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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 	 海上絲綢之路(中外海交史)的大歷史	 
命題一：海上絲綢之路，前世不如今生。	 

命題二：海上絲綢之路，獨贏不如共享。	 

命題三：多贏海上絲路，中華文藝復興，

	 	 	 	 	 互為因果。	 

命題四：中華文藝復興，香港文藝復興，

	 	 	 	 	 互為因果。	 

一個大歷史，四個小命題  



¡ 	 21世紀海上絲路大歷史：歷史啟示(不是故事
或掌故)	 

¡ 	 黃仁宇《中國大歷史》：歷史的短期人事起

伏(變)與長期歷史結構(不變)	 	 

¡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司馬遷)：變與不

變。	 

	 

一個大歷史 



¡ 	 海上絲路大歷史的長期結構與短期起伏	 
¡ 	 短期起伏：鄭和下西洋與	 21世紀海上絲
綢之路	 

¡ 	 長期結構：可有不同焦點。我們焦點在經
濟結構	 (相對國家政策、外交關係、社會階

層、倫理信仰心態等文化領域而言，但都有

密切關係)，因為今天絲路必以經濟為首務。	 

一個大歷史 



¡ 	 海上絲路前世諸古漢語名字：梁書海南諸國
傳、諸蕃志、島夷志略、瀛涯勝覽、東西洋考、

海國圖志等	 

¡ 	 海上絲路前世諸近代名字：中外海上交通史、

中外海上關係史、南海／海外貿易、中外海上

交流史等；海上絲綢之路	 (90年初以後) 

命題一：海上絲綢之路，前世不如今生。 



¡  前世長期經濟結構：朝貢為主，貿易為附；海
禁漸多，開放漸少；朝廷經營，志不在外；民

間貿易，無所不至。天理人情，民間規範。法

禁障礙，獨占壟斷。 

¡ 	 20	 世紀長期結構重整(原不變的也變)：	 外來

直接投資，現代經濟競爭，國族存亡危機，文

明基礎動搖，民族自主圖強等。	 

命題一：海上絲綢之路，前世不如今生。 



¡ 今生長期經濟新結構(新的不變)：經濟為主，外交
為輔；禁例漸少，開放日寬；國家財經，志在天

下；民營國企，內外商機；國際規範，日漸完備

等。 

¡  21世紀海上絲路國家政策，是相應的 “變”的現象。 

¡ 所以命題一：海上絲路今生勝於前世－開放政策，
全球視野，海外投資，外交配套，國際接軌，平

等意識，公平交易，全民參與，個人機遇等。 

命題一：海上絲綢之路，前世不如今生。 



¡ 	 21	 世紀海上絲路：從海外貿易、海外生產、海

外集資，到海外基建投資	 

¡ 	 20	 世紀資本主義海外投資的歷史經驗：唯利是

尚則難獲當地認受，難逃經濟帝國之譏	 

¡ 	 20	 世紀海外基建援助的歷史經驗：只謀利他則

易致長貧難顧，不免半途而棄之怨	 

命題二：海上絲綢之路，獨贏不如共享。 



¡ 	 21世紀海上絲路若獨贏歷史重演，則投資難

獲長期經濟回報，遑論睦鄰。	 

¡ 	 所以命題二：21世紀海上絲路應具多贏共享

願景－投資者獲利，當地人官民欣悅；兩地

經濟同時受益，雙方社會互利互信。	 

命題二：海上絲綢之路，獨贏不如共享。 



¡ 	 21世紀海上絲路的願景若是多贏共享(獲利同時
受當地認可)。	 

¡ 	 基建投資要受當地社會普遍認受，必有待跨文
化溝通與體諒。即睦鄰以德，待人以誠。牟利無

妨，必由其道。	 

¡ 	 這套道德，中國傳統商業倫理本來也有，但20
世紀初開始，在現代市場經濟利潤極大化及弱肉

強食自然主義的巨輪下，難再時髦。	 

	 

命題三：多贏海上絲路，中華文藝復興，互為因果。 



¡ 但上世紀末以來，西方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
問題浮現，西方學界商界好談商業倫理誠信

及企業社會責任者，亦日漸增多。	 

¡ 今日中國經濟興旺，重振中華文明的經濟倫

理，與資本主義世界潮流，互相輝映，或正

是其時。	 

命題三：多贏海上絲路，中華文藝復興，互為因果。 



¡ 重振中華文明的經濟倫理，不是復古，是文藝
復興。	 

¡ 14世紀意大利文藝復興特色，包括人文精神和
關懷；	 對古文明的愛好，探索以及創造性的古

典新知識；對異文化及異國的開放懷抱；對科

學技術的好奇和探究；對文史哲的高尚素養品

味；通過藝術追求美的感覺與價值等。	 

命題三：多贏海上絲路，中華文藝復興，互為因果。 



¡ 	 14世紀意大利文藝復興，是通過了解古代文明而
開拓創造今世文明的運動。	 

¡ 亦與當時商業繁榮互為因果。	 

¡ 今日重振中華文明的經濟倫理，不亦文藝復興？	 

¡ 所以命題三：多贏海上絲路，中華文藝復興，互

為因果。前者有成，必促進後者。反之亦一樣。	 

命題三：多贏海上絲路，中華文藝復興，互為因果。 



¡ 	 除金融財務法律管理等投資專業外，香港對海
上絲路，還有什麼難以取代的角色？	 

¡ 	 香港能否因為比較國際化，有力協助落實“多
贏海上絲路，中華文藝復興”的願景？	 

¡ 	 香港國際性，不單西方人，也有大量東南亞、
南亞及西亞人士工作及定居，而且不太分隔聚

居。	 

命題四：中華文藝復興，香港文藝復興，互為因果。 



¡ 	 若香港人能珍惜他們的存在，更加尊重其語言及文化，
在日常生活加強和他們溝通，向他們虛心學習其語言及

文化，理解其社會情況等，等於提升了自己在海上絲路

事業可能發揮的文化作用。也提升整體香港文化素質。	 

¡ 這要求更深厚的人文素養，更強烈的跨文化觸覺，包
容而不排外的心理狀態，超功利社會網絡的渴求等。	 

¡ 作為中國最長期的多文化移民國際都市，香港極有潛
力孕育出文藝復興式的文化現象。香港可否懷抱一個

打造成亞洲文化中心的願景？	 

命題四：中華文藝復興，香港文藝復興，互為因果。 



¡ 	 香港文藝復興，對中華文藝復興，絕對有其
他中國都市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中華文藝復

興，亦必對香港文藝復興，有莫大衝擊。	 

¡ 	 兩者同時對海上絲綢之路，發生十分重要的
正面作用。	 

¡ 	 所以命題四：中華文藝復興，香港文藝復興，
互為因果。	 

命題四：中華文藝復興，香港文藝復興，互為因果。 



² 	 海上絲綢之路(中外海交史)的大歷史	 
命題一：海上絲綢之路，前世不如今生。	 

命題二：海上絲綢之路，獨贏不如共享。	 

命題三：多贏海上絲路，中華文藝復興，

	 	 	 	 	 互為因果。	 

命題四：中華文藝復興，香港文藝復興，

	 	 	 	 	 互為因果。	 

一個大歷史，四個小命題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