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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鴻佳 ( 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文教育 ( 榮譽 ) 學士三年級 )

「一帶一路」：將亞歐連成一體

採訪之初，趙教授向筆者講解了「一帶一路」的歷

史來源：「一帶一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是很長的一個時

段，一帶和一路所指的是陸路和水路。陸路是唐代從長安

開始，經過天山南麓、天山北麓和叢林、中亞西亞、最後

到歐洲的絲綢之路。水路則是指從唐宋時期的貿易發展而

來的，經杭州、揚州、福州、廣州、最後到南海的一條

路。趙教授還解釋，當時南海很大，一直到東南亞，經過

今日的馬來西亞、印度洋、阿拉伯海和非洲。

因此，趙教授說“陸路和水路加在一起，就形成一

個環，將歐亞之間連成一體”。

談及香港在「一帶一路」中的角色，趙教授表示，

從地理位置上看，香港是東西方、亞歐之間很重要的橋

樑；從歷史文化上來看，香港是東西方文化交流、共融的

平台。

“香港之所以叫香港是因為它是一個製香很發達的

地方，與香料很有關係。”趙教授說，“現在有的人推

測，香料經過香港轉運去到全世界，以至於到今天，它仍

然發展很多製香的小型手工藝。”趙教授還補充道“他

（英國人）發現香港，作為一個南來北往的路線是非常好

的。好多船隻首先是來香港補給，做完補給之後再慢慢北

上，因此香港就是一個非常天然的補給站。自此之後，香

港各方面的地位，這100年都沒有變。”

因此，他特別強調“香港的地理位置很特別，很多

東西經過香港轉運到世界各地，使它成為了東西方、亞歐

之間很重要的橋樑。”

而在文化方面，香港在「一帶一路」中也有著得天

獨厚的優勢。趙教授指出，自1842年香港受英國管治的百

余年間，英國人的法制觀念與香港華人尊重傳統文化的觀

念相融合，使香港成為了一個東西文化並重共融的城市。

“香港好的地方在於，我們接受東方文化，也都接受西方

「一帶一路」即「絲綢之路經
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
路」的簡稱，是中國當前對外
發展的重要策略。筆者於日前
對趙雨樂教授就香港在「一帶
一路」中所發揮的角色、「一
帶一路」在教學中的推行現狀
等問題進行了採訪。

人物專訪：香港公開大學趙雨樂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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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我們知道東方文化中，甚麼是好的，也知道有甚麼

是需要改善的。”趙教授又說“香港有很多外籍人士在這

裡，但其實大家都相處得很好。”

因此，趙教授對於香港在「一帶一路」中承擔的東西

方文化交流的角色很有信心。“在這一方面，香港的語言

佔優勢，文化也佔據優勢，比較有利。”

在談及文化走出去的時候，趙教授表示，最初的絲綢

之路一定是從文化自然的流動開始的。“商旅覺得可以做

生意，所以帶上一些絲綢，一路去到西部，在整個過程之

中，哪部分是經濟，哪部分是文化很難分的。但有理由相

信，「一帶一路」，古代人是從文化開始的。唯有你認同

這個文化，你才會進入長安。”

趙教授強調“那麼，以有容乃大的觀念來發展文化，

其實是很好的一個媒介，我們周邊其他的國家因為也有這

個概念而成為一個共同體。這個共同體超過地理限制，用

文化來超越國家的差異”。

「一帶一路」的教育推行：地理脈絡很重要

對於「一帶一路」的教育在香港的推行現狀，趙教

授指出，這是一個比較新的概念，中學的教科書開始涉及

到一點點，問題在於同學們有概念但不知具體操作。

對於這一點，趙教授表示，在中學教科書中，可以

講更多實際的東西，例如「一帶一路」的地域關係：因為

有些地方是連接歐亞板塊的樞紐，因此將幾個歐亞的重點

國家進行重點講解，可以使學生有概念。

此外，他還強調了地理位置之間的脈絡關係與交通

概念的重要性。他表示，如果在了解「一帶一路」的時

候，知道哪個國家在哪個位置，有助於學生對「一帶一

路」概念的深化理解。“因此，我就贊成多講一點鐵路之

間的關係。”例如，“西伯利亞鐵路從中國以北一邊去到

海參崴，再去到聖彼得堡。通過鐵路互相聯繫，可以看到

國家與國家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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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對「一帶一路」感興趣，
接受的趨向明顯

談及現在年輕人對「一帶一路」的接受

程度，教授笑道，一些喜歡歷史文化的學生對

於一帶一路是感興趣的：“當我們講到唐代是

一個盛世的時候，（學生）馬上會問，究竟當

中住了多少的外國人？”；“一講到唐代，很

多人問，武則天的服裝是怎麼樣的，范冰冰扮

武則天的時候像不像”。另一方面，教授也表

示，有些年輕人的觸覺比較敏銳，就發現中國

經濟有很強的起動能力。最近幾年間，一些成

績很好的大學生，願意去北大清華或者其他地

方讀書，這個趨勢越來越明顯。“一些年輕

人，已經開始接受現實。如果真的中國走出

去，這幫學生是佔到了先機。”

給年輕人的寄語：要學習知識，
有走出去的決心。

趙教授說：“年輕人要增加自己的知

識面。”他希望年輕人多學習其他語言。他

還表示，「一帶一路」是一個很大的平台概

念，但落實下去時，每一項都牽涉很多知

識。歷史文化也很重要，包括國家的發展

歷程，對外的歷史關係。“不然的話，你去

到一個地方，都不知道這個地方是不是屬於

「一帶一路」的範疇。”趙教授笑說。

趙教授對年輕人的另外一個寄語，是

希望年輕人有走出去的決心。趙教授特意補

充，西方19世紀實現走出去的背後有兩個思

想推動。一個是資本主義：形成新的東方市

場；一個是宗教主義：基督教關心相對落後

的地方，因此走出一批傳教士。“走出去的

動力，一種是信念，一種是有經濟推助。”

