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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楊蘇力 顏易君 （香港教育大學 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二年級）

訪談內容：

問：甚麼是「一帶一路」，您怎麼看這個概念？

李博士：「一帶一路」，說它一個概念是對的，但

我更喜歡用「打包上市」的說法，它是一個比較統一、簡

化的概念，來描述中國的「走出去」和國際化。雖然是一

個概念，但是它有很多的具體、落實的方向。我一般會說

它有四個層面：政策對接、基礎建設、融資平台和人文交

往。

問：我們可以看到在「一帶一路」的實施過程中遇
到了一些困難。您認為香港加入「一帶一路」的利
弊是怎樣的呢？

李博士：困難肯定是有的，因為「一帶一路」沿線

不同國家的社會和政治形態的發展不同，再加上國際上有

地緣政治的博弈。從大的方面來看，我們今天所處的世

界，是一個以西方文明主導之下的「老世界」，而中國今

天提出的「一帶一路」，

背後其實是一個新的文明

系統。在舊的世界體系之

下，我們忽略了很多的國

家，而中國在重新喚起這

些國家，所以原來那個系

統裡的主導國家是一定會

有抵觸情緒的。

人物簡介：清華大學法學博士，主攻《基本法》
研究，還擔任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國際金融體
系研究中心（PIFS）顧問、清華大學基本法研
究中心兼職研究員、香港大學法律學院訪問學
者等職務。也曾於 2009-12 年期間在貴州省貴
陽市息烽縣擔任縣長助理、於 2004-06 年期間
曾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青年成
員、香港政策研究所青年團主席、於 2012-15
年期間任職香港華潤集團戰略管理部總監，戰
略研究中心港澳臺及國際研究室主任。現為特
區政府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委員、教育局課
程發展議會委員。

李浩然博士訪談錄

走到時代的前面



68  ecampustoday  Vol.215

香港在舊的世界體系中運行的非常好，可是這是不夠的，因為世界在前進，所以我們

應該在「新世界」的概念剛提出時，盡快裝備好自己，迎接那個「新世界」。這兩者並不矛

盾。我沒有看到加入「一帶一路」的弊端，反而我覺得如果不加入的話等於放棄了很多機

遇。打個比方，除了英語之外，我們可以多學一門語言，學第二外語並不影響英語的學習，

反而更是多掌握了一個技巧。

問：您提出了「新世界」的概念，可是西方建立老世界花了幾百年的時間，中國目前
是否發展的太快了呢？

李博士：我並不認為太快。第一，因為「一帶一路」並不是五年十年就可以完成的，例

如中國提出和非洲的「二零六三願景」，要花五十年的時間。因此這是一個很長遠的計畫，

國家並沒有低估這個計畫會面臨的困難。其次，中國當下提出「一帶一路」是一個合適的時

間，因為中國目前已經是一個非常巨大的經濟體了，需要更大的市場和共同發展的空間，而

這對自身以及其他國家都是有利無害的。

問：香港一直以來都是內地和國際的「超級聯繫人」，近年來內地的城市發展越來越
快，您覺得香港聯繫人的角色會有變化嗎？

李博士：作為聯繫人，肯定需要有過人之處。這十年來內地也在迅速發展，不同的城

市和企業也有自己的辦法連接國際，不一定需要經過香港。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應該感到高

興，因為這說明整個國家的競爭力越來越強大。從香港的角度來看，現在不能維持傳統的聯

繫人角色，那就應該更多地結合香港自己的優勢，去開發和挖掘一些獨有的特點。

▲ 訪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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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既然不再是傳統的角色，那麼您認為香港在此過程中是否需要採取甚麼轉
變的措施呢？

李博士：我覺得我們並不需要轉變甚麼，而是要找準自己的優勢，有一個更加精

細化的聯繫人角色。比如說：在金融方面，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於整個國家來

說，香港是有很好的金融基礎，這就是香港的優勢。

從行業角度來看，香港都是運作的很不錯。我經常提到「空中絲綢之路」這一

概念，可以看到我們已經有陸路、海路了，獨缺空路。我們知道，香港有非常好的機

場管理經驗，也有頂尖的航空公司，但需注意的是，香港機場有79％的航班是集中在

太平洋區域，並且在我之前所提到的西方文明主導的老世界裡，中亞板塊是一直以來

都被忽略的。如今「一帶一路」的提出，我們能不能在擁有良好機場管理經驗的基礎

上，把自己的航空力量擴大出去，去開拓中亞板塊的業務呢？這個就是「空中絲綢之

路」的概念，亦是香港的另一發展空間吧。

香港作為「一帶一路」的仲裁中心，這是很好的提出方向。眾所週知，香港在法

律上是有很崇高的國際地位，所以在這方面，香港本身就有很好的條件去運作，我們

有人才、崇高的地位、國際的視野、以及普通法在商業運行方面獨有的優勢。

▲ 李博士所著《從世界工廠到世界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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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我們是有諸多優勢的，但重點是要弄明

