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會會長：

范徐麗泰     梁振英　　劉漢銓    楊孫西

陳永棋  　余國春    金  庸    胡鴻烈  

吳光正　　王丹鳳　　劉遵義　　張信剛

吳清輝　　陳坤耀　　田北俊　　施祥鵬

名譽會長：

吳康民　　馬  臨　　霍震霆　　劉浩清

陳瑞球　　胡法光　　鄧廣殷　　袁  武

薛鳳旋　　羅友禮　　張華峰　　馬介璋

施子清　　林廣兆　　梁劉柔芬　　車書劍

陳新華　　谷永江　　王國華　　張雲楓

薛永興　　張國良　　鄺廣杰　　和廣北

曾慶淮　　朱蓮芬　　馮華健　　李　山

李　揚　　劉迺強　　劉宇一　　莊啟程

嚴　聖　　王明權　　唐雙寧    黃燦光　

黃守正    余  燊　　韋基舜　　高苕華　

胡定旭　  阮北耀　　計佑銘　　盧文端　

蔣麗芸　  林淑儀　　洪祖杭　　李賢義　

吳良好　  鄒燦基　　梁亮勝　　陳清泉　

陳麗華　  陳玉書　　陳澤盛　　張賽娥　

吳  歡　  楊海成　　劉志強　　莊紹綏　

盧溫勝　  石漢基　　區永熙　　侯伯文　

薛光林　  文　樓　　李祖澤　　張閭蘅

賴慶輝　　李國強　　李家祥　  羅祥國

羅康瑞　　王英偉　　趙漢鐘　  查懋聲　

洪敬南　　謝  炳　　謝中民　  謝志偉

廖長城　　潘祖堯　　戴德豐　  陳金烈

李大壯　　李秀恆　　李群華    李嘉音　  

林樹哲　　洪清源　　鄭蘇薇　  曾文仲　  

雲大棉　　李  靜　　吳松營    陳振彬　  

馬智宏　　陳洪生    梁志敏　  黃光苗

浦  江　  董利翔　　藍鴻震　  劉夢熊    

楊  瀾　  郭  炎  　黃英豪

顧　　問：
賀敬之    饒宗頤　　劉以鬯　　曾敏之

李　瑛    林　文　　王伯遙　　楊祖坤

黃連城    王廣浩　　周恩純　　犁　青

陳進強    施學概　　洪清宜　　西　彤

李天命　　王德海　　陳可焜    施議對    

林華英　　潘亞暾　　辛樹華    吳東南    

陳璧雄　　陳榮燦　　陳道立    張大釗    

梅嶺昌　　趙少萍　　朱　正    閻純德

法律顧問：宋小莊   鄧永雄   張景蟠

會　　長：高敬德

副會長：

劉宇新　　施展熊　　黃紫玉　　許榮茂

周安達源　　陳曉穎　　姚志勝　　黃煥明

楊  休    劉永碧　　林啟暉　　王鶴翔

林家禮    劉與量　　張詩劍　　謝緯武

黃江天    羅賢平    陳  武    紀曉波

理事長：張詩劍   監事長：謝緯武

秘書長：張繼春   司  庫：周安達源

責任編輯：林璟陶　

編輯小組：皇甫星　白洁　霍信恒  何珮君  莊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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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夢：香港著名電影演員、制片人

