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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之路與香港新機遇
中國共產黨第二

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提
出的一個重大理論創

新，就是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按照二十大提出的中國式現
代化的本質要求、戰略安排和總體目標積
極投身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領域建設，
將是當前和今後較長一段時期必須堅持不
懈的中心工作。

3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
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發表題為《攜
手同行現代化之路》的主旨講話，進一步
就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及其與世界各國現
代化進程的關係作了全面系統深刻的闡述，
進一步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理論的內涵與
外延，相信對於今後中國式現代化及世界
其他國家現代化建設都將具有重大指導和
參考意義。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的
主旨講話，對於香港實現由治及興、發揮
「國家所需、香港所長」 獨特優勢，也具

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首先，要深刻認識到當前世界各國

現代化進程所面臨的重大挑戰與困境。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今世界，多重挑戰
和危機交織疊加，世界經濟復甦艱難，發

展鴻溝不斷拉大，生態環境持續惡化，冷
戰思維陰魂不散，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又
一次來到歷史的十字路口。兩極分化還是
共同富裕？物質至上還是物質精神協調發
展？竭澤而漁還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零
和博弈還是合作共贏？照抄照搬別國模式
還是立足自身國情自主發展？我們究竟需
要什麼樣的現代化？怎樣才能實現現代化？
面對這一系列的現代化之問，政黨作為引
領和推動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力量，有責任
作出回答。

深刻認識當前挑戰和困境
其次，要深刻認識到世界各國現代化

所應遵循的一般原則。亦即：要堅守人
民至上理念，突出現代化方向的人民性；
要秉持獨立自主原則，探索現代化道路
的多樣性；要樹立守正創新意識，保持
現代化進程的持續性；要弘揚立己達人
精神，增強現代化成果的普惠性；要保
持奮發有為姿態，確保現代化領導的堅
定性。

再次，要深刻認識到中國式現代化是
一條兼收並蓄、與時俱進、開放共享、命
運與共的，與世界各國共存、共進、共享、

共榮的完全符合中國和世界發展需要的現
代化道路。中國式現代化既基於自身國情，
又借鑒各國經驗；既傳承歷史文化，又融
合現代文明；既造福中國人民，又促進世
界共同發展；是我們強國建設、民族復興
的康莊大道，也是中國謀求人類進步、世
界大同的必由之路。我們將始終把自身命
運同各國人民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努
力以中國式現代化新成就為世界發展提供
新機遇，為人類對現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
新助力，為人類社會現代化理論和實踐創
新作出新貢獻。

最後，要深刻認識到共同倡導全球文
明的重大意義。我們要共同倡導尊重世界
文明多樣性，共同倡導弘揚全人類共同價
值，共同倡導重視文明傳承和創新，共同
倡導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我們願同國
際社會一道，努力開創世界各國人文交流、
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讓世界文明
百花園姹紫嫣紅、生機盎然。

習近平總書記的主旨講話，對於香港
當前發展也具有重要指導作用，促使香港
各界思考新的發展空間。

一是進一步思考和調整香港現代化發
展道路問題。香港作為發達經濟體，已經

走出了一條與眾不同的獨特現代化道路。
但是，在這中間不容否認存在兩極分化問
題、物質至上問題，甚至在某些領域存在
嚴重的照抄其他區模式問題和 「複製黏貼」
問題，這些都需要管治者予以警惕，在施
政理念上作出應有轉變，要多在現代化道
路的人民性、多樣性、普惠性上下功夫，
讓香港的現代化道路更加健康、更有活力、
更為市民所擁護。

施政理念要作出應有轉變
二是進一步思考和調整香港政團及參

政者的使命和作為問題。政團以參與政治
為使命，以服務市民為目的。前些年香港
政治生態較為嚴峻，政團魚龍混雜，一些
有理想、有抱負、有人才的愛國愛港力量
也難以發揮其應有的能量。當前香港正處
在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未
來幾年正是香港開創新局面、實現新飛躍
的關鍵期。愛國愛港力量一定要肩負建設
香港和發展香港的職責，重塑使命，拓展
覆蓋面向，積極參政議政，在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和發揮香港獨特優勢等方面帶頭行
動、作出表率。

