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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黃華胄 海外子孫＂- 霍英東集團董事長霍英東博士 

中國, 南京 - 2001 年 9 月 17 日

我很高興參加在南京舉行的第六次世界華商大會。第一屆大會是由新加坡華商倡議，在新加

坡舉行；第二屆在香港，第三屆在泰國，第四屆在加拿大，第五屆在澳洲，這次會議在南京。

南京曾經是六朝金粉，歷史名城，又曾是國民政府的首都。解放後，經過五十年翻天覆地的

變化，南京以新的面貌歡迎我們，不僅經濟發展了，景物名勝更勝當年。  

四海之內 皆兄弟也 

從歷史變遷中看我國有五十六個民族，漢人占的比例百分之九十以上；中國幅員廣大，人民

生活因地而殊，文化特色各異。西北、蒙古、青海、康藏地勢和中亞草原相似，居民以遊牧

爲主；華北包括整個黃河流域是農墾區；華中地處長江，有江淮、江漢、四川沖積平原，二

地以農業爲主；華南包括福建、兩廣、貴州、雲南。除珠江等河流的沖積平原外，大部分地

方深谷峻嶺，地勢崎嶇，居住環境困難；塞北氣候的改變，迫著遊牧部落南遷，華北水利的

破壞，災荒交迫，又迫著許多居民南移；華中情形雖較爲理想，但人口增加，政治的腐敗，

天災人禍，又迫著人口向華南遷徙。由於大自然環境的變遷，各族不斷交往混雜，商周以後，

“華夏夷狄＂同處，漢朝疆域廣大，是各民族爭奪與融合的場所，來往密切，爭伐之余，親

善通婚，數世之後，南北朝是中國最雜亂的時代，同時成爲中華民族的大熔爐，強大的民族

如鮮卑、拓跋、柔然、突厥等都相繼接受中原文化。中華民族對外的文化及宗教信仰採取開

放的態度，唐代引進佛經，對伊斯蘭教、基督教，亦不存偏見，尊重各民族習慣信仰，和而

不同；多元共處，使古老的中華民族能夠經歷數千年的滄桑變化，婉延走向現代文明。  

綜觀中國民族的演進，地大民雜，上下幾十萬年，自有人類居住開始，各民族不斷摻雜，雖

有兵戈戰亂，但仍以混化和融合爲主流，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太史公司馬遷的《史記》說，

中華民族的祖先是黃帝，各族人民都是黃帝的子孫。其實漢族的血緣也很混雜的，經過幾千

年融合衍生，漢族人的祖先已沒有華夷之異了。  

適應環境 互相扶持 

人類赤裸進入世界，最重要是求生存，所在的環境不一定是理想完善的，要生存必須善於適

應，會適應才能生存，不適應即滅亡，這是自然界的鐵律。人生於天地之間，要正確處理個

人與大自然的關係，要正確處理個人與群體的關係，要正確建立個人立身處世之道。農牧生

産必須依據大自然變化的規律，中國古代對天文星座已有深入的研究，在商代已經有陰、陽

歷法，按照一年春夏秋冬的變化，按時序分爲二十四個節令，使生産作息不違農時。個人生

存力量很小，人是個弱者，奔走不快，口不夠大，力氣薄弱，離開母胎，要撫育多年才能獨

立生活，因此必須合群，要顧全大局；只有團體合作，互相扶持，才能在惡劣的環境生存。

要認識大自然，要處理好與別人的關係，就必須建立個人的品德人格，提高個人學問修養。

在困難的環境中，堅持不懈，掙扎奮鬥，豁達樂觀，“天行健，君子自強不息＂。  



過去人民飄洋過海是爲了謀生，天災人禍交迫，出洋是迫不得已的。早年華人出外，絕大多

數是做低層勞力的工作；去南洋、新加坡是一個中轉站，然後轉向馬來西亞、泰國、印尼 ···

新加坡別號“苦力埠＂，又名“石力＂（食力）。華人在南洋開墾山林，種樹膠；去美洲的

是做建鐵路的苦工；在歐洲的多數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地勞工。到生活稍爲安定下來，職

