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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思思、黃嘉寶 ( 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二年級 )

「一帶一路」包括「絲綢之路經濟帶」以及「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一個貫穿歐亞大陸，
與各國合作，共同發展的理念和倡議，也是一個中國與其他國家加強區域合作的多邊平臺。那麼，
在「一帶一路」範圍裡經商的情況又是如何的呢？我們又如何處理文化差異？年輕人又如何把握
這個機會呢？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梁日昌先生為我們分享他的寶貴經驗。

尋找「一帶一路」的綠洲：
梁日昌先生暢談非洲營商之道

認識梁日昌先生

梁日昌先生是新翼鞋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東

莞朗福皮鞋有限公司執行董事，也是非洲鞋廠廠長，有

「非洲鞋王」之稱。梁先生在香港本地零售市場開設鞋

店Shu Talk，致力多元化發展鞋業。他除了在非洲大力發

展鞋業外，還增加了當地人的就業機會，改善了當地的

經濟民生，樹立良好的社會企業形象。

埃塞俄比亞的經商情況

「一定有辦法解決，明天又是新開始。」

梁日昌先生是首位到埃塞俄比亞建立鞋廠的港商，

當他看到內地經濟逐漸轉型的時候，便懷著主動改變的

心態去開拓新的領域。當初他決定到非洲建廠時，並非

胸有成竹，到埃塞俄比亞設廠後，遇到了很多困難和意

想不到的事情，例如當地的物流和醫療水平相當落後，

曾令他一度感到十分挫折。

梁先生與記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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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認為只要肯嘗試，永不放棄，踏出步伐去解決

問題，前路就一定會越走越好。面對逆境，他沒有氣餒

和被困難打敗，而是憑著獨到的眼光和堅毅的意志去克

服困難，一步一步地建立他的事業。

如何看待文化差異

「文化差異一定存在在不同地區，問題在於
我們如何去適應當地文化。」

梁先生以其同事為例，說明如何適應非洲與中國，

乃至香港的文化差異。在語言差異方面，梁先生的同事

到了非洲，會學習當地的語言，以便與當地人溝通，同

時也能自我增值。不少到「一帶一路」經商或留學的

人，多多少少也會擔心文化差異造成的不便。的確，文

化差異是不可避免的，但只要我們保持包容以及尊重的

心，就能打破文化差異的隔閡，與各地人融洽相處。因

此，文化差異並非是到外國留學或工作的最大阻礙。

非洲人對中國人的態度

「非洲人會對中國人微笑。」

當我們問及梁先生非洲人對華人的態度時，梁先生

的答案令人驚訝，原來比起歐洲人，非洲人對中國人的

態度更為友善。因為中國人曾經無條件地援助非洲興建

鐵路，所以非洲人對中國人的態度比較好，這也是前人

留下的善果，讓中國人更容易與非洲人相處。相反，非

洲人不太信任歐洲人，因為歐洲人過去曾剝削了他們的

利益。這也提醒了我們，當我們去到不同國家時，要注

意自己對別人的態度，若果是到當地經商，則要抱持著

貢獻當地的心態，而非只注重自己利益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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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機會

