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鄭培凱教授：

　　為甚麼文化傳承如此重要，因為文化不是死的，
是有感情的。中國強大起來，對中國文化的傳承有很
大幫助。胡錦濤主席提出構建和諧社會，不折騰，提
法很好。

香港漫畫家阿虫：

　　因為你潛意識自私，你才會認為他人自私，或

他人侵犯了你的利益。我們必須懂得真和愛，才會

有真正的快樂。

香港京崑劇場創始人及藝術總監鄧宛霞：

　　我有機會接觸東、西方文化，當我回頭一看，始

終覺得最愛還是中國傳統文化，她的內涵是如此的深

厚、廣博。香港不是沒有人才，但前提是要有一個很

好的文化政策，這樣才能讓大家有更好的發揮空間。

香港資深導演高志森：

　　一百年的殖民歷史，造就了無根的一代香港人。

與年輕人講傳統文化，恐怕只會立刻招來一句「你

好OUT噢」。香港人喜歡「破」，卻不喜歡「立」；

「破」就天下無敵，「立」又拿不出自己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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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

　　學問皆因自己的興趣而起，著作不刻意逢迎時

代的背景，而詩文畫作，更是古風猶存。

香港舞蹈團藝術總監梁國城：

　　只要真正深入到中國文化之中，深入到人們的生

活之中，你就能感受到中國舞的無處不在。她是如此

具體、豐富，通過悠久的歷史，呈現在你的面前。

中國畫協進會理事長、香港蘭亭學會會長羅冠樵：

　　文化創作，要能培養孩子們良好的品格才行。

生活中不同經歷，都能激發我的靈感，特別是那些

為孩子們而寫的故事。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邁向十周年之際，全面革新和豐富網站內

