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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汝萬先生，曾在香港中文大學擔任過四年的教務
長、八年的系主任、十八年的亞太研究所所長。他對
自己的工作、香港社會的時事以及本港未來的發展，
都有 自己的一整套通盤論述。每一串話語，都代表
了他濃濃的中國心、香港情。這份難能可貴與堅持，
實令人感動。

畢業於傳統名校
楊汝萬教授出身於一個中產家庭，他的祖籍是內地

的廣州。明代末期，他的祖先隨 朝廷大軍平叛而來
到嶺南大地。他的祖父後來從內地遷居到了香港，到
他這裡，已經居港三代有餘了。儘管時間久遠，但是
他仍舊保持 穆斯林的傳統習慣。
他回憶道，自己讀書的年代，港英政府奉行的是精

英主義的教育方針，能夠入讀名校以及大學的青少
年，人數是少之又少。他依靠自己的刻苦努力，終於
入讀了香港當時頂尖的中學——皇仁書院。學校的課
業競爭非常激烈，而楊教授為了能夠在激烈的競爭中
脫穎而出，時常是挑燈夜戰。一個明顯的事實是，他
1959年入讀香港大學，確實是付出了極為艱辛的努力
與汗水的。因為，彼時的香港，只有香港大學這一間
大專院校，中文大學還未成立，更不用說其他高等院
校。況且，楊教授獲得的，是全額獎學金式的公費學
額機會，能夠居住於學校之中，更好地學習知識，適
應大學時代的生活。
在香港大學讀書期間，楊教授是學生宿舍的負責人

之一。他積極參與和組織各類的學生文藝活動，對自
己的組織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正是這段經歷，讓他
後來能夠在中文大學教務長的職務上，從容面對各式
各樣的學生訴求，與廣大師生之間建立起良好和互信
的溝通機制。
在香港大學畢業後，楊教授前往加拿大進行碩士課

程的進修，以最快的速度取得了學位。隨後，以優異
的成績被美國芝加哥大學錄取，前往攻讀哲學博士學
位，用很短的時間取得了學位，令人刮目相看。他認
為，香港是一個多元和包容的地方，政府以各種措施
向不同族群和階層的人士提供競爭和上位的機會，更
有制度上的保障來確立平等權的實施（如平等機會委
員會的創設與運作）。因而，他認為，只要自己努
力，就能夠在激烈的競爭中獲得成功。
已經撰寫了49本學術專著的他，打算在退休後開始

寫作回憶錄，將自己的奮鬥歷程留給後代。他慨嘆，
當下的年輕人，許多沒有吃過苦，因而精神的鼓勵與
支撐，是非常重要的。

力倡泛珠三角經濟融合
作為一名學者，而且身為特區政府最高官方智庫機

構的成員，楊教授的研究，是以整個泛珠三角地區的
經濟整合為主題的。在這一框架下，他努力思考 香
港經濟的未來發展方向與轉型之道。作為中央政策組
泛珠三角項目負責人，他認為，香港與本地區進行區
域經濟的融合，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否則，會蹉跎歲
月、追悔莫及。
記者在訪問中毫不諱言這樣一個問題——即在目前

的香港社會，還有相當一部分人對香港與泛珠三角地
區的經濟合作，持有懷疑甚至是敵視的態度。有一些
港人擔憂，隨 香港與內地經濟融合步伐的加快，香
港會被邊緣化，從而喪失作為轉運港與國際金融中心
的地位，作為政府智庫人員，他如何看待這一社會輿
情與心理思潮？
楊教授認為，從2004年開始提出的泛珠三角經濟融

