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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一帶一路」倡議推出十周年的別具意義日子，香

港汕頭社團總會與香港亞太研究所一起合作，於 2023 年 5 月

31 日在香港中文大學祖堯堂舉辦了聚焦潮汕先輩建設家鄉、發

展貿易、開拓市場的學術政策論壇，原因是潮汕人足跡遍及全

球不同角落，乃建設「一帶一路」一股不容低估的重要力量。

回首 30 年前的 1993 年，由潮籍國學泰斗饒宗頤教授發起

的潮學國際研討會，也在祖堯堂舉行，參加者十分踴躍，辦得

極其成功，取得豐碩成果，在學術界及社會引起很大迴響。香

港中文大學與潮州學及海外華人研究實在淵源深厚，饒宗頤教

授在生時是香港中文大學的資深教授，在推動潮州學及潮州文

化方面貢獻巨大。

這次香港汕頭社團總會與香港亞太研究所的合作，可說是

重拾 30 年前香港中文大學推動潮州學研究的緣分，除聚焦探討

潮汕先輩在異國他鄉篳路藍縷的傳奇，亦着力弘揚潮州學與潮

汕文化承先啟後的精神，同時更以具開創性的方法進行，主要

是結合學術與政策兩個層面，推動學術界與政界、商界、智庫

及民間社會的政策探討與互動。

除了結合學術與政策兩個層面的互動，這次活動還有兩項

特別安排。其一是因應社會仍受新冠肺炎疫情困擾，祖堯堂場

地座位有限，而遍布海內外的潮汕人對主題感興趣者眾多，活

動以現場及網上直播的混合模式進行，效果亦極佳，尤其講者

答問及論壇互動環節，氣氛熱鬧，因除有現場與會者發言，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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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網上收看者提問。其二是會場內特別精選一批被饒宗頤教授

形容為「海邦剩馥」且列為世界記憶遺產的僑批，作出展覽，

吸引不少參與者駐足細看，了解海外華人謀生創業的艱苦奮鬥

與對家鄉桑梓的深厚情懷。

活動雖結合學術與政策兩個層面，成果則各有精專、分途

並進，政策論壇環節發表的內容和討論，結合香港亞太研究所

的初步研究，草擬成為政策報告，呈交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一

帶一路」辦公室，為推動「一帶一路」合作建言獻策。學術發

表環節的論文，加上部分向學者專家邀約的專題論文，則集結

成書出版，以傳統方式與讀者大眾交流互動。

本書便是學術發表環節與學者專家邀約所得的論文結集，

所有論文均通過評審委員會評審，作者們參考評審意見作修改

補充，豐富了文章的論述及佐證，讓研究觀點可更全面透徹地

展示出來。本書分為描繪人文面貌、構建社經網絡、經營國際

貿易三個部分，共有 11 篇文章，從不同層面勾勒、剖析海內外

潮汕先輩的歷史足跡、文化特點、商業網絡分布，以及其在米、

糖、藥材、魚翅海味、僑匯及銀行等業務的經營和發展。

論文集能夠順利出版，實在是獲得多方機構及友好鼎力支

持的結果。香港汕頭社團總會慷慨提供經費，香港亞太研究所

負責行政和出版事宜，編輯委員會給予編輯和出版建議，評審

委員會給予評審和修改意見，香港潮州商會、汕頭海外聯誼會

等友好社團不吝支持與襄助，令此論文集能夠順利出版，謹此

鳴謝。此外，香港汕頭社團總會的周健輝、鍾雯，香港亞太研

究所的尹寶珊、梁月蓮、陳韻晴、俞亦彤、李明珠，他們協助

文稿收集、校對、編排等工作，特此致謝，並向僑批文化研究

專家張美生提供僑批表示謝意。

鄭宏泰、高佩璇
2023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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