容，成為香港首個全面性、綜合性的文化網站。我們特別增添了

「名家訪談」、「文化資訊」、「活動指南」、「文化旅遊」、

「中華民族史」等欄目，為文化界提供香港和世界各地的文化信

息，建立一個向全世界推廣香港文化的窗口。其中「名家訪談」欄

目，走訪文化界各個領域的領袖和專家，暢談其對中華文化及香港

文化發展的看法，訴說他們的動人故事。他們的故事，也許令你感

動，也許令你加深了解中華文化的內涵，使你從此愛上了她。

　　創新是民族的靈魂，只有創新，歷史才會

不斷前進，社會才會不斷發展。「資源有限，

創意文化無限」；「創意文化關乎一個國家和

民族的未來」；「資本的時代已經過去，創意

文化的時代已經來臨」。

　　九十年代採訪高敬德博士時，文章裏面不乏「當了哈

爾濱的開荒牛」、「國企醫生」、「開創先河」等一類讚

美之詞。是的，二十多年來，高敬德的足跡和投資遍及

祖國東西南北，創下一個又一個奇跡。時至今天，雖然他

身上已掛滿各種光環，但他「敢為天下先」的鬥志絲毫不

變，而且站得更高，看得更遠。他的抱負是產業報國，心

中所繫的已不單是企業的效益，而是國家的利益。故此，

他把握時代脈搏，在深圳建設一個全國乃至世界矚目的高

科技產業基地，該項目投資巨大，科技含量特高，社會效

益和經濟效益極佳，而且填補了國家化學半導體產業的空

白。他要為國家工業的自主創新走出一條道路。

　　高敬德最大的心願是產業報國，而回饋社會則是他一

直以來的目標，「取之社會，用之社會」，他坐言起行，

說到做到。高敬德博覽群書，善於思考，在環顧香港回歸

初期的社會、經濟和文化情況後，頗有感慨：香港長期受

殖民統治的影響，由於回歸祖國時間尚短，港人的國家意

識、民族觀念仍然薄弱，香港的人心還未實現真正回歸，

而要實現人心的真正回歸，須首先從文化入手。中華文化

是香港文化的根，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推動中華

文化，乃實現香港人心真正回歸的最佳辦法。因此，儘管

2000年香港經濟受外圍影響仍處於低潮，但高敬德義不容

辭地挑起社會重擔，毫不猶豫地投入了巨大資金，與多位

知名人士發起並聯合香港200多位全國政協委員、人大代

表和社會名流成立了一個致力於弘揚中華文化的全港性、

綜合性的文化大團體—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文化總會的創

立，成為香港文化領域新的里程碑。

文化具有巨大的精神力量

　　提起文化的神奇威力，高敬德特別來勁。2002年7月6

日，文化總會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

特區聯絡辦公室所屬香港文化藝術基金會，在紅磡香港體

育館共同主辦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慶祝香港特別行

政區回歸祖國五周年大型軍樂隊列表演」的盛大晚會，這

是一場別開生面、饒富意義的匯集軍樂、步操、舞蹈及歌

唱為一體的大型綜藝晚會。是次活動邀請到中國人民解放

軍軍樂團專程來港演出以及邀請到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

部隊參演，一展中國人民解放軍正義、威武、文明之師的

風采，為香港市民提供耳目一新的美好享受，大大提高了

廣大港人的精神文明，更起到一種勵志的作用。

　　在這次活動中，文化發揮了無與倫比的精神力量，高

敬德從中得到很大的啟迪。當今全球金融海嘯肆虐，香港

亦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文化總會於今年2月中旬倡導推

動並主辦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祖國之光

——海陸空軍事模型、文化藝術展」，從軍事模

型和文化藝術兩方面展現祖國的成就和國力，

使廣大市民增強國家觀念和民族情感。這不但是

一次最好的國民教育，更藉此啟迪創新的思維，

發揮逆境自強的拚搏精神，激發全港市民戰勝困

難和迎接挑戰的鬥志和信心，堪稱意義重大。正

如胡錦濤主席所說：「在危機面前，誰能挺得過

去，誰就能贏得更大發展」。高敬德認為，面對

金融海嘯的衝擊，只要我們同心協力，把握危機

中的機遇，就能看到希望的曙光。

　　高敬德說，這次軍備模型展是第一次在香港

舉辦，展出的近百款中國現代化的先進軍事模

型，展現了中國軍隊現代化建設的巨大成就和嶄

新風貌，市民和各界嘉賓對該展覽的熱烈反應，

給予我們極大的激勵和支持。我們在下半年將陸

續在社區舉辦巡展。

建議設立文化產業發展局

　　創新是民族的靈魂，只有創新，歷史才會不斷前進，

社會才會不斷進步。「資源有限，創意文化無限」；「創

意文化關乎着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未來」；「資本的時代已

經過去，創意文化的時代已經來臨」。當前，特區政府正

積極拓展文化創意產業，對此，高敬德不僅非常認同，還

是首倡者。他說，文化歷來是經濟發展的原動力，文化藝

術和知識經濟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富有活力的文化藝術

活動緊緊吸引着各類人群，激發大眾的思維，而大眾的活

力又帶給新經濟無限的創意和成就。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

根本之道在於深化文化的內涵，至於培育創作人才、激勵

創意、促使創作成果產業化，以至創業融資等多個環節，

亟需香港政府和有心有力的財團大力支持和資助。

　　他說，香港具有獨特的多元文化和豐富的文化底蘊，

但缺乏一個讓這些文化發光發亮的平台。若無一個機構來

統籌發展、包裝策劃、宣傳和推廣香港的獨特文化，多麼