銀色旅途總有夢：1957年，夏夢作為香港電影界唯一

的女演員，在北京中南海接受了周恩來總理的會見，

「當時周總理送了我一幅畫」，夏夢手指客廳墻上一

幅水墨淡彩。半個世紀過去了，這幅珍貴的畫，靜靜

地伴隨着夏夢，見證了她對中國電影事業的無私奉獻

和傑出成就。

白茵：香港著名影視演員

真善美－－影視人生最珍貴財產：驀然回首，白茵走

過了69個春秋，燦爛過，輝煌過，但從不覺得自己了

不起，也沒有任何遺憾。她早就看透世態炎涼，淡泊

名利，崇尚樸實。她的格言是：放得下，才會開心。

鮑氏一門多傑 永續愛國真情

（鮑起靜、鮑德熹、方平談鮑方）

杜琪峰：香港著名導演

電影與時代並驅：杜琪峰說，電影是社會現實的真實

反映。「電影一定會留下當時年代的印記，無論那個

時代好與壞。電影工作者，正是時代聲音的記錄者，

所以作為創作人，一定要反映社會，否則就會變得十

分麻木。」

徐小明：香港著名導演

從影逾40年 中國心不變：徐小明自幼習武，在電影中

亦不忘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神。他有感而言，中華

武術的傳授不只是徒弟找師傅這般簡單，而是師傅尋

找可以傳衣缽的承繼人。

許鞍華：香港著名導演

實地實景實現武俠夢：許鞍華不辭勞苦、走遍大江南

北，完成自己的武俠夢，「但現在明白，這樣拍電影

很不切實際，當時自己經驗不足，有很多場景不一定

要去實地取景。」

羅啟銳：香港著名導演

歲月神偷 為港爭光: 羅啟銳憑《歲月神偷》一舉榮獲

柏林影展的水晶熊獎，風靡全球，為香港爭光。「故

事首先要打動自己，才能打動觀眾，真情無國界，真

實感情的確能打動觀眾。」

洪祖星：香港電影製片家協會主席

合拍片是趨勢 只有中國明星：「十年前我就預言，

以後的香港電影並非純粹意義上的香港電影，應該稱

為大中華電影。內地和香港合拍的影片，應該稱之大

中華電影，因為香港本身沒有可能獨立拍一些大製作

的大影片。」洪祖星的預言，正是現在香港電影的現

狀。

何威：香港影評人協會會長

香港電影的救命稻草：香港的獨立電影可以填補香港

商業片的空白，可以發展獨立電影的力量。

高敬德：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

創新是民族的靈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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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饒宗頤：國學大師

為志趣而做學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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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培凱：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及教授

文化傳承任重道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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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少峰：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副院長

香港當內地文化國際化的領頭羊：內地市場廣大，香

港要將內地的經驗、知識、人力借助過來，借力打

力，推動自己的創意品牌。

何緯豐：新媒體發展基金主席

新媒體的價值：新媒體的價值所在，就是怎樣用最有

效的方法來給予人們正面積極的影響。

劉以鬯：香港作家聯會會長

每部小說，都要與眾不同：年過九旬的劉以鬯，將繼

續用自己手中的筆，描繪他心中的香港。

古松：深圳大學文學創作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詩法同行 香港第一人：法庭上是凜冽正骨的氣概，

詩詞中為鐵漢柔腸的呵護。外剛內柔，性格迥然不同

卻又融合為一體，古松給予讀者的是一首首感人的詩

篇。

林天行：香港國際藝術交流協會主席

畫壇奇才創前無古人之路：他的荷花已作為人生的表

徵，畫出人生的各種際遇和感悟。他的荷花畫作都是

在「荷非荷」的語境中行走，每一張畫都是人生的一

個記印

羅冠樵：中國畫協進會理事長

永遠的閃爍童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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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虫：香港著名畫家

簡單真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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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鳴崗：香港油畫研究會主席

