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ol.216  ecampustoday  85

文：王欣雨、王紫薇（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三年級）

問：有關「一帶一路」，您是怎麼看待這個概念的？

答：一帶是「路上絲綢之路經濟帶」，是從亞洲東部途

徑中亞細亞、西亞細亞，到達歐洲。一路是「海上

絲綢之路」，從中國的南海經過東南亞，穿過印度

洋，到達非洲。「一帶一路」囊括了60多個國家和

地區，是希望透過基礎設施的建設拉動60多個國家

經濟的發展，與此同時推動國家之間，在社會、經

濟、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建立一種平等、互利的合

作概念。

為甚麼是以基礎設施來拉動經濟發展呢，舉個簡單

的例子：廣深高速公路，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

通車的。雖然只有一百多公里，但是正是由於高速

本次採訪我們有幸邀請到李焯芬教授
接受採訪，為我們解答有關香港在
「一帶一路」中的角色的問題。李焯
芬教授，是著名的地質工程師及水利
專家，曾參與中國多個水電、核電等
基礎設施專案的建設，當中包括著名
的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曾任香港
大學副校長、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院長及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講座教
授，現為珠海學院校監。發表國際學
報論文 270餘篇，專著 9冊。

李焯芬教授談

香港在「一帶一路」的
優勢和挑戰

公路的完工，

很 多 企 業 到

這 裡 投 資 ，

公路兩旁建起

了工廠、城鎮；

人口、地價大幅增

長，拉動了整個地區

的經濟發展。修公路、

修高鐵，不僅僅是交通便捷，更能夠帶動經濟的發

展。中國是希望通過「一帶一路」的發展，帶動沿

線國家的經濟發展，增加貿易額度，促進文化交

流，建設一個公平、合理的國際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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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香港在「一帶一路」中扮演
的是一個怎樣的角色？ 

答：從地理位置上說，香港是海上

絲綢之路的重要的始發港、南

方工業出口的重要港口。但是

隨著社會的不斷變革和進步，

地點位置已經不是最為重要的

一點。現在年青一代，都流行

網上購物，所以無論你處於世

界的哪個角落，都可以在網路

上進行貿易往來。

問：「一帶一路」在香港實行有甚麼
優勢嗎？又會面臨怎麼樣的困難
和挑戰呢？

答：優勢在於香港是一個融資的中心，

有專業的組織（如亞投行等）進行

專案融資；而對於與其他國家進行

貿易往來的方面來說，香港則具有

豐富的經驗。在上個世紀八十年

代，就有很多港商到內地去投資，

建設基礎設施、興建工廠等等。

困難則是，香港要與60多個不同

的國家進行貿易，而每個國家都有

自己不同的政治背景、文化背景。

就像伊朗，一個伊斯蘭國家，伊斯

蘭國家不僅在金融制度上和中國不

同，在宗教文化、法律制度、社會

歷史等各個方面都有著很大的差

異。要「知己知彼」，尊重對方的

習俗，瞭解對方的文化，才能更好

的達成貿易協定。當然，在一些有

戰亂的國家，則要做好風險管理。

對於貿易合同的擬定和落實也是十

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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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一帶一路」在香港的推行現狀是甚麼樣的？現在
香港政府對「一帶一路」實行有甚麼優惠政策嗎？ 

答：目前香港還是很期待參與這一類經濟活動的，很多的

港商在內地、在國外都有參與投資建設公路這類的基

礎設施。而現在香港政府主要是在做前期準備工作。

針對香港年輕一代的學生，政府會採用發放獎學金的

方式鼓勵他們參與「一帶一路」的學習研究，到「一

帶一路」沿線的國家參觀、實習，瞭解人家的政治、

經濟、文化制度。同時政府也會發放獎學金給印度、

巴基斯坦等沿線國家的學生，幫助他們來香港學習有

關融資、設施建設等方面的知識。針對香港的企業，

政府也鼓勵他們去參與投資，具體則是在合同法律等

方面提供保障。

問：您認為現在的香港年輕人對「一帶一路」這一概
念的認識深嗎？

答：他們對這一概念的瞭解其實是很初步、很模糊的，深

入去瞭解的人還是佔少部分。

問：您對香港年輕人有什麼寄語？

答：坦白說，我認為香港年輕人的國際視野不夠開闊。希

望他們能主動地開拓自己的國際視野，更主動地瞭解

的國家的文化歷史等等，讓自己更開放一些。雖然

「一帶一路」沿線很多國家現在經濟狀況差，很窮，

不如香港經濟發展狀況好，但是不要小看人家，要有

一種開放包容的態度，尊重人家的文化，多瞭解它們

的相關資訊。而這也是促進「一帶一路」經濟往來的

好方法。   

可以看出，無論是在過去還是現在，香港在「一帶一

路」中都擔任著重要的角色，而參與「一帶一路」經

濟活動也能幫助香港更好地融入全球一體化中。希望

我們年輕的一代人能像李教授所期望的那樣更加開放

包容，在未來為香港的發展盡自己的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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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甘肅莫高窟