好的文化藝術也不會為世人所知，更遑論讓世人欣賞乃至

打造成為文化產業。所以，香港需要成立一個以民辦為主

的「文化產業發展局」來統籌和推廣香港的文化藝術，並

藉此打造具有香港特色的文化產業，將香港文化工作者的

產品變成文化商品進入文化市場，為建設香港和諧文化，

構建香港和諧社會貢獻力量。

　　高敬德認為，「文化產業發展局」的設立，對於促

進香港文化產業發展十分重要。首先，文化創意產業能

夠成為香港新的經濟增長點，提高香港的競爭力。縱觀

當今世界發達國家，無不將發展創意文化產業作為國家

發展的戰略，這已成為一股不可逆轉的世界潮流。「文

化產業發展局」的成立，為香港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訂

立目標，並可對文化創意產業進行針對性的研究，將極

大地促進香港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其次，以民辦為主

的「文化產業發展局」可為香港特區政府在發展文化創

意產業方面起到拾遺補缺的作用。目前，香港特區政府

十分重視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在數碼娛樂方面，有數碼

港項目的政策和配套支

持；在創意設計方面，

有設計智優計劃的鼓

勵；在電影方面，有電

影發展局來推動本港電

影業的發展。但在大文

化產業方面，香港政府

卻沒有一個具體的機構

來研究文化產業的發展

路向和目標。此外，文

化產業發展局可為香港

文化品牌拓展國際市場

和建立國際交流平台。

文化產業發展局將會為

香港文化品牌打開並拓

展國際市場，一方面弘

揚中華文化的精粹，一

方面吸收西方文化的優點，同時，可令香港文化藝術家

的文化藝術成果快速轉化為文化商業成果和收益。

向世界展示中華文化的偉大

　　談到中華文化的內涵，高敬德指出，中華文化的精

神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政通人和、和而不同、兼容

天下。中華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思想，「中國的儒家思想

以『和』為主軸，在這個準則影響下，千百年來中國人

對內珍視家庭團結，對外與友鄰和睦相處，這就是中國

要向世界展示的中華文化的核心，是中華民族五千年燦

爛文明的瑰寶，是中國屹立於世界之林的精神支柱。當

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歐美商人因不了解中華文化而感到

不便時，雖然他們不願意承認學習中文是因為承認中華

文化的博大精深，而是因為經濟方面的需要，但他們終

於還是不得不對中華文化低頭。這說明文化與經濟是不

能分離的共同體。從另一個角度看，當中國崛起成為世

界焦點之後，中華文化以軟實力開始在世界彰顯獨特的

影響力，外國一些輿論也不得不面對事實，承認不能對

中華文化的崛起採取抵制態度，而應該以接納的態度支

持中華文化走向世界。 

　　基於此，高敬德堅定地說，文化總會將責無旁貸地

承擔弘揚中華文化，把中華文化推向國際的責任，向世

界充分展示中華民族悠久燦爛的文化，深化世界對中華

文化的認識和了解，增進中國與世界的溝通和交流。因

此，文化總會的成立是非常正確的，在香港這個中西

文化相互交融的地方，以中華文化為紐帶的路子是走對

了。文化總會不斷舉辦具有重大意義的大型活動，不僅

有利於把中華文化發揚光大，還有利於締造社會的和諧

氛圍，更有利於香港的穩定繁榮。高敬德的遠見卓識又

一次得到了印證。

擔子越來越重

　　二十多年來，高敬德憑着超前的見識，過人的魄

力，堅毅不拔的意志，在他的事業上闖出了一條條成功

大道，在他的人生上寫下了一頁頁輝煌篇章。有人說：

一生人幹了一件轟轟烈烈的大事，就無愧於此生了。而

在高敬德的人生中，已經幹了無數件轟轟烈烈的大事和

超時代的大事業。不過，他對自己所取得的這些成就卻

淡然處之：「這算得了什麼？還有很多事需要我們繼續

努力。人生最大的意義和價值，在於發揮自己的力量，

能夠對於社會作出實質貢獻，為人們創造更美好的前

景」。

　　聚焦於財富，超脫於財富，既是企業經營的至高境

界，也是人生奮鬥的至高境界。正是人生有限，社會責

任無限。高敬德會長懷着愛國愛民族的情懷，不僅致力

於弘揚中華文化，並為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為祖國的

統一大業竭盡全力，他的擔子越來越重，但他的道路卻

越走越寬……

璟 陶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的宗旨是團結香港一切愛祖國愛香港並願意弘揚中

華文化的社會團體和人士，形成一支凝聚社會各階層和廣大民眾向心力的

愛國愛港的主幹隊伍，致力於弘揚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促進

香港與海內外文化藝術的創作與交流，促進香港文化事業的發展，真正實

現人心和文化的回歸，為「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和社會和諧穩定繁榮，

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早日實現，為把香港建設成為國際文化大都會而貢

獻力量。

　　文化總會於2000年10月28日成立，得到了中央政府有關方面和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中央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的大力支持。九年來，文化總會