合概念，是一個重要的經濟發展轉型舉措。就中國內
地而言，近年來的基礎建設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
成就，這在泛珠三角地區的表現尤為明顯，因而是一
個較為成功的區域經濟框架，值得驕傲。在這一架構
下，香港可以發揮的優勢很多，根本無需擔憂被邊緣
化的問題。他進一步舉例說明道，香港已經連續多年
在中國城市競爭力的排名中名列第一，其根本的原
因，就在於香港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市場經濟模式及其
引以為傲的先進管理方式，且香港的經濟活動是以整
個世界的市場流通作為考量的，因而，香港的優勢，
在區域經濟的融合中只會進一步展現出來，並為全中
國的經濟發展作出貢獻——從香港，輻射至廣東，再
擴展整個內地。
他認為，所謂「邊緣化」的問題，是過於悲觀的心

態。目前，香港仍舊是最為主要的外來資金與貿易的
首選投資地區，其獨特的地理位置與優越的金融服
務，在全球排名中都較為靠前。而英文程度的普及，
更是香港與國際交流接軌的一大重要工具。所以，應
當以充滿自信的心態去看待香港在未來區域經濟整合
中的表現。

憂內耗阻礙香港進步
香港未來的發展有何不確定因素呢？楊教授毫不諱

言——社會的內耗。
楊教授認為，社會不同人士、階層或團體，對公共

政策或是社會發展模式與方向，出現不同的看法或是
爭論，是極為正常的現象。在香港這樣一個多元化的
地方，有不同看法，是社會環境的使然，也是包容的
一種體現。但是，楊老先生覺得，香港近年來的社會
爭論，已經出現了「非理性」的傾向，「為反對而反
對」的色彩極為濃厚，也令人深思。短期內，這種爭
議似乎無礙大局，但是長遠，則一定會影響香港的繁
榮與進步。

他以2010年的「反高鐵」事件為例。在相當一部分
人看來，香港部分較為激進的「八十後」群體，對興
建廣深港高鐵項目的反對，是出於公義，值得鼓勵和
讚揚。但是楊教授認為，這些反對興建高鐵的人士，
完全沒有看到興建高鐵的迫切性與必要性。他說道，
經濟要邁入一個新台階，必須對交通網絡進行新的重
組。日本和歐洲在二戰後的經濟發展，一個相當重要
的原因，就是建立在高鐵建設完備的基礎上的。如果
香港不興建高鐵，則難以打通與中國內地的交通網
絡，如此一來，又何談區域經濟的整合呢？封閉自
守，對香港的投資與經濟活動，完全沒有任何好處。

文化土壤不同難等量齊觀
他又以機場興建第三條跑道為例。相當一部分團體

基於所謂「環保」理由，反對機場興建。但是，北
京、上海、廣州以及泰國的曼谷，均已或正在修建第
五條機場跑道。香港的機場不過是適度擴展其功能，
就引起軒然大波，確實極為令人費解。有關國民教育
的爭論也是如此，部分人士反應過度，而未能理性溝
通解決問題。
然而，楊教授憂慮的還不僅僅是這些，他更看到，

部分人士在反對具體的公共政策的同時，所採取的非
常激烈的手段。他認為，激烈的社會抗爭，其手法源
自歐洲。但是香港與歐美的文化土壤環境畢竟不同，
不能夠等量齊觀。尤其是當年反對興建高鐵的人士，
採取了癱瘓交通和包圍公務機關（立法會）的做法，
不僅堵塞交通、影響了城市功能的運作，更是將負面
影響遺留至今——自彼時開始，香港的社會運動就開
始進入了激烈的時期。有鑑於此，楊教授以自己的感
悟認為，青年人，應當勇於打拚，而不僅僅是對社會
進行抱怨。他贊成香港的大學生關注社會，但他更提
醒莘莘學子——學生，當以學習、讀書為本業。因
而，他更加不贊成少數大學教授鼓動學生參加激烈的
社會運動的做法。