三是進一步思考和調整 「一國兩制」

香港實踐在中國式現代化及世界現代化進
程中獨特地位和優勢問題。 「一國兩制」
是香港的最大政治優勢和最大制度優勢，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是香港得天獨厚的
顯著優勢。

作為中國的一個先期進入現代化階
段的特別行政區，當前香港理應要思考
的是香港現代化與中國式現代化的關係、
香港現代化與世界現代化的關係，以及
香港現代化在中國式現代化和世界現代
化之間的調適因應問題。在這多重思考
當中，一方面可以重塑香港現代化道路，
使其進入一個更為高等的發展階段；另
一方面，也要進一步發揮其先發優勢帶
動中國式現代化及世界現代化的發展進
程，尤其是減少後者的發展誤區與後發
成本。

當前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中國式現代化也向着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
目標前進。變動當然會帶來不穩定和不確
定性，但是變動又何嘗不會帶來發展的重
大機遇？現在正是香港涅槃重生的關鍵時
期。

暨南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
究基地研究員

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的獨特意義

應俄羅斯聯邦總統普京邀請，國家主席習近平
於3月20日至22日對俄羅斯進行國事訪問。習近平
臨行前在俄羅斯媒體發表署名文章明確指出， 「我
即將對俄羅斯的訪問，是一次友誼之旅、合作之
旅、和平之旅。」 同時表示， 「我期待同普京總
統一道，共同擘劃未來一個時期中俄全面戰略協
作夥伴關係發展新願景、新藍圖、新舉措。」 在
國際形勢風雲激盪之際，鞏固的中俄關係無論是
對中俄兩國還是世界，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中俄關係走過70餘年風風雨雨，其間有過甜
蜜，也有過曲折，但最終步入了關係正常化。因
此，習近平在文中指出，今天的中俄關係來之不
易，中俄友誼歷久彌新，必須倍加珍惜。

擘劃新願景新藍圖新舉措
中俄關係之所以能夠經受住國際風雲變幻考

驗，關鍵在於找到了國與國正確相處之道。正如
習近平文中所言，一是高層交往發揮重要戰略引
領作用，二是雙方政治互信不斷鞏固，打造大國
關係新範式，三是雙方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合作
格局，四是雙方踐行世代友好理念，傳統友誼歷
久彌堅，五是雙方在國際舞台密切協作，履行大
國責任擔當。

2013年，習近平當選中國國家主席後，第一
個訪問的國家便是俄羅斯。此後，又七次到訪俄
羅斯，在雙邊和國際場合先後四十次會晤，同普
京總統一道開啟了中俄關係新篇章。此次到訪俄
羅斯，必將同普京總統一道，共同擘劃未來一個
時期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發展新願景、新
藍圖、新舉措。

這其中，經貿合作、人文交流自然是重要內
容。事實上，這些年中俄關係始終保持健康發展
勢頭。2022年，中俄雙邊貿易額達到創紀錄的
1902.71億美元，同比增長29.3%，中國連續13
年穩居俄羅斯第一大貿易夥伴國。

中俄人文交流同樣積極活躍。過去五年裏，
中俄先後舉辦了以地方合作、科技創新、體育交
流為主題的三個國家年，累計開展各類活動近2000
項，雙方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增加到116個，各

領域合作持續深化。
這些成果的取得，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中

俄雙方秉持世代友好、合作共贏理念，堅持不結
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堅定支持彼此走符
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支持彼此發展振興。

很顯然，在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
局，國際社會憂心忡忡，亟盼驅散危機的合作良
方的形勢下，特別是去年以來烏克蘭危機全面升
級的情況下，習近平此行在 「重大國際和地區問
題」 上，令人有更多的想像與期待。

