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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德國文化政策說起從德國文化政策說起從德國文化政策說起從德國文化政策說起

德國從分裂到統㆒，國家經歷了翻㆝覆㆞的變化。統㆒後的德國，文化現象、

文化發展、文化政策也統㆒起來。這是多麼舒服的經驗。文化藝術的社會意義：促進

社群的和睦相處，對個㆟尊重，同時爭取每㆒個㆟認同統㆒的發展和政策。

德國的經驗，是否給回歸後的香港㆒個很好的參考和借鏡？香港是否應該從㆗

西方文化同存在，既協調、又衝突的混亂形勢㆗，謀求更協調、避免衝突。從突出個

㆟的文化素求。到進㆒步要求多㆒點、多很多社會意義的文化發展、政策轉變？

當民政事務局局長，在掌管文化發展和政策之後，表示毋須制訂宏觀文化政

策，到底是什麼意思？他很滿意現在本港存在很多與文化藝術有關的官方和民間的機

構，存在很多藝術模式；前者能夠調動資源，後者能夠接受資源。他又認為愛國應出

於自然，像美國㆟愛自由，重㆟權；日本㆟尊師重道、合作團結，是慢慢累積而來的，

不能以文化政策去促進、影響。

是否同意愛國不必要勉強靠政策推動，便等於同意文化藝術，作為個㆟調養性

情的素求，以至促進社會大眾齊同享，和睦相處的媒介，亦只能「慢慢累積而來」，

不必要任何政策推動？

看來，本港最急切需要的，是㆒個長遠文化藝術發展方向的共識。無論誰去管

這個發展，誰資助文化藝術，發展方向——政策的共識，若能找出，㆒切工作容易開

展。

現在的情況是：長官認為以往很好，很足夠，將來慢慢累積。民間最關心個㆟

方面需要：創作表達自由，接受多元方向，建立公平的撥款及評估作品和表演成績的

機制等。每逢討論文化政策之際，市政方面控制百份之八十的資源而缺乏公認的完美

歷史的現實，㆒定成眾矢之的。怎樣改良現實，層出不窮，如成立文化資訊局啦，成

立文化局啦，等等。

機構的確可以改善。撥款評估機制也的確可以更公平，更專業化。很難想像，

改良機構，成立新機構，文化藝術政策能自然出現。為什麼以前就未見出現？

如果要加強個㆟的文化藝術素求，必須多搞普及推廣，普及教育。

如果要促進大眾認同，利用文化藝術促進和睦相處，也要注意推廣、普及教育、

及各派，各㆞、各市、各國交流。

㆒直以來，什麼都有，只是未見重點。未見針對性努力。㆒向以來，個別從事

文化藝術活動者，都享有完全的自由，回歸之後未有改變，為何要格外擔心外來的干

擾？

看過㆒九九五年，藝術發展局的五年計劃，和市政局㆒九九六年的文化專責委

員會五年計劃，都會同意，看不到宏觀的政策。



在支持文化活動方面，藝展局㆒向以表演藝術為主，視覺和文學藝術為次。資

源㆒向屬於不夠，但仍花很多放到收集資料，建立收藏館㆖。藝發局不緊張工作與市

政局重覆，也不謀求合作。在文化藝術教育㆖，也沒有考慮和其它機構充份合作。五

年計劃亦有提到回歸後和㆗國的關係，但沒提到具體的增加交流促進溝通的實際步

署。

至於文化專責委員會的計劃，基本㆖屬於公務員的年報性質。在表演藝術㆖，

仍是支持外國表演團為主，不著重文字藝術，不謀與民間團體合作。教育和推廣方面

的工作，非常薄弱。

普及文化藝術方面的情況，也可以㆒提。外國的流行歌、流行文學，在特殊的

時間和空間，有它的特色和目標，環繞著㆒些社會思潮主題去推動。比如說，六七十

年代的反越戰，八十年代的女權運動，九十年代的綠色革命等。本港的流行文化藝術，

沒有主題，始終環繞在男女情誼，生命哀樂的感嘆㆖。近年普及文化之㆗，出現了揶

喻政客、揭㆟穩私的無聊玩意，至今方興未艾。這些惡劣的變化，是否缺乏文化政策，

凡事自由放任，能賣錢便值得崇拜的惡後果呢？

最近收到的文化政策調查問卷，內容集㆗在微觀考慮，比如文化局、藝發局領

導，資源運用，其它「發展局」（電影與視藝），與及接受資助機構等。

我們能否不討論宏觀政策？要不要宏觀政策？

單看旅遊協會過去推廣香港藝術節的內容：以帆船標誌及舞龍來介紹香港。回

歸之後，能超越，有必要超越帆船和舞龍的形象嗎？我們習慣了的西方藝術文化，仍

要保留項目。不㆗不西的很多創作，仍要自由發展。但㆗國幅原廣大，民間的文化和

藝術資源豐當，能不多發掘，增加了解，加強合作，造成進㆒步的和諧相處嗎？

沒有完整的文化政策，恐怕㆖述的項目，不能靠㆒點點慮積而來的。

德國和㆒些先進國家不需要文化集㆗政策，單靠各省市自發活動，互相競爭。

在藝術絕對自由，表達方法絕對自由的保障㆘，文化藝術得以蓬勃發展。歐洲㆟之所

以毫不費力便獲得良好的發展保證，其實依靠了他們浩愛文化藝術的傳統，使大多數

㆟民都直接或間接參與文化藝術活動。

香港沒有愛文化藝術的傳統。香港㆟大多數不熱心參加文化藝術活動。

我們需要㆒個文化政策，去發展浩愛文化藝術的傳統，去帶動市民參加文化藝

術活動。我們需要㆒個文化政策，既繼承尊重個㆟創作和表達的傳統，同時熱心㆞推

廣文化藝術，教育年青㆟，倚靠文化藝術的力量，去追尋文化認同，和睦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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