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二一年九月六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與民政事務委員會

監察西九文化區計劃推行情況聯合小組委員會

西九文化區倡議的學習和社區參與活動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匯報有關西九文化區（西九）倡議的學習和社區參

與活動。

背景

2.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管理局）在積極推廣場地及活動的同時，亦推

行一系列特別設計的學習和社區參與活動，讓公眾了解西九的變化和發展，

提高他們對現代及當代視覺文化、中西文化藝術交流，以及不同種類和風格

的表演藝術的認識及興趣。這些活動對鼓勵青年人參與尤其重要。本文件向

委員闡述管理局向公眾提供學習和社區參與活動及節目的持續工作，以及為

籌備各文化藝術設施開幕所作的努力，包括 M+和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M+ 

建立學習社群

3. M+十分重視教育，其願景是建立一個學習社群，透過視覺文化培養

同理心、尊重、多元視野和創意。M+致力提供開放和友善的平台，造就充滿

創意的學習體驗，藉此營造積極的學習文化，將人、事物和空間連繫起來，

並期望觀眾通過交流、反思和實踐，建立對自我和外在世界的歸屬感。

教育項目

4. 為實現其願景與使命，M+透過以下重點教育項目，將 M+藏品系列

與不同類型的觀眾群連繫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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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青年及社區參與

5. M+希望透過視覺文化啟發及支持青少年探索自我，並在過程中發揮

創意及培養批判思維。在 2015 年至 2018 年期間，「M+夏令營」每年為約

400 名中學生和 70 名大學生義工提供了寶貴的外展活動。從 2019 年至今，

M+透過舉辦一系列「M+夏令營舊生活動」，與過往參加者維繫及延續建立

的關係。為了在開幕前接觸潛在的年輕訪客，M+與香港青年協會和賽馬會

M21 媒體空間，攜手推出一系列網上與創作人對談節目，內容圍繞現今青少

年可能面對的問題。該節目在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6 月期間，共吸引超

過 280 000 人次在線觀看。

6. 同時，為確保 M+未來的節目切合青少年的生活和需要，我們組織

了名為「M+青年部」的義工團隊，與 M+及創意工作者一起為廣大青少年設

計、創作及製作節目。M+開幕後，我們將定期舉辦工作坊和對談，內容關於

青少年的發展及 M+藏品系列，讓他們有機會與來自不同背景和專業範疇的

創意工作者交流。

7. 除了直接推動青少年的參與，M+亦透過別具創意的館內及外展活動

接觸本地社群。為了讓觀眾以新方式享受展覽空間，M+將推出與 M+藏品系

列相關的節目，例如現場展演、工作坊和一系列藝術活動，邀請創意工作者

於展覽空間內為觀眾帶來充滿樂趣的體驗。此外，M+正與一位本地藝術家及

來自社會服務界的合作夥伴攜手開展社區計劃，其中包括於 M+的學舍展示

藝術家的作品。M+將在博物館內外提供一系列活動，包括由藝術家帶領的工

作坊、社會服務界的分享和社區外展活動，以鼓勵社會上更廣泛的交流和參

與。

(B) 家庭及共融參與

8. M+奉行共融精神，歡迎任何背景、年齡及能力人士參與。為鼓勵家

長與孩子一起學習，我們將於周末定期舉辦家庭日，活動包括導賞、工作坊、

放映、表演，以及設有講故事環節和手作活動的流動創意站，提供富有趣味

的互動體驗。重點項目之一是由殘疾藝術家帶領的活動，讓家庭和其他觀眾

可以從能力不同人士的角度和視野，探索視覺文化。

9. 與此同時，M+亦為有特別需要的訪客，提供各種通達和創新的無障

礙體驗機會，讓他們了解視覺文化，例如提供通達工具的特備活動，協助參

加者與 M+藏品系列互動。此外，M+亦將提供各類網上和語音資源，包括介

紹博物館通達設施基本資訊的小冊子，讓觀眾在參觀前做好準備。長遠來說，

M+希望在博物館內建立一個學習社群，並成為不同訪客的首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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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學術（學校、教師、講座及研討會） 
 
