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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發揮好香港作為國家與世界的「超級聯繫
人」的作用，幾乎成為了社會的一個共識，而這也是
未來香港探求自身角色和定位的一個重要方向和價
值。而在這一定位上，如何將香港與「一帶一路」的
發展戰略相聯結，也會是非常值得關注、研究和探討
的問題。
一直以來，香港乃是以港口作為與外部世界交往

的重要橋樑。在新的時代和
背景之下，如何保持原有的
優勢以及探索新的發展潛
力，是香港未來前進的重要
課題。這其中，如何發揮香
港與珠三角乃至廣東地區在
文化上的淵源關係，並將這
種淵源變為新型的文化交流
與合作平台，甚至提升為嶺
南文化在香港進一步發揚光
大、融匯中西的關鍵區位，

則本港所具有的軟硬件價值和扮演的角色，將會極為
重要。
香港一直以來被視為是創意文化較為貧乏的地

方，也通常被外界視為是較為追逐資本的商業化社
會。因此，要在香港從事文化與藝術的產業，似乎是
一個非常艱巨的創業課題。但是，創意並非丟棄傳
統，創意也並非與歷史割裂。就香港而言，創意文化

擁有巨大的歷史和人文資
源。例如今次座談會中所提
及的香港與中山的文化淵源
等，都可以是未來文化創意
發展、繁榮的重要助力。因
此，「一帶一路」的新戰
略，確實給香港帶來了無窮
的機遇。未來走勢的關鍵，
便是本港思索在地文化與發
展的新定位，應怎樣與大的
時代洪流相結合。

中山在歷史上被稱為香山縣。因為民
主革命家孫中山出生於此地，所以在
1925年孫中山先生逝世的年份，被改稱
為中山。中山市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
節點。根據相關的資料顯示，中山與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進出口貿
易總額，約在50億美元左右。因此，無
論是歷史抑或是現實的角度，中山都是
珠三角地區非常重要的城市之一。
在經濟與文化結構上，中山也是別具
特色的現代化城市。特別值得一提的，
乃是在經濟層面上，中山形成了頗具特
色的產業集群鎮模式。不同的區域會形
成不同的產業集群，從而奠定起整個城
市的經濟柱石。例如，燈飾、傢具、遊
藝設備，都在全國市場上佔據非常巨大
的份額。而在文化上，中山更是具有鮮

明的嶺南廣府文化特色。
例如中山的美食，便具有
頗為鮮明的兼收並蓄且同
時持守傳統的特徵。而這
些，都是中山多樣化文化的體現和
象徵。
歷史與現實的交織，奠定了一座

城市近百年的風華和滄桑。中山與
香港之間的淵源，已不僅僅是一種
歷史意義的文獻掌故，而是透過雙
方的努力，成為了新時代中，可以
持續合作的重要資源和動力。因此，今
次在香港舉行的座談會，必將對未來兩
地的合作起到非常正面的促進作用，也
會為持續而有效的合作——特別是文化
領域的借鑒與相互學習，打造牢固的基
石。

香港與中山，均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
點。日前，以「香江水＆香山情」為題的

海上絲路文化座談會，在香港風景清幽的饒宗
頤文化館舉行。來自香港和中山兩地的官員、
學者、專家以及社會賢達，就兩地的歷史淵
源、現實合作以及在「一帶一路」背景之下的
共贏機遇和機制互相交流座談。是次座談會是
一次具有極大意義的活動，拉近了兩地民間情
感的距離，使大家意識到兩地緊密合作的必要
性。此外，今次座談會也引起了各界的極大迴
響，也以展望歷史、關懷現實、暢想未來的方
式，為民眾帶來了認識「一帶一路」、了解國
家的絕佳契機。

回溯歷史：密切的歷史淵源
今次座談會得到了香港與中山兩地的大力重視和支

持。參加座談會的香港方面嘉賓有特區政府民政事務
局副局長許曉暉，全國政協委員、饒宗頤文化館館長
陳萬雄太平紳士，中國工程院院士、加拿大工程院院
士、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院長李焯芬太平紳士等。
而在中聯辦方面，其九龍工作部副部長王小靈也出席
了今次座談會。而中山方面，則有中山市政協主席丘
樹宏，《中山日報》總編輯鄭萬里等。
中山市政協主席丘樹宏在座談會表示，香港是一個

節奏非常之快的城市，人們都相當之繁忙，因此對於
來參加座談會的各位嘉賓表達感謝之意。在向與會者
介紹中山市時，丘樹宏表示，中山市是偉大的革命先
行者孫中山先生的故鄉；此外，中山市也是中國近代
史的搖籃，近代中國的「留學生之父」容閎，著名的
近代思想家鄭觀應等都是中山人。值得一提的是，中
山也是中國的鹹淡水文化中心。鹹水即海水，代表着
開放的海洋文化；而淡水則是內河意義上的傳統文
化。中山兼具此二種文化的特質，從而構成了當地民
眾務實進取的性格特質。
在文化與經濟層面，中山也是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

