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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文化區登場，像打開了潘特拉箱子，香港文化發展種種問題，如欠整體政策、漠視

弱勢社群文化需要、教育和觀眾培養工作不足，還有軟件問題等等，瞬間蜂擁而出，西

九計劃無意間已推動了一次本地文化的大規檢。西九沒可能亦不應解決所有本地文化發

展問題，但這些問題確直接影響西九的成敗。 

 
芸芸議題中最為討論的，正是「軟件」培訓的問題。本地文化發展重「硬件」輕「軟件」

早為文化界咎病，經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化發展的「硬件狂潮」後，我們終於要求

落實軟件培訓。 

 
文化中介的斷層 

 
如果「軟件」是指文化發展內「人」的元素，其範疇會是極遼闊。但文化生態圈環環相

構，確要全面觀之，缺一不可，只要個別環節出現斷層或不平衡，其傷害力會頗全面。

如以「生產、中介和消費」的社會生產過程來看藝術發展，香港文化生態中三環節皆待

拓展，當中以「中介」最疲弱。「中介」指創作者與觀眾間的中間人，透過籌組節目以

至演繹推介等工作把藝術帶到觀眾，當中包括藝評人、藝術行政人員和教育工作者等。 

 
過去本地資助政策偏重「生產」，主要支持表演或展覽的製作和展出，忽略中介者的角

色。這不平衡導至生態斷層，結果是苦心經營的製作無人觀賞、展覽觀眾廖廖可數、傳

媒反應冷淡，投入金錢心思最後也是浪費。當年成立藝發局時，已致力推動發展較全面

的文化生態圈，即使近年藝發局在資助政策上亦努力推動中介工作如藝評，惟長久的漠

視，以及支援中介工作的外圍配套匱乏，令培養中介軟件仍進展緩慢。 

 
培育中介的困難 

 
以策展為例，儘管本地有不少兼具才華熱情的新進，但他/她們大都只能偶爾替民間藝

術空間任客席策展人。民間機構的財政和運作規模均細小，且策劃時間往往短促，難讓

策展人深入全面研習策展工作。近年政府博物館開始接受客席策展人參與籌劃，提供了

較全面而專業的學習空間，是值得稱許的開放表現。但策展就正如其他專業一樣，需要

長時間的浸淫摸索，獨立策展完成一展覽後復要望天打卦等待另一機會，不利持續發展

和學習，何況獨立策展跟固定地在大型博物館內任職策展差異巨大，後者在工作上需要

配合本身機構的發展目標、整體節目策劃思維、機構文化及其運作架構特色，而需要參

與的工作範疇亦為廣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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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問題是，大型文化機構如博物館，需要多類型的專業員工。現在有關博物館「軟

件」的討論，都是清一色只談最為「搶眼」的策展人，但博物館還需要負責監察、紀錄

和運輸展藏的註冊主任、展覽設計員、操控保安和場地質素(溫度、濕度和光度的調控) 的
場地經理，藏品整理及維修，還有負責籌款、市場推廣、設計、出版、展覽安裝和管理、

教育…林林種種，複雜萬分。況且西九的 M+，其規模等同英國泰德當代藝術館，非任

何本地的藝術館可比擬，當中需要「軟件」的數目之多和專業類別之廣，自然十分厲害。 

 
如何於幾年內培養大批達國際水平的「中介軟件」，將是西九特別是 M+需要首要處理的

難題。大學可以大量增開課程，但本地資深文化管理人才而又有空或興趣教學的，數量

相當有限，加上近年有不少本地資深文化管理人北往工作，令欠缺專業導師嚴重局限了

課程的發展。 

 
另一方面，我們也得承認，在文化管理上香港仍有很多地方要跟人家學習，特別是像

M+此類大型機構，有必要邀請海外專家幫助培訓本地人才。吊詭的是文化管理有強烈

的本土性，藝術的選取和展藏，演繹，機構運作、以至觀眾的期盼等，均受本地文化影

響，特別是強調以本地視野去策展、重視本地流行文化的 M+，在軟件培訓上又不能忽

視本土性。如何建立配合本地發展條件和文化特色，又能乎合國際標準的培訓機制，是

個巨大挑戰。 

 
增資源開放空間 

 
優秀文化管理者，須具備技術及專業知識、批判能力和創意等三條件，在各類文化管理

課程紛紛推出之際，須關注課程的質素和全面性，畢竟文化管理不是把幾科藝術課與管

理課混合即成，而是十分專門的學問。 

 
除培育新進外，為已在業內在職員工提供進一步培訓亦極重要，既然有些員工已積累相

當經驗，在推動專業管理和演繹上會事半功倍。民間組織自由度大卻為資源所限，令踏

上專業運作的路途步履遲緩；政府機構較具專業規模但亦較多制約規限，令演繹和冒險

舉步為艱，前者需要增加資援、鼓勵專業培訓，後者要拆牆鬆梆，讓員工有更大空間去

演繹和嘗試，以營造新景象。 

 
文化都會不可能瞬刻建成，文化軟件更是長遠投資。值此西九文化區開展之際，重整本

地文化軟件的培育，倒是重要的第一步。 

 
〔作者為前香港藝術中心展覽總監、藝發局創局成員、上海當代藝術館創館館長，現任

中文大學文化管理課程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