10. M+的目標是成為推動幼稚園、小學、中學和大專院校師生學習和探

索視覺文化的領先機構。M+與本地文化工作者合作舉辦「M+ 敢探號」，是

一個專為學生和社區人士提供流動創意教室及展覽空間的主要外展活動，並

自 2016 年起，一直到訪本地學校和社區。在本年度，我們與藝術家王天仁

合作，由他設計的《拾萬個為甚麼？》展覽，強調提問對學習的重要性，讓

參加者擺脫慣性的思維方式。「M+ 敢探號」的短片於 2020 年推出，至今

已有超過 100 000 名學生收看。當學生重回課室，M+團隊與王天仁將活動

帶到學校，到訪了 17 間學校，有約 1 800 名學生參加。展覽由 2021 年    
6 月起的周末期間，在西九的海濱平台對外開放，吸引了超過 2 500 名訪客

參觀。 
 
11. 為籌備博物館開幕，M+設立了教師圓桌會議，以了解學校對 M+為
各級學生設計的活動的期望。全港學校將獲邀參與於 2021 年年底舉辦的簡

介會，介紹博物館及即將開展的活動。M+開幕後，我們會為學生安排一系列

定期的專題導賞及工作坊，讓學生了解 M+藏品系列與他們的時間、地點和

日常生活有何關聯。 
 
12. 除本地學校外，M+亦致力搭建更廣闊的平台，促進有關香港和亞洲

就視覺文化的知識交流。為方便訪客認識 M+藏品系列，M+將每天安排由訓

練有素的 M+導賞員義工帶領的定時導賞及即興短講。一系列講座將邀請本

地和國際的藝術家、創作人、策展人和文化工作者，分享他們對關鍵議題的

經驗和見解。M+亦期望與學術機構合作，開展研究和提供探索視覺文化主題

的短期課程。透過多元化的切入點，M+希望以多種方式和從不同角度激發訪

客對視覺文化的好奇心。 
 
(D) 詮釋及數碼學習 
 
13. 為了向參觀博物館的訪客帶來親切感，M+致力為所有訪客提供容易

理解、知識豐富及與生活息息相關的資訊及內容。當訪客漫步於展廳欣賞展

品時，我們將提供不同類型方便訪客的工具，包括語音導賞、有關活動資訊

的紙本指南及介紹展廳的文本，幫助他們了解重點展品，並聯繫他們的生活

經驗。部分展覽空間的設計則以學習為本，特別供訪客探索視覺文化，例如

「匣子」展廳便是一個互動的開放式的儲存空間，展示超過 200 件來自 M+
藏品系列的作品。此外，在眾展廳之間亦有學習空間，提供可隨時參與的活

動。此外，M+將有網上學習資源和短片，讓訪客可以了解更多有關 M+藏品

系列、展覽和節目的內容。這些項目旨在拉近 M+訪客和博物館內容之間的

距離，為教學和知識交流建立一個開放、方便和可持續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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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14.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使命和願景的其一個主要方向是學習及公眾

參與，其學習及參與計劃將會成為（a）中國藝術、文化與歷史的教育資源；

（b）協作及社區參與的平台；以及（c）本地及全球不同類型觀眾的創新和

創造力的催化劑。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目標是成為博物館教育的創新領導者，

透過新穎易明的內容、創意的節目安排、嶄新技術以及與本地及全球持份者

合作，豐富和改變人們對中國藝術文化的了解。為實現上述目標，博物館現

正專注於以下三個方面： 
 
(A) 學習中心 
 
15. 位於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地面低層的學習中心，佔地 1 600 平方米，

是香港博物館中其中一個最大的專用學習空間。中心設有一個可容納 400 個

座位的演講廳、一個演講廳大堂、四個寬敞的活動室及一個資源中心。這個

充滿活力的空間呈現創新學習和創意實驗，旨在滿足訪客的個人和社會文化

需求。我們計劃在中心舉辦廣泛的教育活動，從電影放映到公開講座、學生

作品展覽、藝術課程和工作坊、數碼藝術製作站、社區健康藝術活動，以及

藝術和文化短期課程。資源中心提供書籍和其他學習材料供公眾使用。 
 
(B) 學校夥伴計劃 
 
16.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計劃與本地學校社群建立長期策略夥伴關係，

透過有意義地接觸展覽和文物展品來擴展課堂學習，為師生提供有關中國藝

術和文化淺白易明的學習資源，並為教師提供培訓和專業發展機會。 
 
17. 我們目前的焦點是支持學生探索藝術和文化在社會中的角色，尋找

思考和探索歷史的新方法，並引導他們發揮創意。正在規劃的計劃包括以對

象為本的學習計劃、流動文物修復站和工作坊、實習計劃，以及為學校社群

而設的數碼學習平台。 
 
(C) 社區參與 
 
18.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社區參與工作以多元、平等、通達共融的價

值觀及理念為基礎，我們計劃推出大型的義工和導賞員計劃以吸引社區參與。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致力通過一系列共融服務，從通達參觀以至不同形式節

