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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今日（九月二十九日）在俄羅斯聖彼得堡人文

大學主持客席講座以「香港的文化意義」為題發言的全文： 

 

扎佩索茨基校長、各位教授、各位同學： 

 

  我獲得邀請來到聖彼得堡人文大學，參加國際文化交流系列講座，既感榮

幸，亦心存恭敬。 

 

  我久仰聖彼得堡卓越不凡的歷史，這裏是文化、藝術界人士匯聚之地，又是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第一聲炮聲響起的地方。這裏發生的事情，對世界歷史

進程有過重大影響，包括給中國革命帶來啟示和激勵，經歷艱辛奮鬥，中華人民

共和國終於在一九四九年成功建立。建國四十八年後，中國於一九九七年恢復對

香港行使主權，創出「一國兩制」新範式。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聖彼得堡，初步所見所聞，有親切的感覺。普希金曾把這

裡稱為俄羅斯「面向西方的窗口」，而香港長期以來就被看作是中國面向西方、

面向海外的窗口。在向世界開放、匯聚多元文化這個角度看，我們兩個城市有不

少相似的地方，都是重要的港口，是航運中心，貿易發達。 

 

  你們未必都了解香港，那麼讓我簡單介紹一下。 

 

  香港，從面積上來說很小，只有一千一百平方公里，約比聖彼得堡小三百平

方公里。 

 

  香港是個高度開放和多元化的社會，約有七百萬人口。去年從中國內地和世

界各地來香港訪問的人次，卻達三千六百萬。我們的人口主要是華人，但以香港

為家的人口其實來自世界各地，非常多樣化。 

 

  香港設有一百二十一個外國領事機構，是世界上設置外國代表 密集的非首

都城市之一。在這個開放、自由的社會，不同地方的文化自由繁衍；不同宗教的

寺廟、教堂隨處可見。香港有各種各樣的華洋節慶，反映不同的傳統。 

 

  你們會聽說過李小龍，以至成龍、吳宇森。李小龍可以說是六七十年代香港

的象徵，他曾到荷里活發展，然後返回香港自己拍電影，把中國功夫推向世界。

他的功夫打鬥場面，可溯源於中國傳統戲曲裏程式化的武術表演，以及中國古典

武俠小說中的描述。荷里活電影充滿了對武器的幻想，而功夫片則是對人自身肢



體的幻想。 

 

  香港的流行音樂對全世界華人社會也有重大影響，對亞洲的韓國、日本的影

響也不小。香港的美食同樣輸出到世界各地。 

 

  服務業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近百分之九十五，香港因而是亞洲 重要的商業

和專業服務中心之一。香港長期以來獲評選為世界 自由的經濟體系，也是 具

競爭力的經濟體系。香港是自由港，不設關稅，只對汽油和煙草等製品徵稅。我

們堅決支持貿易自由開放。 

 

  我們又是世界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對中國金融市場的開放和改革發揮重大

作用。二零零九年和二零一零年全年的首次股票上市集資額，香港居世界第一位。 

 

  中國中央政府 近明確表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香港作為

這樣的中心，有自己的法律制度，有獨立的銀行體系，有自己貨幣，港元可以在

國際市場上自由兌換。 

 

  以上是對今日香港的簡介，我還想向各位說一說，香港是怎樣演變為今天的

面貌，以及香港在世界上獨特文的化意義。 

 

  首先要明白的是，香港從來都是，將來也是一個以中國人為主的社會。就是

說，我們的文化、語言、傳統、思想、生活方式，都有深遠的文化淵源。明白這

一點，並且了解中國數千年來的發展軌跡，就會明白香港為甚麼會成功演變為一

個東西薈萃之地，一個文化熔爐，一個創意的冶煉場。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和」是個重要的概念，可以追溯至約三千年前的典籍

《易經》。它以陰陽概括了對天地的總體認識，認為世界萬物是互補相生、達致

完滿和諧的。「和」可以說是中華文化的思想根源之一，從「和」可以達到和諧、

和平。 

 

  一個與「和」相似的概念是「同」。對於「和」與「同」，中國早在兩千多

年前的春秋戰國年代有過爭論，爭辯「和」與「同」之差異。爭論指出，「和」

有陰有陽有差異，而「同」意味着無差異。因此「和」才能發展演進，而「同」

是無以為繼的。 

 

  孔子後來就有了著名的論斷，提出要「和而不同」，就是說「和」必須包含

對「不同」的承認和尊重。 

 



  在一些歐美人士眼中，「和諧」暗示着趨同，或者極為相似，甚至懷疑是要

否定他們的諸如人權等價值。 

 

  但在中國人看來，差異性是「和」的重要特徵。「和」的精髓，在於允許差

異，接納差異。 

 

  想像一下由著名的聖彼得堡交響樂團演奏的索斯塔科維奇的交響樂，它一定

要有不同音色的樂器配合、交響，才可以產生那麼層次深厚、音色豐富而和諧的

音樂來。 

 

  科學研究越來越發覺，世界必須生物多元才能持續發展，一個即使不起眼的

物種，也會在關係世界命運的生物鏈中擔任着難以替代的角色；任何一個物種的

消失，都可能導致長久的生態失衡。為了我們和我們的後代，人類當前的重要任

務，是要保護世界的多元。 

 

  你們很多人會知道，香港近代曾受英國管治逾一百五十年，於這期間走上一

條與祖國大陸不一樣的發展道路，這對我們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有深刻影響。 

 