隨著中國內地一帶一路的戰略深入發展，香港也相

繼融入該發展計畫中，近期香港貿易發展局就一帶一路戰

略與中國內地進行多方面的經濟合作，2016年11月3日第

十五屆“甬港經濟合作論壇”上與會人員探討了香港和長

三角地區的發展合作問題，繼而在11月29日香港財務司

司長曾俊華率領訪問團赴伊朗探索“一帶一路”的商機。

談及“一帶一路”，除了經濟上的戰略合作，沿線的文化

資源也可謂是“重頭戲”，本文就“一帶” （絲綢之路

經濟帶）上的三個省份：陝西、甘肅和新疆，以及“一

路”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上的兩個省份：廣東和海

南的文化資源作一個“鳥瞰式”的介紹。

作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起點——陝西省西安市，張

騫奉漢武帝之命從長安（今西安）出使西域，開闢絲綢之

路。陝西省位於中國大地的中部，是漢唐文化的主要集

中地，所謂“地上文物看山西，地下文物看陝西。”陝西

省的出土文物以及古墓群均是其文化資源的亮點。其中最

具代表性的便是家喻戶曉的秦始皇陵兵馬俑，值得注意的

是，以西安市為中心，附近的縣市均是古墓集中之地，在

開發新土地時，施工挖出某位侯王將相的墓地也是常有的

事情，近在11月15日陝西師範大學官方微博發文稱陝西

師範大學長安校區施工挖掘時發現唐宰相賈耽墓，可見陝

西省古墓文化資源之豐富。

以中國內地五省為例

「一帶一路」的文化資源
文：謝智慧 ( 香港教育大學 中國語言學系 三年級 )

中國版圖上左方緊挨著陝西省的是狹長的甘肅省，

是古代絲綢之路的重要關隘之地，秦漢唐時期中國版圖

不似今，離開了甘肅的關隘，便是西域之地。而古詩詞

“春風不度玉門關”“西出陽關無故人”中所提及的玉

門關和陽關今天均在甘肅省。更為引起世人關注的是甘

肅省敦煌市的莫高窟藏經洞所藏有的遺書文獻給歷來學

者研究中國

古代文學、

歷史、語言

等提供了突

破性進展的

文化資源。

圖 1 陝西秦始皇陵兵馬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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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陝西、甘肅不同，作為西部邊陲，新疆以其交相

輝映的少數民族邊境文化佇立於中國最西邊。據統計，新

疆境內包括漢族共有43個民族居住，主要有漢族、維吾爾

族、哈薩克族、蒙古族、回族、塔塔爾族、俄羅斯族等。

這些少數民族以“大雜居，小聚居”的方式與其他少數民

族在新疆共同生活，他們的文化與中亞國家的文化聯繫密

切，利用這種文化與國外進行文化交流可以說是新疆與境

外交流的主要平台。

最後是與香港有著“剪不斷”關係的廣東省，與香

港一樣，廣東省以粵語為通用語言，同時也是“一路”進

行海外交流的主要通道，其省會廣州市更是“閉關鎖國”

時與外界交流的五個港口之一。從歷史上看，廣東省在近

代史上的地位可謂是“揮之不去”，從“虎門銷煙”到民

國歷史上“指點江山”的孫中山先生以及在學術研究歷史

上的舉足輕重的梁啟超先生都是出身於廣東省。適逢2016

年是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廣東省和港澳台地區為紀

念孫中山先生舉行了一系列的活動和文化宣傳。

圖 3 新疆

同樣是邊陲，位於最南端，我國南部海上通道的海

南省有很多少數民族，例如黎族、壯族、瑤族等南部少

數民族常住於此地，雖然少數民族的數量較新疆少，但

通過海南與新疆的少數民族的比較可以發現中國境內南

北方少數民族的文化差異，北部少數民族與中亞鄰國的

文化交融性較強，而南方的少數民族則更多體現“本土

化”色彩。

圖 4 海南省

在“一帶一路”的戰略發展上，注意到經濟合作發

展的同時，也應關注文化資源的利用，而現實則是文化資

源的保護和利用不盡人意。例如西安市對古代建築的保護

開發明顯不足，部分重要的資源丟空甚至成為堆放廢物的

犄角旮旯，利用“一帶一路”的戰略去保護和建設文化資

源也應提上日程。

圖 5 廣東省廣州市俯瞰圖

圖 6 甘肅省嘉峪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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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回顧

由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主辦，語文教育及研究

常務委員會支持及語文基金撥款的第二屆《小嘴巴．說大

道理——普通話電台講故事比賽》，邀請了香港普通話研

習社導師李曉京女士、香港科技大學語文教育中心講師及

顧問譚成珠教授、新城知訊台節目主持黎莉女士於11月

12日及19日擔任三節工作坊導師。活動透過角色扮演、

接力講故事等互動環節，讓參與者輕鬆學習普通話知識、

講故事技巧等等。

小嘴巴．說大道理——
普通話電台講故事比賽

第二屆

講者：李曉京女士  主題：普通話訓練

講者：譚成珠教授
主題：電台講故事的技巧：如何吸引聽眾

講者：黎莉女士 主題：聲音運用、故事編排

▲ 工作坊吸引了過百名師生及家長參
加，座無虛席。

▲ 幾位參與者即場示範接力講故事，考
驗大家的創意和技巧。

▲ 參與者進行角色扮演，發揮創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