目，令所有訪客都能享受無障礙的博物館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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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深信藝術帶來改變的力量，我們計劃邀請社區

成員與本地藝術家合作創作藝術品或表演。我們亦會透過節日、小型展覽和

街頭演出等活動接觸香港各區的社群，促進對中國藝術和文化的了解和欣賞。 
 
開幕前的觀眾拓展和持份者參與活動 
 
20. 為籌備於 2022 年年中的博物館開幕，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已開展

一系列開幕前計劃，以提高其知名度、建立團隊和觀眾群及連繫持份者。這

些項目包括由來自北京和台北故宮博物館以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講者主

講的「故宮文化講座系列」，以及我們參與的大型文化活動，如「香港書展

2021」及 2019 年、2020 年及 2021 年的「典雅博藝」。 
 
21. 在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5 月期間，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舉辧

或參加了 11 場持份者交流活動，有約 1 000 名來自藝術、文化及教育界人

士參與，當中包括來自超過 320 間中小學、大學、大專院校、特殊學校和幼

稚園的校長及教職員。我們介紹了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定位、展覽和學習

活動、營運計劃和人手安排，並獲得寶貴的反饋。此外，香港故宮文化博物

館亦出席了香港藝術發展局及其他諮詢委員會的會議。我們更於 2021 年    
5 月透過由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董事局主席和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帶領

的網上公眾參與活動，與市民大眾溝通對話。 
 
 
表演藝術 
 
22. 西九多個表演藝術場地陸續落成，現包括戲曲中心、自由空間及

藝術公園。興建中的演藝綜合劇場設有一個可容納 1 450 個座位的演藝劇場、

一個 600 個座位的中型劇院和一個 270 個座位的小劇場，預計於 2024 年

落成。管理局的表演藝術處透過一系列節目及活動，致力培養藝術觀眾群，

推動終身藝術學習，並鼓勵香港及其他地區的不同社群（即來自不同年齡、

社會人口和藝術欣賞水平）更廣泛及深入參與，旨在提高觀眾對多元藝術的

欣賞能力，改變公眾對表演藝術的看法，由以往的難以接近或只屬精英的活

動，以至成為市民大眾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提升表演藝術在他們生活中的價

值。 
 
培養觀眾 
 
23. 為建立更廣闊的觀眾群，表演藝術處繼續策劃和製作以社會不同

觀眾群為目標的多元化和不同藝術形式的節目和全新製作，以及教育拓展活

動。為保育傳統及促進戲曲發展，表演藝術處呈獻戲曲中心的常設節目茶館

劇場「粵・樂・茶韻」，透過特別設計的劇目編排，向新觀眾介紹粵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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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精選粵劇曲藝、折子戲及音樂演奏輔以導賞員解說。自 2019 年起，節目

共上演超過 350 場演出，吸引超過 29 000 名觀眾。「小劇場戲曲節」亦為

中國戲曲的傳承、開拓和創新的可能性提供了令人振奮的新視野，而原創粵

劇「跨年大戲：新編粵劇《戲皇》」將於 2022 年新年為新舊觀眾帶來歡樂。

除粵劇外，表演藝術處亦邀請京劇、崑曲、高甲戲、越劇、山西戲等不同戲

曲種類的海外及內地劇團來港演出，以培養更廣的觀眾群。 
 
24. 為探索在目前疫情的限制下，以及日後為網上/現場觀眾提供藝術

節目的新方式，自由空間於 2020 年委託三支本地年輕藝術家團隊透過創新

的全新作品，探索當代戲劇和表演的未來。該合作演變為「表演未來」系列

下的三部新作品，並將於 2021/22 年度公開演出。 
 
學習 
 
25. 在早期接觸藝術對年輕人的全面發展至關重要。專為年輕人設計

的節目包括「西九茶館劇場教育專場」，讓學生以有趣和互動的方式了解戲

曲和中國文化。透過輔以即場解說茶館劇場劇目演出和由主持人帶領的討論，

以及戲曲中心的導賞，將藝術學習延伸至教室之外。為了進一步支援學校的

教學活動，此活動還包括度身訂造的教師工作坊和教學資源手冊，介紹粵劇

及節目。 
 
26. 自 由 空 間 亦 提 供 互 動 角 色 扮 演 工 作 坊 ， 例 如                          
「童遊 Freespace」(2019)和「後台小職人」(2021)，都是專為兒童介紹戲

