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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語

今年是中國偉大航海家鄭和“揚兵異域，示中國之富強”下西洋600

周年，世界各地都有不同形式的紀念活動。澳門作為早期全球化的結

晶，當然不應例外，一些機構正在籌備一個國際性研討會，本刊也選

登一篇文章，供讀者參考。

關於鄭和七下西洋的動因、過程以及在中外交流史上的地位、作

用及其對人類文明發展的貢獻，已經有許多論述。談論比較少的，是

鄭和下西洋的“空前絕後”對中國社會發展帶來的震撼以及留給我們的

感傷。鄭和下西洋之初，是明朝國力鼎盛之時，至鄭和下西洋之末，

明朝國勢已呈下降之象。令人遺憾的是，在長達28年的下西洋時期以

及此後至西人遠來的近百年時間裡，明朝中國本來可以繼續揚帆，創

新科學和完善管理，甚至最早發明出蒸氣機和開發出航空母艦，抑或

重新思考和調整國家發展的策略，保持強盛不衰，然而，朝野內外除

開對鄭和壯舉之質疑並最後令其無疾而終，竟然沒有對國家長遠發展

方略進行深度、理性、有建設性的討論，沒有抓住千載難逢的經濟社

會轉型和發展機遇，接受時代的挑戰，相反，簡單地採取了閉關鎖國

的政策，回歸自然經濟社會，使得鄭和下西洋壯舉變成中國古代航海

偉大事業的絕唱，更令明朝中國錯過了一次在“同一起跑線”上與世界其

他國家競爭進步的機會。而這次錯失，成為中國屈辱近代史的肇始。

歷史沒有“如果”，也不能重寫，但以史為鑑仍然深具現實意義。

當一個社會快速發展到歷史轉折點時，我們更應該保持高度清醒的頭

腦和警覺，時時反省，深入思考未來發展的方向和策略，否則，千載

難逢的機遇會一閃而過，成為子孫後代的感傷和歷史學者的悲嘆。

或許，我們不能苛求生活在早期全球化萌芽時期的鄭和那一代

人。他們邁出早期全球化的步伐，已經難能可貴。但是，生活在全球

化信息時代的我們，便沒有理由劃地為牢，固步自封，我們必須順應

時代潮流，參與國際競爭。在當今世界，一個國家或地區要可持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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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發展，放眼世界、開拓視野、居安思危、自強不息是必要的條件，

也是㝱久不變的真理。這話說來容易，因為實行起來，不僅要我們改

變思維、更新觀念，還要求我們身體力行，從我做起。然而，傳統根

深蒂固，改變心理和行為模式在某種意義上還要部分地否定自己，是

一個十分痛苦的過程。因此，除非被逼得別無選擇，人們都不願意改

變自己，更不會犧性眼前利益而成全長遠目標。歷史告訴我們，社會

轉型大多是在走頭無路的情況下完成的，且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澳門經過回歸之後五年的固本培元，正在步入一個全新的發展時

期。博彩業的開放，適逢全球經濟復甦和內地經濟快速增長以及中央

政府推出“自由行”政策，大量外資和遊客的進入，令小規模經濟跳躍

式地增長，城市面貌也發生巨大的變化，帶動澳門進入一個飛躍發展

的時期，也令澳門全方位迅速朝㟚國際化城市方向演進。換言之，澳

門正在大步邁開現代化的進程，正在展開一次社會的大轉型。這是一

個千載難逢的機遇，也充滿了挑戰。開放的大門已經敞開，無法關

上；發展的步伐已經邁出，也難以退縮。況且，澳門以旅遊博彩業為

主的經濟獨特形態，已經開始受到周邊地區的正面競爭，如果不趁勢

做大做好，就可能永遠失去了這個機會。我們沒有退路，也不應有絲

毫的退讓，只能勇往直前了。

然而，我們也應充分意識到，現時的發展速度的確太快了，出乎

大多數人的意料，無論從市民心理還是社會結構、基礎設施上，澳門

並沒有足夠的時間去適應，沒有足夠的準備。澳門一向被視為傳統、

保守、封閉、自足的鄉土型社會，且長時間的封閉性生活令人們習慣

了一種特定的思維模式，也令社會習慣了一種固有的運行方式。如何

從傳統走向現代、從封閉走向開放、從保守走向進取，如何從外力帶

動過渡到內力推動的發展模式，需要一個心態調整和能力適應過程，

需要政府和市民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應對經濟改革和社會開放帶來

的各種衝擊，解決經濟社會的協調和諧發展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