他強調說，“中國人走出去，第一，是信

念，我們深信中國文化是好的，東西文化是

好的，西方可能需要中國的文化補充。第

二，經濟誘因。”因此，他說“我們有理由

相信，中國文化一定可以走得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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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是近年中國與歐亞非多國的經濟合作政

策，透過加強各國在交通和經濟上的連繫，讓參與國家的

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

從而進一步推動各國經濟發展。然而，祖國這宏大的經濟

計劃與香港這彈丸之地有何關係，對香港又有甚麼好處？

簡單來說，「一帶一路」是一個契機，香港有望藉此走出

社會問題及經濟停滯不前的困局，提升自身競爭力，讓香

港國際金融中心在國際舞台上再次展翅高飛，而抓住這個

機遇的第一步，就是要通過「一帶一路」促進香港與其他

國家的文化交流和在教育方面培養擁有國際視野的人才。

「一帶一路」之文化交流 —

解決香港困局的契機
盤古智庫學術委員梁海明指出，香港有目前有兩大難

題，第一是香港的深層次社會問題，如樓價持續上升，貧富

差距大，政治生態越趨偏激等；第二是香港的國際化程度，

他指出港人在九七回歸後因香港的外國人減少，視野和見識

收窄，只對歐美日及中東等能影響股市的國家有興趣，而且

沒有全面深入地了解它們的文化，社會及經濟，更遑論其他

世界新興經濟體，導致香港從國際化城市淪為歐美化，甚至

股市化城市。由此可見，香港的國際視野正逐步收窄， 對

其他國家的文化了解不深入，因此讓香港重回國際化經濟的

關鍵是文化交流。

文：鄭宗蘭 ( 香港教育大學英語教育系四年級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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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間的

長期經濟合作均

建基於文化交流，

充足的文化交往及堅

實的人民基礎往往有利於

國家之間的貿易關係發展。香港

一向是一個多元社會，其法治，自由，低

稅率等優點每年吸引不同的外來人才及外國投資者來港。

當中最能代表香港多元文化的莫過於充斥著西方酒吧文化

的蘭桂坊，以及有超過100個不同國籍的人士居住的尖沙咀

重慶大廈。兩者都展示了香港在全球化下的文化多樣性。

「一帶一路」強調「民心相通」，即加強各國人民友好往

來。此舉固然能提升港人與更多外國人接觸的機會，促進

文化交流，然而，以我觀察，即使香港聚集了多國籍人

士，中外人士卻分成不同圈子，平日香港人與外國人甚少

交集，語言障礙固然是一個因素，但影響更多的是人們對

不同膚色，種族的社會定型，歧視，以及與外來人士溝通

的恐懼。因此，要達到真正的文化交融，就應從教育著手

培養學生尊重和包容不同文化的價值觀，讓社會的新一代

放下有色眼鏡，鼓勵他們深入全面地了解他國文化。

由於香港主流學校大部分學生為華人，學生缺乏機會

與外地或不同種族的學生交流，以致他們日後投身社會時

懼怕與其他膚色和種族的人溝通。根據政府數據，在15/16

年度的八間香港政府資助大學中，雖然非本地生人數佔總

學生人數的13.7%，但非內地生的亞洲學生人數和亞洲以

外的學生卻分別只佔3%和0.7%。可見現時香港的高等學院

缺少外國學生，亦缺少文化交流機會。在教育方面，透過

「一帶一路」增加歐亞非多國學生來港學習交流，以及讓

香港學生到外國交流，學生可以沉浸在多文化共融的課堂

環境裡，從中適應及習慣與其他膚色和種族的人溝通，長

遠推動港人和

其他國家人們的

文化交流。

除促進文化交流外，

透過「一帶一路」增加歐亞非多

國學生來港學習交流，以及讓香港學生到

外國交流，短期來說能提高教學質量，而長遠來說能培養

有國際視野的人才，從而提高香港的競爭力。有學者指出

教師或學生來自不同文化和學術背景有助建構一個多文化

的課室環境，課堂上的交流及互動能為教學提供新方向，

幫助提高教學質量。教育變得國際化，多國學生創造的多

種語言環境亦能幫助提高學生的語言能力。長遠來說，學

生通過與其他國家學生的頻繁交流，能吸取各國文化的優

點，有望成為有國際視野的人才，從而提高香港的競爭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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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文化學堂——
廣播培訓掠影

由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主辦及優質教育基金撥款

資助的《歷史文化學堂：文化的碰撞——當東方遇上西方

（漢朝至明朝）》，於2016年9月23日及27日舉行兩節廣

播培訓工作坊，邀請了資深電台節目主持人鄭啟泰先生及

資深電台節目監製姚秀鈴女士教授參加者專業的聲音演繹

技巧及劇本編寫知識，為有意參加電台講演活動的師生作

好準備，在本計劃的前期選拔及電台節目中有更佳表現。

第二輪歷史文化學堂—兒童歷史故事活動報名截止日期

為2016年11月30日

詳情請瀏覽活動網頁：www.histncult.hk

講題：電台講演技巧訓練
講者：鄭啟泰先生

講題：廣播實踐訓練
講者：姚秀鈴女士

【互動環節】學生在講者的指導下為故事配上音效。

大合照。

【互動環節】學生試演短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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