不久前，沙特伊朗在中國的斡旋勸和之下，
結束了長達7年的斷交歷史。雙方在北京發表聲
明即將重新復交。而在中東另一端，土耳其總統
埃爾多安和埃及總統塞西將舉行會晤，這標誌着
兩國 「十年關係疏遠期」 的結束。

正因為中國扮演着重要的勸和促和的角色，
中東形勢發生了重大而深遠的變化。

去年以來，烏克蘭危機全面升級，中國一直
秉持客觀公正立場，積極勸和促談，前不久，更
是發布《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
文件。文件吸納了各方合理關切，體現了國際社
會在烏克蘭危機問題上的最大公約數，為緩解危
機外溢、推動政治解決發揮了建設性作用。

探尋世界持久和平光明大道
值得關注的是，此前的2月22日，俄羅斯總

統普京在莫斯科會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
外辦主任王毅時，應該基本已經了解了中方立場。
同時，習近平明確對莫斯科的國事訪問之前，中
國外長秦剛與烏克蘭外長庫列巴通了電話。秦剛
在電話中特別強調， 「希望烏俄為對話談判保留
希望，無論有多大的困難和挑戰，都不要關死政
治解決的大門。」

烏克蘭危機是一個複雜的問題，而複雜問題
沒有簡單解決辦法。但是，只要各方秉持共同、
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堅持平等、理性、
務實對話協商，就一定能找到解決烏克蘭危機的
合理途徑，找到實現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
光明大道。

總之，習近平此次友誼之旅、合作之旅、和
平之旅，必將會與普京總統一道，共同擘劃未來
一個時期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發展新願景、
新藍圖、新舉措，給中俄關係和國際關係注入新
活力。 上海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博士

友誼之旅 合作之旅 和平之旅

三齣歌劇為香港文藝發展探路

國家 「十四五」 規劃明確香港 「八大
中心」 定位，其中之一是中外文化藝術交
流中心。但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路
途艱巨，就拿最近在香港藝術節上演的兩
齣創新粵劇《毛俊輝．粵劇情》和《竹林
愛傳奇》，以及新派歌舞劇《兩生花》為
例，看看香港本地文化藝術可以交出什麼
的成績。

有 「戲劇教父」 之稱的毛俊輝，近年
不斷在粵劇作新探索，今次在藝術節上演
的三台折子戲，分別是改編自《蝴蝶杯》
的《藏舟一夜》、改編自《孝莊皇后與多

爾袞》的《密誓背後》，以及改編自《蝶
影紅梨記》的《我的窺醉》。

其中改編自唐滌生傳世經典的《我的
窺醉》最令我感到驚喜，是由現代視角去
窺探古代的愛情故事。故事講述大學中文
學系女生Linda（林穎施飾）迷醉於《蝶影
紅梨記》的浪漫愛情，潛入了《蝶影紅梨
記》的虛幻世界，遇上痴情才子趙汝州。
趙和名妓謝素秋三載神交，互通詩詞，恨
素未謀面，到首次約會時，卻被賣國奸相
恃勢奪愛。謝素秋死裏逃生，但趙誤以為
愛人已死，傷心欲絕，當二人終於相逢時，
因為謝和趙好友有約在先，不能和趙相認，
只能扮作已故太守之女。趙誤以為眼前人
是鬼，疑幻疑真。

男女相愛三年從未相認，放在 「即時
通訊軟件」 氾濫的今天，是匪夷所思。亦

正因趙謝從未見面，才令Linda潛入《蝶影
紅梨記》時，趙汝舟很迷惑，究竟她是誰？
她為什麼對謝素秋的詩句，一一接得上？
毛俊輝的改編，令原來 「真假和人鬼」 的
懸念之上，多加一個 「古今和虛實」 的層
次，迷離夢幻，令人拍案叫絕。究竟她是
Linda還是謝素秋？界線變得模糊。