屬下社團已由創會之初的34家迅速擴展到現在的近300多家，擁有會員7萬餘名，

涵蓋本港琴棋書畫、詩詞歌賦、音樂舞蹈，戲劇曲藝、文學創作、政經評論、思

維邏輯、氣功武術、攝影陶藝、魔術奇藝、木偶剪紙、動畫漫畫、美術設計、茶

藝茶道、雕刻盆景、中醫中藥、體育科教、傳播媒體等廣闊的文化領域，獨具其

他社團不能比擬的貫通香港上、中、下各社會階層；融匯香港婦、老、少各類別

人群的顯著特點，社會根基越來越深，影響力越來越大，已成為香港最大的文化

社團和不可忽視的愛國愛港新生力量。

　　多年來，文化總會積極舉辦具有開拓性和創意性

的活動，我們首先提出設立「青少年文化宮」和「香

港文化產業局」的建議，推動政府、社會各界及市民

共同推進文化的創新和發展。文化總會組織香港文化

界參加「第三屆中國（深圳）國際文化產業博覽交易

會」開幕典禮，並與民政事務局合辦「香港青年文化

藝術節」，為政府和民間文化社團之間的緊密合作創

出了新路。同時，藉此吸納了一批本地、以年輕人為主的團體，包括影視界「藝

進會」的成員，為文化總會增添了生力軍。

推動官民合作  促進公民教育

　　我們走進社區，2007年春連續舉辦了近30場表演和展覽。為弘揚儒家文化，

建設和諧文化，樹立民族正氣，文化總會和大公報還合辦了「孔子宴」，反應熱

烈。文化總會一直不遺餘力地推動公民教育，如與香港文化藝術中心合辦國民教

育系列課程——「改革開放30周年與中國的近代發展」，今年初舉辦的「祖國之

光——海陸空軍備模型、文化藝術展」，掀起了全港性公民教育的熱潮。而主辦

的兩次徵文比賽的成效更令人欣喜。

　　2005年，為了使全港青年學生加深對實行「一國兩制」的認識，進一步了解

《基本法》，增強對國家和香港的認同感以及對香港的承擔感，文化總會聯同教

育統籌局、民政事務局舉辦了「全港中學生《基本法》中文徵文大賽」，吸引逾

50間學校數萬名學生參與，收到參賽稿件2,000多份，活動取得了空前成功，並在

香港中學生中掀起了學習《基本法》的熱潮。

　　2006年底，本會再度聯同民政事務局、教育統籌局、香港藝術發展局、公民

教育委員會等舉辦「共建和諧社會 迎接美好明天」全港中文徵文比賽，反應非常

熱烈，公開組和中學組收到稿件13,000份，吸引了10多萬名社會大眾和130家中

學參與，創下了徵文比賽參與人數和參與學校的新紀錄，獲得了特區政府和曾蔭

權行政長官與中聯辦的高度關注和重視。這次徵文比賽通過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思

想，讓參賽者和廣大港人充分認識建設和諧文化，構建香港和諧社會的重要性。

　　文化總會積極支持香港特區的政制發展應按實際情況循序漸進地發展，支

持《全國人大釋法》、支持特首選舉和立法會選舉等各項政治活動。文化總會

多次根據形勢，及時召開批判《法輪功》座談會和駁斥陳水扁「一邊一國」謬

論座談會。

豐富精神生活 提升社會文明

　　此外，文化總會所屬多個團體為推動文學發展和文化藝術作出了重大貢獻。

香港文學促進協會出版近300部「龍香文學叢書」及一套63本中英對照的「龍香詩

叢」，在國內外極具影響；當代詩學會也出版了300部中英對照的「中外現代詩名

家選」，對中文詩走向世界作出了貢獻；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學會緊貼時勢，及時

發表立論中肯的文章，出版了7部巨著，為社會的穩定作出貢獻。九年來，出版的

書籍1,000多部，雜誌4本100多期，報紙300多期，緊密配合時局，在報刊發表文

章30,000多篇。文化總會在香港社會已形成一股強有力的聲音。

　　文化總會舉辦了多項獨具影響力的社會文化活

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07年7月20至22日與全國

政協書畫室在香港展覽中心共同舉辦的「和諧頌—慶

祝香港回歸十周年中國著名畫家作品展」，曾蔭權行

政長官、前中聯辦高祀仁主任、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

