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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已久，位于香港西九文化
区的亚洲首家全球性当代视觉文化
博物馆M+，于近日正式开幕并向
公众开放，即刻成为文艺爱好者的

“打卡”热点。整座建筑共有 18 层、
33 个展厅、超过 1500 件馆藏，汇
聚众多近现代艺术作品。香港西九
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程淑仪表
示，M+博物馆及其所在的西九文
化区已具备很好的条件，可以作为
推动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桥梁。

文艺爱好者“打卡”的热点

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九龙尖沙咀
核心地带，维多利亚港畔，坐落着
全球规模最大的文化项目之一，西
九文化区。这里集艺术、教育及公
共空间于一身，拥有充满活力的海
滨长廊，雅俗共赏的文化艺术设
施，不定期举办世界级展览、表演
节目和文化艺术活动，为香港创造
出一片多姿多彩的文化地带。而
M+博物馆，就矗立其中。

“M+博物馆是香港本地和国际
视 觉 艺 术 界 期 待 已 久 的 旗 舰 项
目。”对于 M+博物馆在筹备十多
年后终于热闹开幕，香港特区行政
长官林郑月娥这样开心表示。M+
博物馆开幕以来，每天都有上万人
次观众前来参观。有香港市民为避
开周末人潮，特意在工作日请假前
去看展；有的一家人周末全数出
动，携大带小在博物馆门口排起长
龙；有铁杆粉丝甚至用“朝圣”形
容看展的心情，激动兴奋之意难以

言表。M+博物馆的魅力于此可见
一斑。

M+行政总监华安雅表示，作为
一座崭新的博物馆，M+致力于收
藏、展示与诠释20世纪至今的视觉
艺术、设计及建筑、流动影像，还有
香港的流行文化，希望以香港中西
荟萃的文化特色为基础，从身处的
斯时此地出发，为21世纪亚洲创立
一座别树一帜的新型博物馆。

多元化艺术交响的空间

从规模上看，M+已经是“全
港之最”。冯程淑仪介绍，M+博物
馆设有33个展厅，展览空间约1.7
万平方米，规模与伦敦的泰特现代
美术馆、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相
若，亦是香港最大的博物馆。其中
不仅会展出香港艺术家的作品，也
汇集了中国内地与日本、韩国等地
艺术家的作品。

博物馆的开幕展由6个专题展
览组成，囊括逾 30 个国家和地
区、逾 770 位艺术家共 1500 件展
品，希望将亚洲丰富的文化艺术资
源呈现给全世界。展览的艺术形式
也多种多样，包括水墨画、油画、
涂鸦，亦有雕塑、建筑设计及流动
影像等。其中，“香港：此地彼方”
着重展现香港的城市演变及其独特
的视觉文化；“M+希克藏品”按时
序回顾上世纪 70 年代至 2000 年左
右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安东尼·
葛姆雷：亚洲土地”由数以十万计
泥塑雕像组成的大型装置作品，由

英国知名雕塑家安东尼·葛姆雷和
广东300多名村民于2003年花5天
共同制作，反映中国的辽阔土地和
庞大人口。

华安雅介绍说，M+于2012年
起建立馆藏，不仅聚焦香港本地及
大中华区，也把视线投向亚洲以至
世界各地。比如曾展出的“南行觅
迹：M+藏品中的东南亚”，是M+
首个聚焦特定地区的展览，既反映
东南亚相类之处，也强调区内相异
而多变的特点，让区域内的艺术
家、设计师、建筑师的作品同场展
出，彼此对话。“M+提供一个开
放、包容的平台，致力于创造一种
将人、物和空间联系起来的活跃文
化，让所有观众都能从中受益。”

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桥梁

林郑月娥将M+博物馆定位为
一所立足香港、背靠祖国、服务世
界的当代视觉文化博物馆。与香港
其他博物馆相比，M+除了旨在提
升香港市民文化艺术欣赏的能力
外，更希望与世界顶尖的博物馆建
立对话与合作，发展成为跨领域、
跨文化的博物馆。

