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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一下社會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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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市南沙區粵港澳
青少年深度合作發展
促進中心項目經理

陳佩茹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
學院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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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香港回歸，你最難忘的是什麼？

香港
青年 清華大學美術

學院博士生

王琦 內地
青年 畢業於廣州大學，

現從事粵港澳青年
方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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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皮車」變高鐵，讚嘆「中國速度」
王：讀大學時搭乘過 「綠皮車」 ，硬件不太好，行駛也慢，但現
在不一樣了，高鐵和動車鐵路網快速發展，從十幾個小時的 「綠
皮車」 路程轉變到高鐵的四五個小時，我想這是劃時代的變化。

陳：我祖籍廣東肇慶，這些年有跟隨父母回鄉探親。最近十餘
年，內地以一種超乎想像的速度發展，城市間的交通越來越便
捷、城市規劃也越來越好，居民生活非常便利，幸福感很強。特
別是在廣深港高鐵開通後，從香港出發到廣州，耗費的時間和從
港島去新界、荃灣差不多，非常方便。

繁華現代都會，節奏快寸土寸金
張：小時候家裏經常看翡翠台、本港台，讓我感覺香港是一座很
繁華、現代化的大都市，在那裏生活的人物質生活條件都很好。
我還有一些香港親戚，記得以前他們總會帶很多手信給我們，有
好吃的零食、好用的居家生活用品。有時候家人也讓香港親戚幫
忙買補品、首飾，我一直覺得香港的東西品質好、沒有什麼假
貨。但香港寸土寸金，年輕人很難買房，生活節奏快，工薪階級
的生活壓力很大。

霍：對香港的第一印象就是 「東方之珠」 ，一座繁華、美麗的城
市。我第一次去香港的時候，遊覽維多利亞港和太平山頂，和我
腦海中的印象一致，都是高樓大廈，充滿現代氣息。除了城市的
繁華之外，香港還讓人感到多元、先進。要說缺點的話，可能就
像媒體講的一樣，香港社會內部發展差距比較大。

對香港這片土地，祖國非常重視
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電視回歸儀式裏的中國軍人們。他們規範
而整齊的動作，鏗鏘的腳步和專注的神情，都展現了威武的風
采。這些看似簡單的動作，在我參與過大學軍訓後，才切身體會
到每一個細節背後的辛勤付出和汗水。

陳：香港回歸時我才不到2歲，對回歸的印象更多來自於長大後
看的視頻，印象比較深刻的是觀看電影《我和我的祖國》的回歸
篇章時，第一次這麼深入了解所有人為了回歸所做的準備：回歸
時升國旗的 「爭分奪秒」 、香港警察換帽徽、調整時刻……每一
個環節都代表着祖國對香港這片土地是那麼重視。

教科書裏，被割讓的「東方之珠」
張：對香港回歸的印象主要來自於課本，中學的歷史課本上有寫
到鴉片戰爭之後，英國軍隊侵佔香港島，此後英國又通過多個不
平等條約迫使清政府割讓香港島和九龍半島南端界限街以南地
區，強租 「新界」 地區99年，由此侵佔整個香港地區，對於中華
民族來說這是一段屈辱史。

有一首經典歌曲，《東方之珠》，每逢香港回歸的紀念日，
內地很多綜藝晚會都會邀請香港和內地明星一起演繹這首歌曲，
這會讓我很強烈地感受到香港已經回歸了。

霍：香港回歸是在我出生前，我所知道的相關信息都來自媒體和
父母口述。印象最深的報道是關於回歸前夕的大雨，中國軍人和
香港市民都在大雨中等待着回歸時刻的到來。正如時任外交部部
長錢其琛在回憶錄所說， 「全世界的炎黃子孫，都會覺得這場大
雨暢快淋漓，將中國的百年恥辱洗滌乾淨，使香港迎來一個全新
的未來。」

工作夢想生活，無所不談
王：我覺得不管是哪裏的青年，都會有夢想，都一樣在為心中的
理想而奮鬥。其實不論哪個地區的小夥伴們都會好奇，彼此生活
的地方是不是如互聯網展示的那樣。聊天的內容常常從生活的迥
異開始，比如內地的朋友們起初經常會問， 「香港人是不是完全
不吃辣椒？是不是走在大街上常常可以遇到明星？」 隨着交往慢
慢變深，我們就會暢談到未來和理想等等。

陳：我和內地青年的共同話題其實很多。共同的話題，來源於相
同價值觀，不限於年齡更不限於地域。現在我和同事們就經常會
聊工作上遇到的問題，互相幫忙解決，也會聊戀愛、個人生活等
私人話題。

歌影視經典滿載，情懷不變
陳：我喜歡的那代港星已經老了，但我們對港劇和香港粵語歌曲
的喜愛依然不會改變。《聲生不息》可以在內地有如此高的收
視，也代表了港式文化其實在內地依然受歡迎。內地的影視劇例
如《延禧攻略》、《如懿傳》等，香港也會購買版權用粵語配音
播放。我印象中香港同類型作品中比較出名的有《金枝慾孽》，
感覺香港仍然有愛看這種類型劇的觀眾。我覺得文化是雙向流動
的。

王：某一地區的流行文化幾乎不太可能一直處於文化輸出的中心
地位。不同時代的人群，喜好也會隨着經濟或科技的進步而發生
變化，各地區文化交替領航才該是一個正常的狀態。

相互輸出，流行文化創意紛呈
霍：現在內地和香港的文化是相互輸出吧。越來越多港星在內地
工作，最近的《聲生不息》、《乘風破浪的姐姐》等綜藝節目能
看到如林子祥、Twins等香港藝人的身影。

張：香港經濟高速發展，催生了繁華的文化產業，一系列武俠、
警匪、喜劇題材的影視作品在內地大受歡迎，這很容易理

解。內地經濟發展一日千里，自身的文化產業蓬勃發展，
內地的影視作品也越來越多、越來越好，觀眾也不斷增
加。

另一方面，時下年輕人接受文化輸入的方式變
了，從傳統媒體的電視、報紙、雜誌，到現在的互聯
網，很多港劇近幾年才在內地影視APP上架，傳播
範圍和力度稍遜。此外，資本更青睞內地龐大的市
場，更多在內地投資，包括現在也有很多香港藝人
選擇到內地發展。加上移動視頻APP、網絡宣傳，內
地文化反向輸入到香港，教人不感意外。

王：內地人的學習能力非常強！常常可以學以致
用，不斷自我提升，擴展知識邊界。

陳：內地人踏實、真誠，也樂於助人。

張：香港人幽默、時尚白領多、高消費、優越感明
顯，很講究規矩、法治。

霍：香港人樂於接受新鮮事物，也擅長表達自己的
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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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IVERSARY
2525慶祝回歸 周年

談內地發展
民眾幸福感很強

與港青交流
我們原來很投契

大公報記者 黃寶儀、江鑫嫻

你和內地青年有哪些共同話題？

▲單位組織的季度生日會上，張秀銀（右二）和同事們
一起慶生。 受訪者供圖

怎樣看兩地流行文化互相影響？

有什麼值得互相學習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