員公署呂新華特派員以及多位政商名流主禮及出席開

幕典禮。畫展吸引了眾多香港市民踴躍的觀賞，情況

一時無兩； 2008年6月舉辦大型「中國百名將軍書畫展」，2009年2月首次主辦

「祖國之光─海陸空軍備模型、文化藝術展」。而2002年7月6日在紅磡香港體育

館舉辦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回歸祖國五周年大型軍樂

隊列表演」盛大晚會，在國內外反響巨大。九年來，文化總會推廣中華文化的各

類活動和表演近2,000項，包括多種形式的文藝表演和京劇、越劇、粵劇專場表

演、贊助康文署舉辦的「CCTV 空中劇場—京劇群英會」演出以及「中國民間藝萃

博覽會」等。尤其我們籌劃的大笪地普通話推廣活動等直接接觸到香港各社區和

廣大市民，十分受歡迎，文化總會的社會根基越紮越深。

推動文化經貿交流

　　2004年8月，文化總會協助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在香港舉辦了「鄧小平誕辰100

周年大型圖片展覽」，社會影響極大。2008年8月，文化總會支持和贊助奧運金牌

選手訪港並在香港大球場舉行「奧運金牌精英大匯演」。

　　文化總會亦致力於以文化活動推動經濟發展，並開創了「商務文化」的先

河。九年來，文化總會接待多個省市政府代表團計60多個，為中國各省市與香港

的經濟文化交流架起了橋樑。文化總會還率領經濟文化考察團赴內地各省市考察

20多次，其中60人以上投資考察團達6次，有力地促進了香港與內地經貿文化的合

作。在文化交流方面，接待了來自內地、台灣和國際上的50多個文化團體，為加

強兩岸四地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天災無情，人間有愛。2008年5月，高敬德會長及時通過中聯辦向四川抗震救

災捐贈600萬元港幣。文化總會並向會員發起為四川地震賑災募捐活動，通過中聯

辦捐贈予災區。

這就是我們的祖國

林璟陶

江山如此多嬌

巍峨的喜馬拉雅山，雄偉的萬里長城，

奔騰的長江黃河，秀麗的九寨風光……

祖國幅員遼闊，山奇水秀，地靈人傑。

當你踏足神州大地，遨遊南北東西，

驚歎江山如此多嬌之時，

你是否驕傲過，這就是我們的祖國？

五千年燦爛文明

青銅閃爍光芒，諸子百花齊放。

四大發明，璀璨奪目；

強漢盛唐，舉世無雙……

當你穿梭在華夏歷史隧道，

沉醉在五千年燦爛文明之時，

你是否自豪過，這就是我們的祖國？

中國人實現飛天夢

神舟五號騰空而起，中國人實現了千年飛天夢。

從嫦娥奔月，到神七太空漫步，

我們的國家正一步步攀上高峰……

當你仰望天空，神馳宇宙之時，

你是否激動過，這就是我們的祖國？

 

龍的傳人創奇跡

六十年來，我們的國家經受了一次又一次風浪，

闖過了一道又一道難關，

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

身為炎黃子孫，龍的傳人，

我們驕傲！

我們自豪！

我們激動！

兩岸統一必將夢圓

牡丹盛放，紫荊嬌豔，蓮花燦爛，梅花溢香。

炎黃子孫同祖同根，中華兒女心心相連。

一國兩制和諧歡樂，兩岸統一必將夢圓。

這就是我們偉大的祖國！

香港藝進同學會負責人及演藝界朋友出席文化總會活動。

國家文化部中華兒童文化藝術促進會主辦「和平的旗幟」世界兒童呼喚和平繪旗展覽——香港頒獎典禮，多名香港小朋友獲獎。

　　2009年迎來了中國建國六十周年大慶，為了慶祝這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日

子，表達對祖國繁榮昌盛的美好祝福，顯示廣大市民挑戰逆境的信心，香港中華

文化總會於2月14至17日假尖沙咀街坊福利會尖沙咀會堂主辦「祖國之光－海陸

空軍備模型、文化藝術展」，並於2月14日舉行開幕典禮。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中聯辦宣傳文體部副部長劉漢祺、全國政協常委

