維尼
的家園，以投影技術打造莫內名作《睡蓮

池》的3D景象。藝術與科技的結合提供
嶄新的觀賞角度和體驗方式，助觀眾以
模擬真實體驗的形式欣賞莫內的作品。

隨著藝術日漸商業化，科技的配合
更為重要。從構思到製作，科技有助藝
術創作更多元、更創新。科技跨越了時
間和空間的限制，有關古今中外藝術的
資訊更從互聯網垂手可得。資訊流通與
科技進步有利藝術家突破想像，用更低
成本創作更高質素的藝術。

因此，藝術與科技不應再是天各一
方的領域，而是相得益彰的「好夥伴」
。

—  藝術科技

過去一年在疫情影響下，本會工作更具挑戰性。雖然多個已籌備的活動取消了，但仍成功舉

辦了五個實體音樂會及一場書畫展，並且轉危為機，因應疫情推行一系列網上活動。本會著

重文化保育的發展，致力拓展不同藝術領域，令社區人士接觸更多文化藝術的生活。

今屆以「文化生活、藝術人生」為發展方向，希望通過文藝活動提升生活質素。本會更重視

文化傳承，鼓勵青年人對文化藝術的興趣，建立更大觀眾群。因此，在未來一年，本會積極

創新，冀以更具創意的方式使文化藝術融入生活，讓青年人及不同社區人士都能接觸及參與

更多文藝活動，體驗文化生活，豐富藝術人生。

今年，本會以《鼓舞香港》揭開序幕，用鼓聲為香港人打氣，寓意透過不同活動鼓舞大眾，

為社會帶來正能量。在新的一年，本會希望繼續發揮推廣文化藝術的角色，從年青力量出

發，宣揚文化藝術共融的訊息。展望未來，本會冀與不同團體合作，推出《鼓舞香港》系

列，籍以提升正面影響力，一起建設充滿文化色彩的社區，讓大家共同活出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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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薈 萃  遊 歷 世 界  「 百 聲 合 唱 。 環 宇 風 情 」

培 育 青 年 的 文 藝 素 養  啟 發 社 區 對 文 化 藝 術 的 興 趣

本會近年推出「青年文化大使計
劃」，目的為培育青年人對文化及
藝術的素養和興趣。

聯繫、培養熱衷於文化藝術的人士

「青年文化大使計劃」匯集不同熱
衷於藝術文化的青年人，為其提供
充足的資源和發展機會，用新生力
量籌組文化藝術活動。

是計劃響應本會宗旨，培養青年人
對不同藝術表現的創造能力和欣賞
能力，啟發他們以藝術元素創建和
諧社會，提升社區對藝術及文化活
動的興趣。

走進社區 啟發社區對文化藝術的興趣

首屆「青年文化大使計劃」於2020年

正式啟動，活動豐富多彩。青年文化大

使為中西區文化藝術協會設計了吉祥物

DACA，並於4月3日參加由公民教育委員

會撥款的「吉祥物關愛參與教育推廣計

劃」。

吉祥物DACA亦於4月14日亮身於中西區

文化藝術協會的就職典禮，為協會新一年

的工作揭開序幕。

來年，一眾青年文化大使將帶同吉祥物

DACA在社區進行各式各樣的服務，例如

探訪長者、介紹香港名勝古蹟等，讓社會

認識過往歷史，承傳昔日香港文化。

「青年文化大使計劃」冀能將藝術與文化

帶進社區，推廣香港文化與藝術。

劉主席 (右)、吉祥物DACA (中) 及青年

文化大使 (左) 在台上合照。

一眾青年文化大使於攤位前開心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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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籌 與 推 動 多 元 化 的 文 化 藝 術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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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嶄 新 開 始  唱 出 活 力  「 迎 新  G r e e t i n g  a  N e w  S t a r t ! 」 音 樂 會