地方。丘樹宏在座談會中提及，中山可以看作是廣府
菜的鼻祖之地。在與香港
的歷史淵源方面，丘樹宏

介紹到，中山在歷史上稱為香山，與香港均隸屬於東
莞縣；而香山所盛產的沉香，也與香港的名稱有着極
大的歷史淵源。而出生於香山縣的孫中山，更是在後
來的革命人生中，與香港有着極為深厚的關聯。因
此，中山與香港的密不可分，其古已有之。

期待強化兩地合作
出席座談會的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從

兩地合作的角度闡述了自己對香港與中山深化合作的
看法。她說，香、或是沉香，乃是歷史上香港與中山
淵源的象徵。因此，有關香的製造等方面，兩地未來
可以加強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乃是孫中山先生誕辰150

周年。這對於孫中山先生曾經從事了革命活動的香
港，以及其誕生地中山而言，都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
意義和歷史價值。許曉暉在座談會中透露，明年，本
港的孫中山紀念館將會舉行相關的展覽以紀念孫中山
先生的誕辰，因此若能夠在宣傳、展品互借等方面能
夠與中山方面積極合作、相互學習，將會是非常有意
義的事。
廣府菜在中山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作為一個國

際大都市的香港，世界各國各地區的美食，都能夠在
香港被人們加以品嘗。而且，香港美食文化有一個重
要的特徵，那便是各種不同地域風味的食品，在香港
大多會被加以一定的改良，實現外來和本地的結合、
東方與西方的結合，從而讓品嚐者能夠在飲食文化中

感受到不同文化與

文明的交融。許曉暉認為，各地美食在香港都會
有所提升，因而若香港能與中山方面在此一領域
多多合作和交流，對兩地都會具有較為積極的意
義。
同樣作為「一帶一路」的重要節點，香港和中

山在此一框架之下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間。許曉暉
提出，兩地可就海上絲綢之路的議題，共同參與
和組織展覽、講座。這樣的操作，也必定能夠加
深人們對這一議題的認識和關注。

學者視角：本港各界應多參與
在今次的座談會中，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是：與會
的本港學者，則從歷史和現實的兩個方面講述了海上
絲綢之路與「一帶一路」戰略格局下的香港參與問
題。其相關的論述和觀點，頗值得深思。
來自香港浸會大學的歷史學者周佳榮表示，香港和
中山都在鄭和的航海圖中，由此可以看到香港作為中
外交流史中的重要地位和價值。而今日的香港人，也
確實應當多了解「一帶一路」以及整個中國的歷史，
尤其是近代史方面的資訊，多了解、多參與。由於香
港與中山都和孫中山本人具有歷史淵源，因而對孫中
山的研究和觀察，也一直是許多內地和香港學者的研
究領域之一。周佳榮說，對全球有關孫中山的紀念
館、公園進行調查和走訪，是非常必要的，因而也應
該前往中山進行實地的了解。對孫中山的了解，也是
了解中國近代歷史的一個重要切入點。周佳榮提及，
當年孫中山提出了宏大的為中國修造鐵路的設想。則
在今日，沿着高鐵沿線參訪，去體會和了解孫中山當
年的理想，也是一種了解和認識歷史的方式。
文化乃是不斷演化的，並非一成不變。文化體系也
同樣如此。因此在座談會中，有學者提出，經過數十
年的發展和人口流動，在今天的歷史背景之下探討
「一帶一路」，已經完全不能夠忽略海外華人華僑文
化的地位、意義和價值。因為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
文化架構下，海外的華人華僑文化，已經是多元中的
重要一元。而香港與中山這兩座城市，在此一領域，
必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

中山：歷史歷史與現實交匯的文化名城與現實交匯的文化名城

記者手記

思索在地文化與發展的新定位

■珠三角地區一直是重要的對外區域，圖為
廣東十三行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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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水香山情香江水香山情
共話淵源談未來共話淵源談未來

在「一帶一路」新戰略的促進和推動之下，香港與廣東的中山，這兩座頗有淵源的城市，又一次走到了一起。不僅僅是文化上的同源

與一衣帶水，更重要的乃是兩座城市在新的時代中如何攜手為區域的文化傳承、經濟發展以及不斷創新，帶來持續性的生命力和推動

力。對話與攜手，是兩座城市在當下的歷史交匯，也是既有的歷史人文淵源在新時代中不斷發揚光大的平台。在現實中回溯歷史，在歷

史中把握現實，成為了城市之間交流與合作的一個重要範式。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匯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
認為兩地未來合作領域廣泛認為兩地未來合作領域廣泛

■香港的舊粵劇宣傳報紙，印證本港與內地的文化淵源。

■與會學者展示地圖以講解香港發展史

■■中山市政協主席丘樹宏回中山市政協主席丘樹宏回
顧了香港與中山的淵源顧了香港與中山的淵源

■座談會現場

■■座談會在環境清幽的饒宗頤文化館舉行座談會在環境清幽的饒宗頤文化館舉行

■■今次座談會主旨為香江水和香山情今次座談會主旨為香江水和香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