彩筆喚起人文關懷：政府要有人文關懷的胸懷，要有

造福市民的使命，要有為市民服務的理念。

陸惟華：比利時書畫藝術研究院院長

畫中奏響生命之歌：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現有

政治體制，也是一個創新，30年來的實踐證明，這種

新政是成功，藝術也應如此。

伍家賦：中國藝術研究院特邀書畫家

溫情人間　無悔人生：香港的出路在哪里？香港就是

要建成猶如美國拉斯維加斯一樣的娛樂型城市，增強

香港旅遊業的競爭力。

閻惠昌：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兼首席指揮

和與音樂 ：如果人與人之間、或者國家與國家之間都

能看到對方的優點，社會將會多麼和諧，世界將會多

麼不同。

陳永華：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主席

交響樂奏響生命之光：憑借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積

淀，以澎湃的激情寫下了雄壯豪邁、波浪壯闊的九部

交響樂樂曲，卓越的成就寫進了亞洲乃至世界交響樂

史冊。

李志雄：香港演藝製作中心主席

走出音樂廳才能走進音樂廳：文化藝術的舞台不只是

音樂廳，碼頭、酒樓、老人院、學校、醫院，甚至監

獄和戒毒所都是推廣音樂，舉辦音樂會的場所。

梁國城：香港舞蹈團藝術總監

與時並進中國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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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敢權：香港話劇團藝術總監

要把戲劇扭回正道：話劇是一種具有深度的藝術，但

並不意味着沒有娛樂性，觀看的過程同樣可以十分開

心。

高志森：春天舞台的行政總裁及監制

珍惜傳統才能創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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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劍聲：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粵劇傳承人

傳承粵劇　任重道遠：粵劇吸引人，不僅僅是因為場

景美、戲服美，更重要是粵劇的根，源於中國傳統文

化，當然時代在變，粵劇也要跟隨時代變，以吸引更

多的觀眾。

鄧宛霞：香港京崑劇場創始人及藝術總監

中國文化 和諧之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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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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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秋十月，紫荊盛放。今天，香港中華文化總會迎來了

她的10周歲生日，10年前的今日――2000年10月28日，由香

港34家文化團體共同發起的香港中華總會正式成立，這不僅

是香港的文化社團發展史上的里程碑，更將中國傳統文化推

廣創新、發揚光大的步伐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回首往事，創會之初，承蒙34家創會團體的厚愛和重托，

本人出任總會第一任會長至今，10年彈指一揮間，時至今日本

人仍不斷提醒自己所肩負的重大責任。自創會伊始，總會就充

分發揮貫通香港上、中、下各社會階層；融匯香港婦、老、少

各類別人群的優勢，廣泛聯繫香港文化界及全社會一切支持弘

揚中華文化的愛國愛港人士及文化團體，至今屬會數目已達

400多個，會員人數已逾7.5萬人，並且涵蓋本港琴棋書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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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載春秋，斗轉星移，10年的辛勤和

付出，總會的社會根基越來越深，影響力越來越大，已成長為

香港最大的愛國愛港民間文化團體，同時也是維護香港社會繁

榮穩定、和諧發展的中堅力量。

弘揚中華文化成績卓著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是中華之瑰寶、民族之

驕傲，發揚光大優秀的中華文化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使

命。總會成立10年來，不遺餘力地在香港社會推廣各類中華

文化活動總計2,000多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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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畫家作品展」，曾蔭權行政長官、

時任中聯辦主任的高祀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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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眾多香港市民觀賞，踴躍的情況一時無兩；2008年6月聯

同多個團體主辦大型「中國百名將軍書畫展」；2009年9月

舉辦了南京著名畫家與香港畫家交流筆會，反應熱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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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總會連續三年與