《蝶影紅梨記》是唐滌生改編自元朝
張壽卿的原著，如今由毛俊輝再改編，並
加強導演的角色，走出粵劇經典的 「方程
式」 ，大玩古今穿越，令經典煥發生命力，
更易引起今天的年輕人共鳴，甚具創意。

話劇融合粵劇強化感染力
殿堂編劇杜國威的《竹林愛傳奇》，由

粵劇實力派新生代藍天佑和鄭雅琪主演，
更有大老倌新劍郎兼任主演和導演，成績

不負眾望，我看的場次，全院滿座，掌聲不
絕，肯定成為藍鄭的戲寶，很快就會重演。

《竹林愛傳奇》乃粵劇首次取材自竹
林七賢的事跡，故事講述七賢後人向沖和
嵇旦自幼青梅竹馬，婚盟早訂。嵇旦之父
嵇康為司馬昭所斬，臨終時所緊抱之古琴
不知所終。嵇旦決意尋之。怎奈晉武帝垂
涎嵇旦美色，竟欲據為己有。故事不是一
般才子佳人戲碼，而是有武俠色彩，讓藍
天佑大顯身手，打得落花水流水，嵇康是
文豪和音樂家，全劇詞曲優雅，令觀眾陶
醉，貫穿全劇還有道家思想，面對朝廷的
虛偽，向沖和嵇旦效法父輩，擺脫名和利
的羈絆，隱逸江湖。

杜國威擅用話劇手法，又活用粵劇的
唱腔和功架，強化表演的震撼力。不僅讓
主角發揮得淋漓盡致，配角如梁煒康、阮

德鏘、新劍郎、王潔清等都有戲可演。
相反，大型舞蹈歌劇《兩生花》卻令

我頗為失望。《兩生花》分別取材自蕭紅
的一生，也舞出西西筆下《像我這樣的一
個女子》和《感冒》。但此劇把文字生硬
地填入音樂中，詞不押韻，音樂也不悅耳，
全劇以 「講」 為主，沒有故事性和娛樂性，
觀眾難以投入。我身邊的觀眾有的中場匆
匆走了，有的捱到下半場也中途逃了。其
實演員和舞蹈員都盡了力，但這劇曲高和
寡，或者是我不懂欣賞，總之難吸引觀眾。

縱觀三劇，都是演、舞和樂的人力物
力巨大投資，亦富創新精神，不過成績有
高低，觀眾反應有冷熱，盼望這是藝術家
們探索的旅程中途站，更精彩的表演在前
面。共同努力，推動香港文化藝術的繁榮
發展。 資深傳媒人

3月13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十
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發表
重要講話，強調： 「我們要扎實推
進 『一國兩制』 實踐和祖國統一大
業。推進強國建設，離不開香港、
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國務院總理
李強同日答記者問時也指出，中央
政府始終高度重視發揮香港、澳門
的優勢和特點。近年來，受各種因
素影響，香港、澳門經濟發展遇到
一些困難，但這是暫時的困難，發
展中的困難。中央政府將全面準確、
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
全力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全力支持香港、澳門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全力支持香港、澳
門提高國際競爭力。3月16日，中共
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黨和國家機
構改革方案》，組建中央港澳工作
辦公室。

具有歷史意義的「範本」
從習近平主席的重要講話到

李強總理的答記者問，再到組建中
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可以說，香港
和 「一國兩制」 的實踐在國家領導
層面、政治實踐層面以及體制運作
層面，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
強調和部署。

從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來看，
香港故事是中國強國夢不可分的一
部分，更是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的
獨特篇章。 「一國兩制」 不僅僅是
涉及到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國家
安全問題的頂層設計，更是關乎港
澳居民甚至台灣同胞幸福生活、安
居樂業的發展問題。 「一國兩制」
的實踐不僅僅響亮地說明中國能治
理好資本主義社會，還旗幟鮮明地