楊孫西、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施祥鵬、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

主任計佑銘和施子清、全國人大代表袁武、全國政協委員施展熊、全國政協委員

朱蓮芬、新華通訊社香港特別行政區分社亞太總分社社長薛永興、大公報社長姜

在忠、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張建華等出席開幕典禮。

　　「祖國之光─海陸空軍備模型、文化藝術展」深受香港市民的歡迎，前來觀

賞的老中青幼各階層市民絡繹不絕，不少小學生更即場描摩模型，有的在紅旗下

敬禮，有三、四歲的小朋友觀賞閱兵儀式的影片而不願離開展場，反映了文化總

會舉辦的這次活動，通過展現祖國的輝煌成就和國力，真正激發了市民的國家觀

念和民族情感。 

　　該活動由華順國際發展(香港)有限公司及南海華神花粉有限公司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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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5月12日，高敬德會長及全國政協常委楊孫西、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施子清、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盧文端通過中聯辦向四川抗震救災捐贈了600萬元港幣。

同時，文化總會發動會員募款，籌得45萬元，通過中聯辦轉交四川災區。

　　文化總會於2004年5月組織了規模最

大、規格最高的105人「香港商界知名企

業家赴湖北省投資考察團」，達到了文

化帶動經濟發展、經濟和文化互相融合

的大效應(下圖)。2005年3月29日至4月3

日，由文化總會組織的香港商界知名企

業家一行60人前赴江蘇省考察，受到時

為江蘇省省委書記李源潮及省市各級領

導的熱情接待(右圖)。

　　文化總會聯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中聯辦所屬香港文化藝術基金會於2002年7月假紅

磡香港體育館舉辦「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五周年大型軍樂隊列表演」

晚會反應熱烈，引起了國際間的高度關注。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於2000年10月假灣仔華潤大廈新光酒樓隆重舉行創立慶典，由35個文化團體聯合

創立的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正式成立。文化總會邁向十年，壯大發展，屬下社團已迅速擴大至近300家。

　　2005年

文化總會聯

同所屬香港

政經文化學會主辦「全港中學生《基本法》中文徵文大賽獎」，吸引了50家學校數萬名學

生參與，收到參賽稿件2,000多份，活動取得了空前成功，隨後文化總會將優秀作品結集

出版，並透過教統局派發給全港所有中學和得獎學生。2007年文化總會再次聯同民政事務

局、教育統籌局、香港藝術發展局和公民教育委員會、九龍城區議會、香港青少年發展聯

會舉辦的「共建和諧社會 迎接美好明天」全港中文徵文大賽，公開組和中學組共收到稿

件13,000份，吸引了130間中學參與。

　　由文化總會聯同全國政協書畫室主辦的「和諧頌－

慶祝香港回歸十周年中國著名書畫家作品展」於2007年

7月20日假灣仔華潤大廈香港展覽中心隆重舉行開幕典

禮，由全國政協張思卿副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曾蔭權

行政長官、前中聯辦高祀仁主任、外交部特派員公署呂

新華特派員等擔任主禮嘉賓，創下規模大、規格高、影

響大的空前紀錄。

　　文化總會致力弘揚國粹，連續多年贊助「京劇群英會」，邀請內地著

名京劇大師來港獻演，活動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2007年2月至3月，文總總會所屬團體參加了由香港潮人深水埗同鄉

會、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藝術發展局以及西九龍中心合作舉辦的「活

在藝術中─西九龍中心藝術節」活動，參與了22場文藝表演，並安排了文

學藝術、視覺藝術、中華文化等三個展覽活動。另外，文總總會及所屬的香港文學促進協會、香港政治

經濟文化學會、香港硬筆書藝會、香港創藝攝影學會、至善畫會和精工出版社等機構聯合發起的「2007

年全港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比賽」。這次視覺藝術創作比賽活動反應熱烈，有近200家中學參加，共收到

