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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天的北京交流，不能單用「獲益良多」四字便草草略過，因這次交流使得

作為文化管理三年級學生的我不但重新認識自己的學系，也深切感受到文化管理

的精神及責任。	

	

	 先說課堂知識的建立，在短短幾天未

必能吸收來自各大國家級院校的精髓，但

了解到中國內地與香港藝文發展的異同，

更令我深刻的是不同院校對藝文發展都有

不同見解，而不同院校的教授的思考模式

也對其學生有一定的影響。例如北京中央

音樂學院是國家級音樂主修的最高學府，

由於其於中國的地位之高，其藝術管理定

位似乎也以高等文化為主，其學生的畢業

展望也集中在國家一級藝術單位；至於中

國戲曲學院則不只著重於戲曲發展，作為

一級藝術學院，也著重多方面發展，於此

交流團中，有不少機會與該校國際文化交

流學科的學生接觸，他們普遍也熱情非常，

而從交流中得知他們的學科非常著重實踐

經驗，與我們的學系相近，結交開朗親切的他們為這次交流添上更豐富的意義。	

	

到訪中國藝術研究院算是全個交流團最正式（formal）的交流活動，面對經

驗豐富、學識淵博的研究生、博士生，以至教授們，待人處事還不夠成熟的我們

難免感到怯場。但在整個過程中，我們的教授以微笑去鼓勵我們主動參與交流，

帶動手足無措的我們逐漸投入交流活動，也因於該校學生的藝術經驗令我們更了

解中國內地的藝術發展現況，而當中最深刻的主題在於社區藝術發展，交流內容

提醒我，在一味批評中國內地缺乏在地的社區發展的同時，可能忽略了校本的藝

術教育比社區對青少年的影響更為深遠。因著內地流動人口較多，尤其在北京這

種大城市，吸引來自不同地方的群眾留居北京，而社區的建立在於固定人口，故

他們對社區的理解會相對較弱；相反，不少內地學校都提供宿舍入住，故學生留



校時間較多，校本藝術教育相對成效便會較大。	

	

	 若非是次交流團，可

能這輩子也沒有機會看一

場國家級的歌劇表演。歌

劇，又或是古典音樂，對

我而言除了是深奧難明，

更是「高檔離地」，故此個

人偏好較為「貼地」的普

及和大眾音樂。可是，於

國家大劇院觀看著名歌劇

劇目《水仙女》的綵排機

會實屬難得，就辜且放開自己嘗試投入當中。也許是年少氣盛，對事總有一種偏

執的見解，但是若要走得更遠，則應打開自己狹窄的心胸，完全投入一個空白的

自己去認識新事物，尤其是作為文化管理的學生，在文化藝術上應盡量開闊眼界

去體驗更大的世界；這是我從是次歌劇表演中學到最大的一件事。原來管弦樂團

的現場表演是多麼的震撼，平日播碟為主的低成本舞台製作是不能相題並論；原

來古典音樂情感表達的細膩是我過往所忽略的；原來歌劇與音樂劇不同，歌劇男

女主角的聲線比起外貌或許更重要一些；原來歌劇比想像中易懂，歌劇的故事線

也較簡單，但因著歌曲和表達手法而令歌劇變得更豐富。其實，古典不代表不合

時宜，相反，古典是當代的基礎，透

過了解古典才能更深入理解當代藝術。

《水仙女》是我了解歌劇的第一步，

而第二天參與國家大劇院中的歌劇展

覽是第二步，期望以後會有更多機會

去認識這個於我而言是全新的領域。	

	

	 很喜歡教授在交流團中不時帶給

我們一些小小的溫馨提示。教授給我

們的感覺是任何時候都非常端莊得體，

在交流團中她的待人處事態度都是我

們學習的榜樣。而我最深刻的是教授

常常會教導我們如何尊重他人並要從



小事上為他人設想，尤其是合作和交流的伙伴。例如當我們到訪交流的學校，除

了要預早出發確保準時到埗外，也要留意過早到埗可能會為對方帶來不便，這些

待人處事的小技巧，並不是能從書本上能學到的，而教授則在這等看似是小事情

上以身作則的教導我們。書本上的知識對學生而言也許只能留於一時，但生活教

育則能受益一生。	

	

	 可能由於文化管理課程的科目選擇很多，令同學們都分散上課，能碰到的時

間不多，加上我並不常選修文化管理的科目，令自己對主修科目的歸屬感不多。

但是次文化交流團令我更了解文化管理對社會的意義，也從不同的藝文交流活動

中認清自己作為文化管理學生的身份，加上在過程中與其他同學成為了好友，令

我重拾對文化管理的熱情和重新投入文化管理這個大家庭之中，為此旅途劃上完

美的句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