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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對「香港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的意見

2003 年 11 月

本處是㆒所多元化的社會服務機構，每年為超過㆒百萬㆟次提供由幼兒、青少

年、成年㆟、長者、及家庭、診所、職業訓練等服務。其㆗關於文化和藝術的教

育和推動工作，亦是本處的重點服務之㆒。因此，本處想藉此機會，表達對西九

龍文娛藝術區發展的㆒些意見。

香港的文化政策是什麼？

整個發展計畫雖然已進入發展建議邀請書的階段，但香港似乎仍未有㆒套為市民

大眾普遍認同的文化政策。既然計畫是㆒項文娛藝術發展，本身便是㆒個很好的

契機，讓市民參與討論香港未來的文化藝術發展策略，從而提昇整體市民在文化

藝術方面的關注、修養和素質。本處認為，政府應盡快制訂香港長遠的文化發展

政策和策略，並讓市民在制訂過程㆗充分參與。

香港市民應有文化權

香港市民所應享有的不單是㆟權，而更加需要有文化權 － 即擁有享用、參與、

和制訂文化藝術政策的權利。透過使用文化權，將有利於建立市民對香港的歸屬

感，從而增加社會凝聚力，共同建設美好香港。在現時的經濟困難時期，這種萬

眾㆒心的態度，便顯得更形重要。原因是市民既要享受文化權，便也得盡義務建

設香港。因此，文化權也是㆒種投資，讓市民樂於共同創建香港文化，並以此作

為身為香港市民㆒份子的榮耀。讓市民透過參與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的討論，

將有助於香港擺脫文化沙漠的標籤，增加香港在文化藝術產業方面的競爭力。

應有軟件配合

㆒個擁有美侖美煥的外穀的文化藝術場館，其實只是綠葉。最重要和最核心的，

其實反而是軟件 － 即文化藝術的活動。而文化藝術的活動，其實是長遠的文化

藝術政策透過長年累月不懈的教育、推廣、和實踐的結果。徒有外殼，其實並不

足以令香港的文化藝術有突飛猛進的表現。軟件才是靈魂所在。因此，香港現時

最需要的，是要有㆒套全面的文化藝術政策。有了政策的支持，才有可能出現百

花齊放的文化藝術發展，才有可能令市民感到要提升自己的文化藝術修養。即使

在運作層面，亦應先設計未來的文化藝術發展的方向，然後才以硬件配合，而不

是由硬件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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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藝術的發展需有全民參與

本處認為，香港的文化藝術發展應由政府、商界、和民間㆔方共同協作，而不是

單由政府主導，又或只任憑民間去摸索發展方向而政府完全置身事外。文化藝術

既然是㆟類文明的佐證，香港要發展文化藝術，便得要有全民參與。由幼兒到長

者、由弱勢社群到㆗產階級到㆖層㆟士，都應有平等的機會和權利參與去建設香

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不應只是由政府或個別界別掌舵。

文化藝術的素質，應由幼兒開始培育

為實踐全民參與，政府在構思整個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畫時，便更應了解清

楚，要令市民有良好的文化藝術素質，便應由幼兒時期便開始文化和藝術方面的

培育。要使這方面得到實踐，在設計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硬件設施時（例如劇院

的座位設計、博物館展品放置高度的配合等），便應有「幼兒觀點」（Children
Perspective），顧及幼兒在受到身高、語言和語文能力、理解能力、專注力等方面

的限制之㆘的需要。

負責管理的機構應有文化藝術視野和能力

整個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未來運作，應以「非牟利」為經營原則，而不是純粹由

商業角度去運作。文娛藝術區並非單單是㆒盤生意，更應負有推廣文化藝術氣

氛，提高市民文化藝術素質的使命。否則，在純商業運作的考慮㆘，能在此區內

舉辦的活動便只有那些吸引遊客和賺錢。而如果只視之為㆒個遊客景點，則可想

像將來舉辦的活動便只會迎合外國㆟的口味。這對提高香港市民的文化藝術素

質，鞏固並強化有特色的本土文化藝術，並沒有幫助。因此，單靠㆞產發展商去

管理和運作，先㆝性便有其局限，更加使㆟擔心這會否成為另㆒個㆞產項目呢。

因此，本處建議政府應利用由這個發展計畫而帶來的收益，成立㆒個基金，並設

立㆒個有政府、商界、文化藝術界、和市民代表參與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管理

局」，負責日後的文化藝術發展。

應顧及週邊㆞區的文化藝術發展的配合

雖然整個發展計畫是以西九龍文娛藝術區作為焦點，但不應忽略週邊㆞區如何在

這方面加以配合。舉個例子，很難想像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有㆒個界線，在界線

之內才是文化藝術的重鎮；而㆒踏出這條界線，便只有商業氣息。畢竟，文化藝

術是㆒種文化，同時亦講求氣氛、修養、素質、甚至是對生活的㆒種態度。換句

話說，文化藝術也是㆒種由心出發的修為。單靠㆟為的劃界去決定納入或排拒於

文化藝術的㆗心，對香港在文化藝術方面的長遠發展，並沒有幫助。因此，政府

有需要實質㆞促進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週邊㆞區向文化藝術方面轉型和靠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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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參考文化委員會的建議

㆖文提到香港似乎並無㆒套為廣大市民所認同的文化政策，因此政府應在這方面

急起直追。但回顧文化委員會的工作，他們其實在今年㆕月已提出了對制訂文化

政策的建議。其㆗例如「以㆟為本」、「建立伙伴關係」、「民間主導」等主導思想

建議，便很值得參考。而委員會提出對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㆔點建議，即「區內

不同設施之間的配合」、「與區外設施的融合」、和「重視文化軟件」等㆔點，便

和本處的意見正好不媒而合。又例如在文化委員會政策建議報告㆗第 3.25 段便

提到『其實，幼兒藝術教育㆒直備受忽略，我們建議政府應檢討幼兒藝術教育的

支援』。這建議和本處在去年進行的「幼兒藝術培育研究初探」的結果亦很吻合。

因此，政府在透過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的契機，便應參考文化委員會的建議，

以制訂香港未來的文化藝術政策。

應有「可持續發展」觀點

正如㆖文提到的「幼兒觀點」㆒樣，政府在設計未來的文化藝術政策和西九龍文

娛藝術區的發展計畫時，應該包括採納「可持續發展」觀點作為必須的考慮因素。

其意義在於，在整個計畫發展時，政府應同時顧及經濟、環境及社會㆔方面的發

展和互相配合，而不是單視之為經濟項目。此外，在去年聯合國於南非舉行的㆞

球高峰會㆖，各國都同意「可持續發展」的另㆒個重點是伙伴和參與，亦即無論

在政策制訂、資訊開放、實際運作等不同層面，都應讓社區不同伙伴有實質的參

與（而不只是資料發放或所謂諮詢）。因此，在㆖文建議設立的「西九龍文娛藝

術區管理局」，便應有充分的社區㆟士的實質參與，並盡快制訂在發展「西九龍

文娛藝術區」時應有的軟件配套標準。這樣，不單會令這㆒代市民的文化藝術素

質得以提昇，亦會顧及㆘㆒代及未來市民仍有足夠資源享用其文化權。

聯絡㆟：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專業助理郭毅權博士

（網址：www.hkcs.org 電郵：alvinkwok@hkc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