白未來世界發展的趨勢，所謂“think out of the box”－思

想解放，在發展過程中找准自身的發展方向，我覺得這也

是「一帶一路」給予我們最核心的價值。

問：其實現在香港許多年輕人對「一帶一路」並不是
很熟悉，甚至說很陌生，您認為原因是甚麼呢？

李博士：我覺得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確實可能有宣傳上的不足；因為以前宣傳大

多是有關商業方面的，但實際上這忽略了「一帶一路」的

綜合性；「一帶一路」除了商業還包含很多方面，比如之

前所說的文化交流，按官方說法就是「五通」，所以這不

僅是商業上的「通」，還有人的、文化的等等。

第二，香港年輕人對於國家的戰略政策都不太了

解，當然這個也是有歷史原因的。我自己對年輕人的期望

是，採這樣一種態度：我們過去所能了解的就是西歐英美

文明下的「老世界」，其他大部分國家在這個「老世界」

系統裡是被忽略了的，既然今天國家提出「一帶一路」的

倡議，可以讓我們很方便的去了解這個世界的另一部分，

那我們為甚麼不去多了解其他國家地區的多元文化，開闊

自己的眼光，讓自己對這個世界有個更國際化多元化的理

解呢？

問：說到年輕人，我們知道您的經歷是非常豐富勵志
的，那麼您對我們年輕人有沒有甚麼寄語呢？

李博士：我覺得每一個人、每一代人都是不同的。

如果我晚出生十年二十年，我的路也會不一樣。所以說，

每一個人的路都是獨一無二的，這也是我覺得人生有趣的

地方。但有一個原則，是我們不僅要走在時代的尖端、更

要走在時代的前面，要看到未來世界的走向，不要被已有

的規則限制，要學會用創新的辦法去達成自己的夢想。我

希望，年輕人做事情一定要有決心和信心，更要知道和明

白自己到底在做甚麼。

▲ 李博士與記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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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從遠方來，素若瑤臺神女，氤氳著璀璨悠久的文明。

雅魯藏布江水那蜿蜒碧綠的束裝宛如她的彩帶，在曠古的

原野古松間飄揚著一抹天然的浪漫。

世人皆言西湖之美，羊卓雍錯的魅力卻不被俗人所知，那

一脈澄澈透明的珊瑚枝，洋溢著千年之湖不老的傳說。

不似喜馬拉雅的壯美巍峨，尼色日山蜿蜒盤旋，深沉而不

張揚，低頭一覽歷史流過的滄桑，她的豁達任流沙沖洗千年也洗

不盡。

西藏，絲綢文明從這裡流出，生生不息，歷歷在目……

世人所熟知的「絲綢之路」，起源於漢武帝時期並不斷演

變為連接古代中國與亞歐非多國的路上商業貿易及文化通道的古

絲綢之路。 「新絲綢之路」則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世

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它源於卻不局限於古

絲綢之路，是開放動態型的長遠戰略。西藏作為中國歷史上南方

絲綢之路、唐蕃古道、茶馬古道段的重要參與者，無疑將在「一

帶一路」戰略中成為中國與南亞國家交流的重要門戶。

絲綢之路上的瑤臺神女——西藏
文：謝李潔 香港教育大學中文教育榮譽學士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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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與「絲綢之路」的歷史淵源深厚綿長，不僅是絲

綢之路的途徑地，更是連接絲綢之路主幹道和南亞次大陸

的橋樑。「羌中道」是古絲綢之路在西北出現的多個通道

之一，西藏在漢代時期即藉此與青海、甘肅等地居民有經

濟往來。唐代時期，時稱吐蕃的西藏即通過「唐蕃古道」

與跨越河西走廊的絲綢之路主幹道相互聯通。至宋代，西

藏則通過「茶馬古道」與內地西北、西南地區發生更為密

切的政治經濟交流。直至今日，西藏在「新絲綢之路」上

發揮中國與南亞國家交流的橋樑作用更是不容小覷。

絲綢之路既是商貿之路也是文化交流之路，「一帶一

路」沿途地區的文化交流附著於絲綢、茶葉、玉石、瓷器

等物品交換之中，地區的資源和物產自然產生了文化附加

價值。

藏族生活在「世界屋脊」之上，高寒的高原氣候、嚴

酷的生存環境在造就藏族人民剛毅不屈的民族性格同時，

也形成了高原特色的飲食文化。藏族嗜好的酥油茶便產生

於藏族人民千百年來與自然條件鬥爭的漫長過程。一則淒

美的民間愛情故事敘述了酥油茶的來源：傳說藏族的轄部

落與怒部落曾結下冤仇，前者部落土司的女兒美梅措，於

一次勞動中結識怒部落土司的兒子文頓巴，兩個年輕人相

知相愛。文頓巴因為部落之間的冤仇被轄部落殺害，在文

頓巴的火葬儀式上，美梅措縱身跳入火海殉情。後來，美

梅措化身為茶樹上的茶葉，文頓巴則變身為鹽湖裡的鹽。

藏族人打酥油茶時，茶和鹽就會再次相遇……

西藏，祖國最唯美的瑤臺，從遠方而來，宛若神女，

在絲綢之路上淘盡千古流沙，氤氳著璀璨悠久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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