“令人振奋的一个消息是，国
家给了香港一个新的定位，即发展
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冯程淑
仪表示，作为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
最重要的文化基建投资，西九文化
区包括M+博物馆在内，已经具备
很好的条件，相信可以作为推动中
外文化艺术交流的桥梁。

“香港并非文化沙漠，一年一
度的巴塞尔艺术展，是世界级文艺
盛事，近年香港更成为全球三大艺
术品拍卖市场之一。有了M+这座
重量级博物馆，特区政府更应该
加强推动文化艺术教育，提升公
众艺术素质及鉴赏力，让香港早
日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香港媒体对 M+博物馆也十分关
注，认为已经开幕的M+博物馆和
明年中即将开幕的香港故宫博物
馆，是维港畔两颗最耀眼的文化

明珠，也是融汇中西文化艺术发
展和交流的最佳平台。

事实上，M+博物馆的魅力绝不
仅于精彩的藏品。M+还为来自不同
背景和社区的观众举办特设学习活
动，让他们能尽情使用这家视觉文
化博物馆的丰富资源。访客还可于
多媒体中心探索M+的流动影像藏
品，观赏艺术家创作的录像。M+戏
院将于明年初开放，包括 3 个可容
纳不同观众人数的放映厅，为香港
艺术电影景观增添独特的风采。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王承昊） 人社
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
中心相关负责人近日
介绍，据初步汇总，
截至2021年10月，港
澳居民在内地参加基
本养老保险达 16 万
人，参加工伤保险超
8 万人，参加失业保
险超7万人。

人社部社会保险
事业管理中心一级巡
视员徐延君近日在接
受媒体联合采访时
表示，总体看，港澳
居民对相关政策知晓
度还不够，参保率还
不高。我们将进一步
加大工作力度，将中
央对港澳同胞的关怀
落实到位。

2020年1月1日，
《香港澳门台湾居民
在内地（大陆）参加社
会保险暂行办法》（简
称“暂行办法”）施行，
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了
港澳台人员在内地
（大陆）参加社会保险
有关规定，有利于进
一步便利港澳台人员
在内地（大陆）工作、
生活，保障其社会保
险权益。

暂行办法针对港
澳台居民实际情况作
出便利性安排。徐延
君表示，针对港澳居
民有可能出现的双重
缴费问题，根据暂行
办法，已在港澳参加
当地社会保险并继续
保留社会保险关系的
港澳居民，可以持相
关授权机构出具的证
明，不在内地参加养
老保险和失业保险。

目前，澳门特区政府社会保险基金
出具的《受益人供款记录》已可作为澳
门居民在内地就业期间免除养老保险
和失业保险费的证明。“人社部正积极
与香港有关机构对接，过渡期内，对香
港居民可能面临的双重缴费问题灵活
处理。”徐延君说。

据了解，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
平台于 2019 年 9 月 15 日正式上线，
港澳参保人员可通过社会保障号码自
助查询个人社保权益单、办理社保关
系转移、完成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
等，实现“一网通办”。

“港澳同胞提出来的需求，我们会
尽最大努力落实到位。”徐延君表示，希
望港澳居民主动了解政策，积极参保。

与此同时，人社部与国家医保局还
于近日在港举行了宣讲会，介绍香港居
民在内地参加社会保险的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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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M+博物馆有一面向
维多利亚港的 LED 荧幕墙，它
滚动展出着艺术家的作品，在西
九文化区海滨长廊和维港对岸的
港岛都可以观赏到，成为香港一
道崭新靓丽的风景线。

（M+博物馆供图）

图②：“匣子”是一个设有
40 块移动展板的展览空间，定
期轮流展示逾 200 件 M+藏品，
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汇聚作品和观
众的想法，引发大家的好奇心，
体现上世纪 50 年代至今，视觉
文化丰富多元的特质。

（M+博物馆供图）

图③：M+博物馆的“物
件·空间·互动”展览，展出香港
设计师陈幼坚于 1984 年设计的
梅艳芳《飞跃舞台》唱片封套，
鲜艳的颜色和大胆的图案显示香
港视觉艺术的前卫风格。