  英國人在一八四二年通過鴉片戰爭，從中國清朝政府手中奪取了香港，作為

向中國掠奪財富的基地。中國有幾千年延續不斷的悠久文明，卻沒有建立西方那

樣具有強大動員能力的現代民族國家，竟不能抵抗英國遠征部隊。已故美國政治

學者白魯恂（Lucian Pye）曾有論斷，說中國是「一種文明，佯裝國家」（a 

civilis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儘管如此，愛國觀念早就存在於

中國文明的核心價值中。幾千年積澱的中華文明有強大凝聚力。過去一百年中國

發生的多次革命行動，就一直得到包括香港和海外華僑華人大力支持。同樣，雖

然英國管治香港逾一個半世紀，到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祖國時，過程是和平、順

利的，因為絕大多數香港人都認同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香港作為商貿轉口港的發展，使我們明白到環球市場變動不居，明白到要保

持競爭力，就得反應敏捷靈活。換言之，要時刻待機善變。香港始終是個根植於

中華文化的華人社會，但是充分吸收、採納了英國人引入的制度。香港社會也明

白到我們穩定繁榮所賴的某些制度與理念至關重要，包括司法獨立，廉潔高效的

政府，公平競爭的商業環境，新聞和資訊自由。 

 

  香港人接受來自世界各地的文化，還有數以萬計的香港人走出去，到世界各

地接受教育。國際教育和海外學習的經驗，使香港年輕人勇於探索，勇於接受不

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他們從海外帶回來的知識和經驗融入香港社會，生根發

芽，孕育出創意和革新，以致逐漸改變我們社會和經濟的遺傳基因。近年也有更



多香港青年到祖國內地求學。 

 

  中國人不排斥外來文化，樂於求取國外先進經驗。西方傳來的民主、自由、

人權等價值都很好，我們很願意學習，但是中國的革命先輩有一個疑問：為甚麼

我們想求教的老師，老是要欺負我們呢？所以，顯然還有其他考慮。我們這一輩

曾經在英國殖民主義之下的生活的人，知道實際上有多少完全違背了表面堂皇的

價值。 

 

  大家在這裏會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上世紀九十年代發生的一連串變化，產生

了影響廣泛的政治效應，使全世界的政治格局面目全非，世界從此進入了後冷戰

時代。有人提出「歷史終結」論，認為歷史已終結在美國、西歐的自由民主制度

和西方價值的勝利之上。歐美價值變得絕對化。接着又有美國學者提出，先前由

政治制度不同而起的衝突，會轉化為由文明不同而起的衝突。 

 

  「歷史終結論」預期政治制度和價值在全球趨同。「文明衝突論」意味着差

異不能調和。如今到處都在說全球化，仿佛全球化，就意味着全球趨同，同一種

文化，同一個制度了。可是眼前的事實告訴世人，歷史並沒有終結，還在作新的

演變和探索。全球化也並非變得萬事劃一，其實正催生着多樣性。現代性因而也

不是單一的，可以有不同文化形式的現代性。各種不同的文化傳統對現代性都有

塑造作用。中國有強大而深遠的文化傳統，幾千年延綿不斷，有自身的合理性和

合法性，如今正在塑造自己的現代性。中國式的現代性一定不同於美國式的現代

性。 

 

  俄羅斯的文化傳統同樣十分強大，俄羅斯文化，如音樂、美術、文學，在中

國、在香港都有影響力，都有愛好者，俄羅斯的藝術團體經常出現在香港的舞台

之上。來到俄羅斯，我也見到俄羅斯有自己的現代性，很不同於西歐、美國。 

 

  文化多樣性是客觀存在，我們能否避免文明衝突，使不同文明和諧共融呢？

這關乎世界和平和人類未來。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我看到了香港文化的意義。 

 

  若你能明白我剛才所說「和」的概念，你會較易明白，為甚麼香港人在國際

的企業和投資者，與中國的企業和投資者之間穿針引線，能夠如魚得水。適應和

採納新思想，對於香港是自然而然的事，因為這是香港文化和生活的一部分。我

們博採眾長、東西薈萃，創造了一個動力不絕、自由開放、多彩多元的社會，它

根植於中華文化傳統，而在與地球村的互動中茁壯成長。 

 

  「和」的概念也表現在香港自從一九九七年回歸後的發展之中。 

 



  過去十四年來指導我們發展的「一國兩制」原則，要旨在於和中存異。「一

國兩制」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提出時，西方很多人認為這是把開放的、資本主義的

香港吸納到我們當時尚封閉的、社會主義祖國的新穎方法。事實上，這是一個古

老哲學理念切合於香港實際的應用。 

 

  各位，小小的香港，正進行着新時期一項振奮人心的探索。世界主要文明的

不同價值觀、習尚、實踐在香港交匯，我們承受可能衝突的壓力，極力促進融和

與超越。我們面對着不少困難，但我們相信香港是解決這問題的天造地設之地。 

 

  我希望你們能到香港走走，親身體驗一下「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從中

看到香港特色的文化建設。 

 

  我們的行政長官去年訪問俄羅斯後，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今年較早前也到

香港進行了歷史性的訪問，我們之間的友誼和聯繫自此進入了新的、積極的階段。 

 

  聖彼得堡與香港之間有大量交流和合作的機會，俄羅斯文化、思想、技術可

以豐富香港這個成功的故事。我希望，我們可以攜起手來，讓世界更美好、更精

彩。 

 

  多謝各位。 

完 

 

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９日（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