本港社會宗教信仰多元，族群也非常多
樣化。漫步於深水 街頭，能看到很多南
亞族裔的少年兒童放學歸家的情景。在跑
馬地，能夠看到錫克教的廟宇、回教的墳
場，以及往來祭拜的人群。這是香港的現
實故事。每一個族群，都在用自我的奮鬥
和成長歷程，來書寫成功的點滴和生活的
艱辛。這些，都是香港社會的寫照，更是
多元的核心價值觀的體現。
幾年前，立法會通過了法律，禁止再以

歧視性的語言來稱呼少數族裔。這是立法
上的一個巨大進步。然而，我們必須看
到，制度層面的平等與反歧視容易解決，
但是觀念層面的平等觀之落實，確實還需

要走很長的一段路。即便是在美國，1954
年聯邦最高法院在「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局」
案的判決中，徹底廢除了種族隔離制度；
即便奧巴馬已經成為了第一位黑人總統，
但是一些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歧視思想，
依舊難以徹底消除。
當我們以特殊的視角，去發掘少數族裔

的精英分子，將他們的故事寫出來呈現給
大眾時，一個尷尬的事實是：他們的精英
太少，社會融合仍舊有待進一步提高，才
使得這樣的故事感人或值得注目。以文化
層面為例，為了進一步加快社會融合的進
程，政府更是應當花上大力氣，在少數族
裔的文化保留、推廣與傳承方面多下功

夫。例如，可以多舉辦一些少數族裔的文
化節、文化周或主題宣傳日，以帶動多元
文化的發展。這是公共政策執行機構的職
能，也是他們應當主動規劃和思考的事
情。
階層劃分與族裔差別，究竟哪一個是更

為根本的社會形態？不同的人類學家、社
會學家有不同的解答。至少在馬克思的立
場看來，階層、階級與社會屬性的差異，
能夠遠遠模糊其餘的自我身份識別象徵。
事實上，成為了社會精英的少數族裔，無
論是英語還是粵語，其使用能力與使用頻
率都非常之高，幾乎與普通華人沒有任何
差別。外界社會對他們的關注，也不僅僅

是少數族裔的族群身份象徵，而更多的是
他們在現實社會中的職務、地位與貢獻。
這是一種社會性的表達，也是在個人發展
與飛躍的過程中，逐漸融合的表現。
但無論怎樣說，我們不能夠以功利的眼

光去看待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族際身份永
遠都是一個人最為樸實和本質的血緣、文
化符號。這不需要甚麼過多的解釋和論
證。因而，在香港的族群已經日益多元化
的今日，應以自我而非他者的心態去接納
和面對少數族裔的文化。因為，他們已經
深深紮根於香港，已經是香港社會的一部
分而不再是過客和外來者。用「自己人」
的視角去面對他們生活中的每一份情感與

執 。
多元文化，是香港的資產而非負債。文

化事業的大發展、大繁榮，要擺脫「文化
沙漠」的惡名，絕不僅僅是多幾場演出、
多邀請一些藝術團體這樣簡單。而是要從
根本上培養出大眾階層的文化審美鑒賞能
力。這種鑒賞能力，是以多元文化的包容
心態為基礎的，是以「泛愛博施」的真情
實感為依歸的。文化的多元，不能夠流於
表面的形式，而是要深入到民眾的心髓之
中，建立起共同的文化美學體認體系。而
這一切工作，都需要我們，尤其是政府方
面立足於本港的普通社區，發掘身邊的美
與故事。這，才是根本之道。 文：徐全

堅持多元融合的社會核心價值

楊汝萬教授，雖已年逾七旬，但至今都堅持 穆

斯林守齋的習慣。他是現任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泛

珠三角研究小組的組長、北京大學客座教授、香港

中文大學前教務長、地理系榮休講座教授。這一系

列頭銜的背後，展現的是他在學術上的成就以及對

社會的貢獻。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圖片由被訪者提供

香港發展需理性思考

■在文萊最宏美的清真寺前。（2011）

■出席一年一度的上海論壇

■在顧問工作期間參觀德國Hannover大會堂。（2010）

■在河南講學，與李小建校長合影■在韓國釜山火車站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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