逾3,000幅作品，這是第一次在全港中學中以視覺藝術創作為比賽的大型活動。這次得獎的作品在港鐵車

站和大型商場等巡迴展覽，無線電視翡翠台錄製三輯得獎作品的採訪活動，並在專題節目中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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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6月29至30日，中國藝術剪紙

協會聯同漁農自然護理署假濕地公園舉辦

《妙剪生機—濕地與中國民間剪紙藝術》

活動。

2008年7月26日，香港青少年視覺藝術協會、廬峰畫廊和香港中華文化藝術節合辦，香港視藝聯盟和觀塘文化康

樂體育藝術聯會協辦《祝願星‧億萬心》「世界最大摺紙馬賽克」製作活動，假九龍觀塘曉光街體育館進行，約2�500個

參與者以長達�小時的齊心協力的接力製作，將13萬多個充滿祝福的「星星」組合成一幅超過320平方米，面積接近一個

籃球場的巨大馬賽克畫面，成功創造健力士世界紀錄。

　　散文詩學會於2000年12月主辦香港首次

內地及港澳台「散文詩研討會」。

　　香港創意攝影學會假香港文化中心地下大堂舉行「二零

零八年會員攝影作品展覽」。

　　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六周年，祝賀全港市民共同戰勝非典型肺炎疫情，香港中華文化總會聯同所屬香港中國音

樂家協會於2003年6月29日晚上假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隆重舉辦《中華頌》音樂會，演奏家們藉悠揚悅耳的

樂章，表達港人團結一致，戰勝沙士的歡欣場面。

　　香港愛樂合唱團一行60多人於2007

年12月25日赴台灣高雄市，翌晚41名團

員與台灣高雄市合唱團在高雄市中正文

化中心至善廳舉行「以樂會友」聯合演

唱會。

　　香港新聲國樂團應中國民族

管弦樂學會的邀請，2007年4月

5至9日由文化總會副理事長鄧詩

綿和邱少彬二位，分別擔任領隊

及總監、指揮，率130多名樂手

赴首都舉行《慶祝香港回歸十周

年─心向北京音樂之旅》系列活

動。

　 　蒲公英(香港)兒童文化中心聯同多個世界級組織團體於2008年2月13至16日在香港舉

行「第三屆國際青少年藝術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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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2月15日，文化總會聯同

所屬李明英中國民歌藝術團主辦

「萬紫千紅─靈猴賀歲音樂晚

會」，共賀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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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越劇院於2005年12月在紅

墈高山劇場上演了兩場傳統上海越

劇的經典劇目─
《梁山伯與祝英

台》及《何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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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秀蓮舞蹈團於2008年3月

18日晚上假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演出《武‧極─黃帝內經》，以

舞蹈、武術、音樂及視覺藝術帶領

觀眾，探索中國養生文化之源，舞出

五臟之生命律動。

中華文總京劇研習社於2003年10月

在上海主辦「港滬首次京劇聯合演

出」。

　　2007年11月，香港書畫學會聯同香港理工大學、

中國文物出版社舉辦「第六屆中國書法史論國際研討

會」。

　　2002年6月，香港文學促進

協會邀請中國各地文學藝術家

100多人來香港舉行「相約香

港」交流聯歡。

　　青苗中西藝術表演團舉辦的「首屆香港中華文化藝術節」於

2006年1月15日開幕，該活動為全年性計劃，內容包括表演、比

賽、展覽等。

　　《動感

文學藝術》原

創/發展協會聯

合仁濟醫院主辦的

「仁濟《動感文學藝

術》慈善舞台劇」─

《岳飛英雄傳》，在葵青

劇院連演五場，籌集善款50

萬元。邀請了200位警察參與演

出，是一次民族教育、國民教育

的成功演出。

香港文學促進協會2003年11月舉行「中華文化盃優秀文

學獎」頒獎典禮暨該會成立十八周年、《香港文學報》

創刊十五周年典禮，同時舉行「龍香詩叢」首發式。

　　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學會編纂出版

了共350萬字的七卷《學會文選》：

《五載風雨紫荊艷》(三卷本)、《安

得猛士守四方》、《中國統一的道

路》、《海峽情》和《龍騰頌》。這

是政經學會十多年成長與發展的實錄

和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