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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不少从内地传入，而在香港得到发展传承，形成体系。“东

西荟萃”这四个字，就是通过这次普查得到的具体印证。

众所周知，非遗的保护传承形态，多数为师父带徒弟的“口

传心授”式传承，包括技艺的传承与文化精神的传承。这种特

殊性也加大了保护的难度。目前，我们对于“口传心授”的非

遗项目，积极做好记录工作，包括文字、影像甚至动画模拟，

这是现代科技给我们的好处。另一方面，在中小学青少年当中，

我们也积极开展有关非遗文化的课程或者课外活动，通过表演、

讲座、展览及互动游戏等，把非遗文化渗透到课程里，以崭新

的方式演绎及传承濒临失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新民周刊》：您怎样看待非遗文化在香港城市文化中的

价值和意义？

郑培凯：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并不只是因为

它本身所体现出的技艺和艺术美，更在于其强大的适应力和生

命力。作为后人的责任是要能够因时、因地制宜，根据客观社

会环境的变化，在保持其内在魅力的前提下，真正地将这份遗

产继承下来。近年来非遗热的不断升温，并不是一种偶然，我

觉得这是香港经济高度繁荣的今天，内心动荡不安的香港人从

传统文化与历史中寻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这也正是我们

今天从事非遗工作的意义所在。

香港回归祖国已经 26 年了，之前也出现过冲突、挫折、不

安，但爆发出来以后，我觉得现在大家比较冷静了，特别是经

历了三年多的疫情，更让大家有机会静下心来思考，变得不再

盲目。在我看来，这是青春期慢慢成长的过程。因为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找到一条继续前进的道路，因此，沉下心来，对于民

族文化的思考与回归，势在必行。

近年大家对文化艺术的关心有所增加，这是很好的现象。

西九文化区需要发挥东西文化交汇的作用，要把中华传统文化

的优点和西方文化留存在港的优点，互补之后相辅相成地发展。

建基于这两个基础，香港的确能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扮演重要

角色。西九文化区的重点是弘扬文化传统的精粹，发展出融合

中西的精英文化。为什么中华传统文化到了 21 世纪还可以再蓬

勃发展？这需要许多人的思考和努力，并非口头空讲国际化就

能够达成。过去有些人可能对世界不同文明的发展认识不清，

接触了英国优秀的精英文化，就觉得这才是世界文化的前瞻和

潮流，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不屑一顾。长远而言，这是过去香港

精英层思维意识中最不利于文化艺术发展的弱点。20 年前，教

育部门取消中国历史在中小学必修课程之中，作为咨询委员，

我强烈反对，与他们起了冲突。我的理由只有一个——世界上

无论哪个国家，都没有不学习自己本民族历史的，不学习历史

就不知道我们来时的路，又怎么会有精神的根呢？可他们给我

回复的理由让我咋舌，因为历史很枯燥，且没有什么作用（不

能赚钱），学习本民族历史太狭隘了……我至今想来仍觉得很

生气！果然之后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好在这一切都过去了，香

港已度过了那段艰难、混乱的岁月，相信将来会越来越好。

《新民周刊》：您对香港“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定位十

分认可。在您看来，香港未来文化发展的方向会如何？

郑培凯：首先要认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艺术

的精粹应成为我们的借鉴和可以吸收的养料，为我所用，而不

是倒过来，一切模仿西方，亦步亦趋。与此同时，也要发挥好

香港这一国际大都市的特色，一方面广泛吸收中华传统文化和

西方文化，投入自身的专长领域，另一方面要以自身角度发挥

所长，融合东西文化，创造出新的东西来。特区政府也应有更

宽广的心态和长远的眼光，时常思考文化艺术发展问题，并为

此提供更好的环境和资源。

我曾经说过，之前香港的年轻人之所以不愿修习中国文化，

是因为他们太年轻，涉世未深，还无法体会，人生充满了复杂

的转折变化。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文化的归属感一定会越来越

强烈。从目前来看，香港精英阶层和普通阶层在中华传统文化

传承方面是不同的，但未来必须要连在一起，前者要更接地气，

后者要有所提升。香港的优势在于同时拥有国际化环境和民族

文化的基础，相信未来会有更好的发展。

文化会让香港看见来时的路，更会找到未来的方向。

西九龙文化区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夜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