名 曲 共 賞  百 花 齊 放  「 玫 瑰 之 春 。 音 樂 盛 會 」

文 化 薈 萃  遊 歷 世 界  「 百 聲 合 唱 。 環 宇 風 情 」

民 族 風 情  文 化 共 融  「 中 國 民 歌 之 夜 」

「中西藝萃展繽紛」書畫展

3月4日至10日假香港大會堂舉行的「中西藝萃展繽紛」書畫展為中西

區每年一度的文化及藝術盛事，旨在培養市民對文化藝術的興趣。書

畫展讓市民有機會欣賞由本地書畫家創作的書畫藝術，為生活增添藝

術色彩。書畫展有望增加社區人士對中國文化的認識與欣賞能力，提

升對祖國及香港的歸屬感。

3月3日舉行的「玫瑰之春。音樂盛會」寓意文化藝術百花齊放，

透過演奏多首中西經典名曲，推廣音樂藝術，帶觀眾欣賞多首富

浪漫色彩的名作。音樂會集合不同音樂家的經典名曲，旨在提

升觀眾的文化素質，培養對藝術的欣賞能力，表達文化共融的訊

息。

疫情之下，「百聲合唱。環宇風情」音樂會旨在帶領觀眾透

過音樂遊歷世界不同角落，嚐遍各地文化風情。未能出國旅遊

的市民透過欣賞音樂會環遊世界，一夜間賞盡意大利的地道名

曲、法國浪漫歌曲、中國著名情歌等，豐富他們的文化生活，

將世界各地的文化風情融合起來，促進文化共融。

去年11月9日，本會於香港大會堂舉行迎新音樂會，為新一

年活動帶來嶄新的序幕。迎新活動中附有表演節目，由不

同合唱團及歌唱家唱出推廣文化藝術的活力，宣揚藝術的

渲染力。各種歌曲表演精彩絕倫，聲勢浩大，象徵協會準

備好迎接新開始、新挑戰。

「中國民歌之夜」於4月13日舉行，演唱多首中國不同

地方民歌，唱出寰宇風情。中國地大脈搏，不同民族衍

生出各種具代表性的歌曲。音樂會今次以中國民歌為主

角，透過合唱帶觀眾廣遊祖國不同地域，感受中華民族

文化的共融，欣賞中國文化藝術的美。

「 鼓 舞 香 港 」為 港 打 氣  鼓 樂 齊 鳴

「第二十屆執行委員會就職典禮暨鼓舞香港」於4月14

日舉行，以「鼓」為主題，象徵鼓勵香港在疫境自強，

亦為新就職委員會一鼓作氣，為來年會務作出貢獻。鼓

聲氣勢磅薄，激勵人心，盼為香港市民打氣，一起對抗

疫情。音樂會囊括中西鼓樂的演出，展現文化共融的一

面。
文 化 生 活  書 畫 共 賞

培 育 青 年 的 文 藝 素 養  啟 發 社 區 對 文 化 藝 術 的 興 趣



活 動 花 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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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區文化藝術協會就職典禮  2021.4.14

中西區文化藝術協會於4月14日在香港大會堂舉行「第

二十屆執行委員會就職典禮暨鼓舞香港」。今屆將以

「文化生活‧藝術人生」為目標，致力推動中西區文化

藝術發展，將其拓展成香港中西文化交匯之地。

典禮以「鼓舞香港」為題，盼以鼓聲激動人心，互相

鼓勵。多個歌樂團隊獻上精彩演出，為新一屆委員在

推動中西區文化藝術路上鼓樂齊鳴。

本會的「中西區兒童舞蹈團」獲邀於「中西區交通安全
運動閉幕禮2020-2021」擔任表演嘉賓，以舞蹈宣揚交
通安全意識。

2021.4.25 「中西區交通安全運動閉幕
禮2020-2021」「安全小先鋒」舞蹈表演  

本會主席劉敏儀博士在節目《人生馬拉松》中介紹
中西區文化藝術協會的項目〈一地點．一古蹟〉計
劃。

2020.11.14 關注「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本會主席劉敏儀博士於2020年11月14日國際青年
商會邀請出席「SDG Hack Day」國際會議，發
表可持續發展目標及文化可持續性。

2020.7.17
電台節目推介中西區文化保育據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