證明了社會主義中國有能力發展資
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的強大，是
「一國兩制」 可以牢牢發展的底氣；

而港澳的繁榮，則是檢驗 「一國兩
制」 優越性和正確性的 「試金石」 。
無論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還是 「一
帶一路」 高質量發展等國家戰略，
港澳的獨特地位和優勢始終得到重
視和強調，這也是中國在邁向強國
之路、大國之路的別樣風光，充滿
着無限生機。

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業來
看，港澳的「一國兩制」實踐是具有
歷史意義和現實經驗的「範本」。去
年8月，時任中國駐美大使秦剛接
受傳媒採訪時表示： 「25年來，
『一國兩制』 在香港總體是成功

的，雖然也經歷了一些起伏和曲
折，特別是3年前的亂象。但我們
總結了經驗並予以改進。我們正不
斷完善 『一國兩制』 ，確保香港的
長治久安。我們在香港成功實踐 『一
國兩制』 ，將有助於台灣同胞更好
地理解 『一國兩制』 ，更好地思考
前途未來。」

港澳的社會穩定、民生持續改
善，不僅增強港澳同胞對於 「一國
兩制」 的信心，更會進一步提升台
灣民眾和國際社會對於 「一國兩
制」 的認同和理解。一個制度好不
好，不是靠嘴上說，也不是靠文章
吹，要靠老百姓真真切切的生活檢
驗，更要靠人心真真實實的由心認
同。港澳二十多年的 「一國兩制」
實踐不僅給祖國統一提供了成功的
案例，也為該制度的進一步推廣、
擴大和深化提供了可以借鑒的歷史
經驗。

從香港與內地關係的深入互動
層面來看， 「一國兩制」 的實踐將
會得到更為堅定不移的體制支持和
中央的直接部署。 「一國兩制」 是
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實踐和充滿智慧
的時代創造，如何領導港澳發展、

如何改善兩地民生經濟，始終是黨
和中央政府所關心的頭等大事。從
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職能表述 「承
擔在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落實
中央全面管治權、依法治港治澳、
維護國家安全、保障民生福祉、支
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等方面的
調查研究、統籌協調、督促落實職
責」 來看，組建該辦公室不僅彰顯
了中央堅定不移地推進 「一國兩制」
事業的決心，也體現出港澳未來發
展將會得到更為堅實的保障和維護。

未來發展有更堅實的保障
「貫徹」 是不忘 「一國兩制」

的實踐初心即維護國家統一； 「落
實」 是強調理順 「一國」 和 「兩制」
的內在辯證關係，即 「一國」 是
「根」 ，是全面管治權， 「兩制」
是 「枝」 ，是高度自治權；依法治
理和維護國安是對基本法和國家主
權底線的堅守和捍衛；對民生發展
的保障和支援港澳又突顯了中央對
兩地繁榮發展的高度關懷和政策傾
斜。打通中央和港澳的管治關係，
就是將 「一國兩制」 的實踐作為聯
繫中央和港澳兩地最強而有力的 「傳
聲筒」 ，讓中央的工作決策和行政
部署的聲音最為直接地傳遞到港澳
社會，實現上下信息傳達的高效率
和工作執行運作的高效能。

港澳的地位進一步得到重視，
就意味着 「兩制」 的實踐空間將得
到進一步的延伸；港澳的地位進一
步得到肯定，就意味着 「兩制」 的
運作意義將得到進一步的深化。回
歸以來，香港曾遇到的問題不少，
但精彩的故事更多。要讓香港故事
錦上添花，先要有國家認同的視
野，只有懷揣 「國之大者」 的眼光
和格局，才能書寫 「兩制」 的獨特
精彩。

中國僑聯委員、安徽省政協委
員、香港安徽聯誼總會常務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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