業只限于做小商小販，較爲普遍是經營飲食、洗衣、雜貨。華人散居世界各地，一般稱爲華

人、唐人、漢人、土生土長的稱爲華裔，聚居的地方稱“華埠＂、“唐人街＂或“中國城＂；

在異地謀生，既無政治勢力保護，又缺經濟力量爲後盾，唯一靠各自的艱苦奮鬥，從苦力做

起，任勞任怨，以服務他人爲謀生之途。華人在各地合法範圍之內，學會適應環境，出賣勞

力，勤奮進取，經營實業；經過幾代的變化，不少人下一代受過高等教育，有些人成爲實業

家，漸次融入地方的主流社會，在教育、衍生、科學、各行各業漸有立足之地，與其他民族

和睦合作，造福社會。  

和而不同 要有人格 

華人在外地除了適應各地不同的環境，還服務社會。我們之所以能懷著希望掙扎求存，是因

爲我們以家爲中心的倫理觀念，重宗尊祖，家給我們希望，在困難時給我們生存下去的力量。

在家裏父親是一家之主，他要負責一切，最重要是教育子女，兵維持家中相處責任的關係；

一家之內人與人的關係有三：就是父子、夫妻、兄弟的關係。每人在家裏都有他的位置：“父

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古稱之爲“五常＂，是“人倫＂大道。家庭是人生在世之

本，家庭成員要和睦相愛；在萬難的情況下，教育子弟要有人格，不要做傷天害理的事，要

勤儉簡樸，堅毅自強，奮鬥不息，振發家風，關懷弱小。無論走到天涯海角，在任何環境，

都堅持這種做人的道理。  

中國歷代都有戰爭殺伐，苛政暴力，貪污腐敗；在小農經濟的土壤上，以宗族的利益爲中心，

往往眼光短淺，宅門之內，兄弟鬩牆，宅門之外，你封我鎖，妄顧大局。團結、合作、互相

扶持是社會進步的主流，人民不斷追求“天下爲公＂、“四海一家＂的人生大道，其思想中

心是以人爲本，爲人之道，要寬容，要擇善而從，對各種學說，善於吸收。佛教、基督教、

伊斯蘭教都是外來的。佛教是華人主要的宗教，兩千年前從印度傳入，經過長時間的磨合，

中國的佛教已不同于天竺原來的經義了。中國的佛教主張入世，普渡衆生，和尚還會吟詩繪

畫。華人善衆拜祀的神靈有很多很多的，玉皇大帝、觀音大士、齊天大聖、呂祖、竈君老爺、

土地。。。香港還有車公、侯王、黃大仙。。。。民間不同行業的崇信：尚武者供奉關公、

木匠供奉魯班、飲茶供奉陸羽，真是滿天神佛。學術上是廣納百家，各適其適。中國近代社

會不斷反省傳統文化，還大量吸收西方先進文化。在世界各地的華人社會，也汲取世界優良

文化的潮流，如加拿大卡爾加裏中華文化中心，各族人民、各方團體都有在那裏舉行崇拜活

動。  

人類進入二十一世紀，由於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對大自然的認識已經有飛躍的發展，人類

生活進入全新的階段：電子技術遠距離控制、克隆生物、基因工程、納米材料…以至破壞力

極大的殺傷武器，這些創造發明對人類賴以生存的環境産生什麽影響？這是我們不能不考慮

的重大問題。科學技術的發展，完全是爲了人類的幸福繁榮，我們共同生活於“地球村＂，

彼此息息相關，榮衰與共，禍害相連；“皮之不存，毛將焉附＂，我們必須保護大自然的生



態平衡，像愛護家族利益一樣，愛護我們立足生存的自然環境。這亦是人立足於天地之間的

根本。  

時移勢易 自強不息 

二十世紀後葉，我國正在處於重要變化的大時代。一個多世紀以前，1840 年鴉片戰爭之後，

列強環伺，國內紛亂腐敗，陷於屈辱，任人宰割。許多思想家反省中國落後的原因，奮起救

國，成爲近百年來的最強音，中華大地掀起波濤洶湧的啓蒙運動，各種思潮彼起此伏，有“變

法維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愛國與強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社會

科學與自然科學、政治與經濟、農業與工業、民主與法治、民主共和與君主立憲，還有“三

民主義＂、“社會主義＂、“共産主義＂、“文化大革命＂。。。這些重大問題，在實踐中

互相碰撞，有些像泡沫消散，有些留下痕迹；折騰大半個世紀，其中改變中國命運的還是馬

列主義。從 1921 年中囯共產黨成立到今天，這八十年道路是坎坷不平的，蘇聯解體，東歐劇

變，我國亦困難和問題山積，千瘡百孔，舊的要改，新的要探索，有時真感到山窮水盡。中

囯共產黨堅定地探索並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之後二十年的變化，是中國幾

千年歷史所沒有的，人民生活安定，國家富強。今年七月，我國還爭取到 2008 年奧運會的主

辦權，這是國家進步發展的結果。一百多年來，中國從積貧積弱，瀕臨危亡的境地，到今天

終於取得巨大成就。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後，使我們看到希望，看到將來，看到古老的中華民

族，煥發青春。  

江澤民主席總結中國的歷史，在先賢的理論基礎上，提出中囯共產黨在新的世紀中中國人民

的歷史任務和目標，提出“三個代表＂。我們都見證中國歷史近幾十年的變化，我對“三個

代表＂學習得不夠，但我確信是符合當今世界急激大潮的走向，我確信是符合中國國情，是

考慮到全民族的利益的，鼓勵發揚民族文化的優良傳統，汲收外國先進的經驗，是在“改革

開放＂的基礎上，向前邁出更重要的一步，這是新世紀中華民族發展的方向，我會堅定地沿

著這個方向努力。  

中國的經濟發展，這是大時代中的重要機遇。我希望在商務活動方面，大家好好合作。  

祝生意興隆，財源廣進。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