到埃塞俄比亞設廠就像在挖掘一個魚塘，但這個魚

塘到底能不能養魚？還是最後變成自掘墳墓？

「就像挖隧道一樣，你永遠不知道自己會挖
到什麼。」

梁先生和我們分享了他很喜愛的一幅漫畫。他說未

來充滿了未知，你永遠不知道自己會挖到資源還是死亡

的陷阱。

「人生APP：野心 (Ambition)、耐性 (Patience)、
熱忱 (Passion)。」

梁先生認為要懂得把握每個機會，好好裝備和提

升自己，同時必需具備三個特質（APP）：第一、「野

心(Ambition)你不會只停留在目前的狀況，思想要走前

一步，「有危自有機」以個人判斷來衡量風險；第二、

「耐性(Patience)」是以足夠的時間和耐心去做自己力所

能及的事。第三、「熱忱((Passion)」是無論結果如何，

你都不忘初衷，堅持做好自己本份。

給年輕人的寄語

「成功、失敗、疑惑是必然的事，失敗不代
表什麼都差，因為成功的個案一向都少。」

梁先生認為每個人都會有經歷迷茫這個階段，會看

不清前景，也不知道如何走下去。但只要沒喪失勇氣，

沒裹足不前，繼續努力，就會找到屬於自己的未來和方

向。只有努力向前，就會有路可行，就會邁向成功。當

然，成功沒有捷徑，途中也會遇到很多失敗和挫折，但

到最後，這些一切都會成為你成功的堅實基石。

「路，無論如何走，都有所得著。」

「一帶一路」的經商之道
 

「首先是要清楚自己經營行業的特性，然後
是對前往的國家有所認識，找到絕對優勢才
能減低風險。」

由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各有不同優勢，因此在

選擇到哪裡投資設廠時，最重要是認清自己的目標，選

對適合的地方發展。以梁先生為例，他主要是從事鞋業

生產，而在非洲設廠的成本低，當地的經營條件符合他

的行業需求，所以在非洲進行生產，然後在深圳或香港

有龐大消費市場的地方銷售，因應地區的特性，選擇不

同的經營模式，這樣才能有效發展企業。

由於「一帶一路」當中有不少第三世界國家，這些

國家能以較低的成本吸引商家，但最主要的是要記得：

「收穫與貢獻」的原則。正如梁先生所提：經商的長久

之策是符合當地社會需要，作出貢獻，繼而對當地的經

濟和社會有促進作用，這樣才能長久地在「一帶一路」

國家經商。正如上文提及，當我們經商對當地有所貢

獻時，也會讓當地人對我們的態度更為友善，因此，不

能抱著只佔便宜、榨取資源的心態前往「一帶一路」國

家，而是要秉

承互惠互利的

原 則 ， 幫 助

當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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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邱淑婷 ( 香港教育大學中文教育榮譽學士二年級 )

東南亞地區（又稱南洋）是「一帶一路」必經的部份。這些國家都有著不同的風土
人情，很值得我們去探索，閒暇時，不妨到這些國家旅遊，體驗當地的文化氣息，

與當地人交流，擴闊眼界之餘，也能對我們身處的世界有更深層次的瞭解。

泰國（SIAM）

泰國舊時稱為暹羅（Siam），後

改名為泰國，而「泰」字在泰語中是自

由的意思。泰國是個信奉佛教的國家，

幾乎有95%泰國人民都是佛教徒。因

此，泰國的風俗習慣、文化、藝術和建

築等各個方面都和佛教息息相關。前往

泰國旅遊，必不可少的便是參觀各式各

樣的寺廟，例如清萊的「白廟」、「黑

廟」、芭達雅的「真理寺」、安帕瓦的

「樹中廟」和曼谷的「鄭王廟」等等。

每間寺廟都有其獨特的風格，完全顛覆

你對傳統寺廟的印象。除此之外，位於

曼谷的「泰國大皇宮」亦是泰國著名

的旅遊景點之一。她是如今泰國規模最

大，保存最完美且最具民族特色的宮

殿，建成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卻

依舊金碧輝煌，令人驚嘆。

南洋風情畫

▲ 白廟

▲黑廟 ▲泰國大皇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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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MALAYSIA）

馬來西亞簡稱大馬，是一個多元種族和多元文化的

國家，她融合了不同種族的文化和歷史，形成了獨特的

宗教、文學、藝術和文化。馬來西亞還是一個伊斯蘭教

的國家，全國有將近53%的人信奉伊斯蘭教。因此，在

馬來西亞你不會像在泰國一樣，看到隨處可見的寺廟，

而是一棟棟規模宏大的清真寺。東南亞最大的清真寺便

是馬來西亞的「國家清真寺」，她的祈禱廳一次可以容

納8000人，每到祈禱日的時候，就會湧入許多教徒，場

面十分壯觀。這東南亞最大的清真寺便位於馬來西亞的

首都──吉隆玻。吉隆玻是東南亞熱門旅遊景點之一，

馬來西亞的文化多樣性就可以從吉隆玻體現出來。吉隆

玻不但擁有許多現代化的建築，如雙峰塔，吉隆玻塔和

獨立廣場等等；還有保留了許多傳統的建築，如清真

寺，舊國家皇宮和摩爾式建築等等。新舊建築交替，別

有一番風味。

▲ 吉隆坡雙峰塔　

▲ 國家清真寺（吉隆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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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SINGAPORE）