中華文化城共同主辦具有影響力的文化品牌―「香江明月

夜――大型綜合文藝晚會」，贊助康文署舉辦的「CCTV空中

劇場――京劇群英會」演出，並舉辦了越劇、崑劇、粵劇專

場表演以及「中國民間藝萃博覽會」、「香港青年文化藝術

節」、「香港藝術公演」等，將國粹藝術與香港社會有機對

接，收效甚好。2009年8月底，總會邀請南京小紅花藝術團

來港演出，深受市民尤其是小朋友們的喜愛。

此外，總會籌劃的眾多活動直接深入到香港各社區和廣

大市民之中，備受歡迎。因此，總會的社會根基越來越深，在

廣大市民中的影響越來越廣，總會一步一步地實踐着「以文化

促進人心回歸」、「以文化推進社會和諧」的社會職責。

積極主動推廣公民教育

總會秉承弘揚中華文化，積極推廣公民教育的宗旨，積

極推廣宣傳基本法，執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先後開展

了一系列活動。自2005年起，兩年一度、連續三次舉辦了

「基本法」、「和諧社會」和「我心中的祖國」徵文大賽，

並出版了獲獎文章作品集，獲得社會好評如潮，不僅在全社

會掀起了公民教育的熱潮，而且增強了全港學生對祖國的認

識、認知和認同感。

2009年初，為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周年華誕，

增強年輕一代對祖國的認同，總會率先將國民教育帶入社

區，於尖沙嘴和深水埗舉辦「祖國之光——海陸空軍備模

型展」，使香港市民和青少年親身感受到我們偉大祖國在現

代化建設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受到身為中國人的驕傲和自

豪。活動受到香港市民的歡迎和青睞。

青年人是社會發展進步的希望和動力，為了進一步聯繫

和團結全港熱愛祖國、關心香港的青少年，推動文化發展，

加強香港與內地及世界各地青少年的溝通和交流，培養青少

年樹立積極、健康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激發青少年的創意和

想像力，2010年總會成立了兩個青年組織，積極發揮青少年

的智慧和才幹，為總會發展壯大注入新血和活力。

在中聯辦宣傳文體部的支持下，總會參與舉辦了兩屆

「香港文化界北大國情與文化產業研修班」，組織了青少年

會員及社團領袖參加研修活動，讓更多的青年人了解國情，

了解「一國兩制」的政策方針，了解基本法，並對國家的政

治、社會、經濟、文化有了進一步的認識。通過學習，使學

員們更多地了解了我們的國家以及對國家有了認同感及歸屬

感，活動取得了預期的成效。

2010年5月，於上海舉辦的世博會，再一次向全世界展

現出中國的強盛國力，而世博會更是展示中國外交成就的重

要平台。為此，總會組織所屬團體前赴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

員公署參加「喜迎世博，感知外交」活動，為世博會喝彩加

油；隨後，總會應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的邀請，為該校同學舉

行「世博會與中國經濟發展」的講座，師生反應異常熱烈。

大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總會一貫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推動香港政制循序漸

進地向前發展。2010年6月，香港的政制發展到了一個關鍵

的時刻，總會暨所屬團體及時表態，在報刊上刊登廣告堅決

支持特區政府關於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的辦法方

案，率先呼籲立法會議員表決通過政改方案，開啟普選的大

門，推進香港的民主進程。6月19日，總會組織了1,500人

參加「為普選、撐政改」大遊行，為香港的政制發展盡了最

大努力。

在此，本人謹代表總會及全體同仁，感謝過去10年來一

路默默關心、關懷和支持我們工作的每一個屬會、每一位朋

友、每一個「你」。文化傳承是一項艱巨而長久的工程，並

非一朝一夕之事，這10年來正是每一個默默無聞的「你」的

埋頭苦幹，支持和支撐着總會走過艱難歲月，走上成功之

路，並走向更大的輝煌。所以這份榮譽、這份榮光同樣屬於

「你」！

10年是一座里程碑，更是一條嶄新的起跑線，我們真誠

希望你我攜起手來，為建設和諧文化，構建和諧社會而努

力！為開創香港文化事業發展的新局面而奮鬥！共同譜寫新

征程的輝煌！

www.acchk.org.hk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網站，2009年5月推出「名家專

訪」，走訪了數十位香港文化界各個領域的名人，或暢論

對中華文化及香港文化發展的高見，或訴說他們走在文化

大道上的動人故事。諸位文化大家對推廣文化的建言極其

寶貴，他們精辟的見解，也許令你加深了解中華文化的內

涵；他們精彩的故事為香港文化之都添上了美麗的一筆，

也許令你感動，也許激勵着你揚帆啟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