（M+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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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只有一场演出，即
使往返两岸都要遵守防疫规
定隔离，我也一定要来，和
所有演职人员一起讲好这个
两岸团圆的故事。”台湾知名
表演艺术家、两岸原创舞台
剧 《漂洋过海来看你》 出品
制作人沈欣华在上海说。

首演于 2018 年的 《漂洋
过海来看你》 近日在上海再
度上演。这出舞台剧讲述了
一个温情而又感伤的爱情故

事：1947 年夏天，青年沛民
在家乡的大槐树下与恋人宋
英分别，并许下一年后用大
红花轿迎娶她的诺言。此后
沛民被迫去了台湾，两人再
见已是40年之后。上一代未
能兑现的爱情，成就了后辈
的两岸姻缘。

这部舞台剧堪称两岸文
化交流的“结晶”。曾因主
演电视剧 《昨夜星辰》 走红
的沈欣华 （原名沈时华） 与
上海晶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艺术总监陈英武一起担任制
作人。此前在各大城市的巡
演中，演员中也有不少来自
台湾。

受疫情影响，近日在上
海的这场演出全部由大陆演

员担纲。沈欣华提前一个月
便启程来到上海，按照防疫
规定完成集中隔离后，出现
在排练和演出现场。

和 剧 中 男 主 角 沛 民 相
似，沈欣华的父母也都在那
个年代从大陆前往台湾。每
逢中秋、端午等传统佳节，
祖籍安徽合肥的父亲都会在
家中的小院子里烧些纸钱，
老泪纵横地仰望天空，喃喃
地说要带孩子们“回家”。

“小时候我并不理解父亲
的举动，长大了以后才明白，
那是父亲始终放不下的心
结。”沈欣华说，父亲离世时两
岸尚未开放探亲，后来她找到
编剧创作这出舞台剧，正是希
望带着父母“回家”，帮他们实
现未了的心愿。

眼下沈欣华也有一个心
愿：待疫情稳定后，让 《漂
洋过海来看你》 在台湾上
演。“我们需要这样的力量，
让两岸同胞凝聚在一起，实
现真正的团圆。”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两
岸交往逐渐增多。数十年
间，许多台湾艺术家以不同
方式与大陆“结缘”，成为两
岸文化交流的先锋和使者。

著名摄影艺术家郎静山
早年曾在上海担任摄影记
者，后定居台湾，1995 年在
台北逝世。虽然故去多年，
这位摄影界大师与两岸两座
城市的缘分仍以特殊方式得
以延续。

不久前，“郎静山青少年
艺术奖”沪台摄影交流展颁
奖典礼在沪台两地同步举
行。此次活动由上海市黄浦
区台胞台属联谊会、上海市

华侨摄影协会、台湾桃园市
摄影研究学会共同主办。

以“向往”为主题的本届
摄影展共征集到 885 件摄影
作品，其中近两成来自台湾
青少年摄影爱好者。作品主
题或展现自然风光、民俗风
情，或聚焦校园、社区和家
庭，孩子们用镜头记录美好
事物，表达心中向往。最
终，台湾启英高中陈冠宏的

《光，希望》、上海市奉贤区育
贤小学陈孙屹洋的《乐游草
原》等10幅作品荣获金奖。

自 2018 年 设 立 以 来 ，
“郎静山青少年艺术奖”成为
两岸青少年摄影爱好者以影
像为载体的沟通交流平台。

（据新华社上海电）

台湾艺术家的“两岸缘”
潘 清

▲ 观众在展览上了解港式茶餐厅文化。

◀ 一名小朋友在展览上体验划端午龙舟。

▼ 以“巨型书本”作为主结构的展览。

新华社记者 周润健摄

“同根同源 传
承传情”香港文化行
巡回展近日在天津
举办，通过丰富的图
片 、视 频 和 互 动 游
戏，展示香港多姿多
彩的文化面貌。

香港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涵盖生活
民俗、表演艺术及传
统技艺、民间节庆等
多种形式。在展览现
场，观众可以穿梭于
香港的凉茶店及茶
餐厅场景，坐在小型
龙舟上拍照，参与长
洲太平清醮抢包山
的互动游戏，感受香
港的传统文化如何
有机地与现代生活
结合，游走于香港的

“古今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