新加坡又稱星洲、獅城，於1965年才獨立，是一個

多民族的國家，主要以華人、印度人和馬來人為主。如果

你想要瞭解她的歷史文化，一定不可以錯過牛車水街和小

印度街。牛車水街也就是唐人街，之所以取名為牛車水，

是因為當時居住在那的華人物質匱乏，都需要用牛車來運

送水，所以就取名為牛車水。牛車水座落於新加坡的市中

心區，與周邊摩天大樓形成鮮明的對比，別具一格。它的

街道保留了中國傳統的建築特色和風格，因此，行走在牛

車水街道上，非常有歷史感，仿佛回到了過去。而且牛車

水每年還會舉行中國戲劇表演和春節慶祝儀式，屆時會有

許多旅客慕名而來，熱鬧非凡。因此，牛車水是新加坡熱

門旅遊景點之一。 小印度街則是英國殖民期間印度移民

居住的地方。如今街道上亦保留了許多印度文化特色，例

如，寺廟，房屋和餐廳。因此，你即使不去印度，也可以

在小印度街感受到新加坡式的印度風情。 
▲ 小印度：馬里安曼廟興都廟

▲ 牛車水



Vol.220 ecampustoday  83



圖•文：彭淑敏博士

贊育醫院位於香港島西營盤，由英國倫敦傳道會傳教士

克寧醫生（Dr. Alice D. Hickling）於1922年創立，她是西

方基督教差會派遣來港事奉的第一位女醫療傳教士，反映醫

療傳教士中婦女角色的重要。贊育醫院是香港第一所華人產

科醫院，由華人公共診所委員會管理，除了獲主席曹善允博

士（1868-1953）的支持外，也得到本地紳商和西營盤街坊

會等捐款支持營運。早於贊育醫院創立之前，英國倫敦傳道

會已於1887年成立香港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是香港

第一所採用西方醫療的華人醫院，克寧醫生也曾在雅麗氏何

妙齡那打素醫院裡服務。她最後在港去世，葬於跑馬地香港

墳場。

▲ 舊贊育醫院的遺址於戰後改為「贊育服務處」，現為
西區社區中心，正門的橫眉上刻有「贊育醫院」，由清
朝遺老陳伯陶（1858-1930）題。

▲  舊贊育醫院以紅磚建成的的主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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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淑敏博士，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哲學博士。關心香
港歷史的研究，近年參與出版包括《香港文化導論》、《香港教會人物傳》、《香港

記憶》、《香港第一》、《屏山故事》及《改變香港歷史的 60 篇文獻》等。

香 港 第 一 所 華 人 產 科 醫 院  ─

「贊育醫院」



贊育醫院原址位於西邊街，發展為當時香港一間

著名的產科醫院，目的是提供產科服務及培育華人

助產士，更獲得皇家婦產科學院（Royal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aecologists）認可。該醫院於

1923年招收第一批華人助產士學護，不久即成為香港大

學婦產科的教學及實習醫院，由於西醫產科接生的死亡

率較為低，吸引了不少華人孕婦前來待產，據稱當時常

常出現兩位孕婦共用一張床的情況，畢業生也有開設留

產所為華人婦女提供服務。贊育醫院因應院務發展，於

1934年成為政府醫院，交由政府管理。直到1937年，

贊育醫院改為香港大學醫學院的教學部門，負責培訓產

科和兒科醫生及護士。

▲ 舊贊育醫院外部的建築特色。

昔日的贊育醫院的建

築群分別是醫院主樓、職

員宿舍及員工宿舍，主樓

於1992年被古物諮詢委員

會評定為香港三級歷史建

築，再於2009年確定為一

級歷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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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育醫院於1955年遷往西營盤醫院道現址，原來的

建築物則於1973年改為西區社區中心，租借予社會團體

用作為辦公室及舉辦活動之用，當中包括現位於舊贊育

醫院附屬建築物的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此為一非

牟利的保育團體，以提倡香港歷史、文化和古蹟的保育

為宗旨。這幢建築物已被評為香港二級歷史建築，昔日

曾經用作為西約公立方便醫局和西約華人公立醫局的會

址。

 同學參觀了西區社區中心後，有沒有興趣到旁邊的

「第二街公共浴室」看看？想一想設立公共浴室的歷史

背景。

* 本文及相關照片的版權由筆者所有，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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