劇幕後技術和製作的基礎知識而設計的節目。 
 
27. 為了讓年輕人及日益增加的銀髮一族透過藝術分享經驗和想法，

表演藝術處於 2021 年 5 月至 6 月期間推出了「戲曲跨代賞」，讓 60 歲或

以上的長者及他們的年輕一輩家人共同參與一系列粵劇活動，包括戲曲中心

導賞團、粵劇身段工作坊和欣賞茶館劇場演出。活動讓參加者體會這種深受

愛戴的本地傳統藝術，同時鼓勵兩代人互相交流對城市發展與文化的記憶和

感受，促進跨代溝通。 
 
28. 為進一步推廣藝術學習，表演藝術處會定期以各種表演藝術為主

題，舉辦網上及現場的講座、研討會、工作坊等，主題包括藝術欣賞、藝術

和文化管理，以及中國文化的講題。在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下場地關閉期間，

表演藝術處舉辦了一系列的免費網上分享會和講座，包括《網上直播與劇場

演出如何結合：前進進《午睡》團隊分享會》、《虛擬舞台的創作空間》、

《線上合奏新模式：科技如何促進跨地域音樂合作》，以及《戲曲對話 II：
「西九戲曲小劇場：為何創新？實驗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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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為向戲曲中心的公共空間注入活力及推廣粵劇藝術，我們利用戲

曲中心中庭定期舉辦展覽，包括目前粵劇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關德

興先生的生平及事蹟展覽。 
 
30. 為配合傳統藝術形式的教育，「戲曲中心導賞團」於 2019 年     
1 月展開。這個 60 分鐘的導賞團以粵語、英語或普通話進行，並輔以多媒體

元素，幫助訪客探索戲曲中心的設施，了解其建築和設計特色，並發掘戲曲

藝術的文化和故事的趣味知識。我們亦每周為學校，及註冊的慈善或非牟利

機構提供免費團體導賞。 
 
社區參與 
 
31. 社區參與是西九的核心元素。我們相信藝術在改變生活方面發揮

著積極的作用。表演藝術處為此在各個主要表演藝術範疇（戲曲、戲劇、舞

蹈及音樂）均提供一系列可負擔和普及的節目及活動，從而把藝術推廣至各

階層的公眾。 
 

32. 「自由爵士音樂節」是管理局年度的標誌性的戶內和戶外音樂藝

術節目，呈獻爵士樂—當今其中一種最受歡迎的音樂類型—的創新和多樣性，

活動將於 2021 年 10 月第三度回歸。大部分於藝術公園及海濱長廊舉行的

節目都免費入場。活動每年都吸引過萬市民參加，一同陶醉於音樂、藝術和

美食佳餚的溫馨氛圍中。 
 
33. 另一個免費節目是首次舉辦的假期主題活動「暑假聚：港產世界

冠軍」，活動已於 2021 年 7 月 10 日至 11 日舉行。一家大小和其他訪客於

自由空間和藝術公園免費欣賞本地頂級高手帶來的搖搖、劍球、跳繩等表演

及參與工作坊。活動並將於明年再次舉行。 
 
34. 管理局利用西九藝術公園這個獨特適合騎單車的戶外表演場地，

推出「音樂三輪車」節目。這個首創活動，糅合藝術普及、循環再造及培養

年輕香港藝術家三大元素。「音樂三輪車」設計獨特，放上一台於香港

1960 年代，由曾福琴行製造的直立式鋼琴。鋼琴家加上另一位街頭藝人，

由單車駕駛帶領下沿著海濱長廊和大草坪為訪客帶來歡樂及互動，創造難忘

的藝術體驗。 
 
35. 戲曲中心定期於周末在中庭舉辦由專業音樂團隊合演的免費音樂

節目「悠揚音韻樂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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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36. 請委員備悉西九倡議的學習及社區參與活動。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2021 年 9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