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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居異鄉受欺辱移居異鄉受欺辱
回流始悟港最好回流始悟港最好

20歲出頭的Ricky是典型的「憤青」，充滿負能量，但經過一年跑遍半個地球，從加
拿大多倫多敗走回流香港後，滿身的稜角被磨
平。他向香港文匯報表示：「以前只看到別人
的問題，沒有看見自己的問題，兜咗大個圈再
返到香港，覺得香港其實有好多發展機會畀青
年。」

「初來乍到點有當地工作經驗？」
Ricky曾被仇恨蒙蔽，對香港社會有一
種憤世嫉俗思想，去年大學畢業後便借
助加拿大親戚的公司之便，移居多倫
多，但最終卻吃盡不少苦頭。他表示
當地發展機會少、工作競爭激烈，
「想在加拿大從事與大學學位相
關行業，必須在當地有相關工
作經驗，但初來乍到又點會
有當地工作經驗？」

為獲取當地工作經
驗，Ricky甘願從
事基層工作，

超市理貨員、咖啡廳服務員等任何一種工，只要肯給
予機會，他便願將身段放下。但有些機會也不是他
的，「在加拿大要向上爬就要報讀課程考取當地證書
或牌照，無論哪種方式都並非我所想像的咁簡單。」
在香港，他是堂堂的大學生，竟跑到外國當基層打工
仔，即便如此，他的勞力卻無法換來優渥生活，反而是
生活拮据，因為當地物價實在太驚人，如何節衣縮食也
儲不了多少錢。一世就咁過？他開始懷念香港的好，背
靠祖國的香港，物價低廉、發展機會多、親友在身邊、
生活多姿多彩……
內心掙扎之後，Ricky決心返回香港，迅速應徵各類

工作，見工機會絡繹不絕，與在加拿大期間求職信石
沉大海的情況大相徑庭。他切實體會到：香港，才是
自己的家。

貿然移居自毀辛苦經營事業
年輕就是本錢，雖然浪費不少時間，但Ricky仍
「輸得起」，更何況這次經歷讓他更珍惜香港。但對
於50歲的蘇先生來說，貿然移居令他自毀辛苦經營的
事業。他本來在香港擁有一間工程公司，以及港島一
個市值千萬元的物業，一家三口在港生活樂也融融。
去年，受英國政客「甜言蜜語」鼓動，他舉家踏上遠
走他鄉的路，「諗住去英國都做返裝修工程，再幫女
兒搵間學校。」

不過，人在異鄉重建家園和事業不是簡單的

事，蘇先生不單無法大展拳腳發展事業，「就算有
技術、有資金，都不夠，當地人唔會搵華人做裝
修。」女兒也荒廢學業，滯留英國期間蘇先生四處
奔波為女兒報讀學校，每次校方口說歡迎，
但遞交申請表後再無下文，連最基本
的教育福利也不獲當地政府保
障，足令蘇先生心灰意冷。
他終於徹底明白，「香港
牌」在外國政客眼裏只
是「用完即棄」的吸
選票工具罷了。
蘇家近期又回流

到熟悉的香港，
這一去一回，一
家的開支有出無
入，賣樓賣舖
所獲資金也被
用作英國生活
費，回港後要
重新上車、重
新創業又是漫漫
長 路 ， 可 幸 的
是，女兒能順利在
港 重 拾 書
本。

看穿西方政客打「香港牌」居心

香港回歸祖國25年以來，外部勢力不斷散播謠言抹黑香港，近年更

有外國政客打「香港牌」鼓動港人移居，然而短暫熱潮過後總有一波

「回流潮」。香港文匯報近日追訪不同年代回流的港人，大部分人當初決定遠

走他鄉的原因包括一時衝動、羊群心態等等，但回流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只有一

個：「還是覺得香港最好！」其中，多名修例風波後離港、卻不足兩年後

回流的港人，在他鄉經歷種種歧視及打壓，講到底是當地沒有屬於他們的

舞台，連為子女報讀學校亦屢遭當地學校拒絕，「之前（外國政

客）信誓旦旦話歡迎香港人，但最基本的教育福利也不

獲當地政府保障，算是真心歡迎我們？」一次錯

誤的決定，一個慘痛的教訓，代價是在他

鄉白白「燒掉」不少積蓄，返港後事

業又要重新起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

移居熱潮過後，新一波的「回流潮」就再現。以上世紀八十年代的
情況為例，有統計發現逾半人已在千禧前回流香港。其中，澳洲統計局
的人口普查結果更發現，1994年至2005年間共有33,905名香港人移居
當地，但之後幾年卻有34,248名港人離開當地，當中大部分是回流香
港，使當年移居當地的港人數目出現負增長。另外，加拿大的相關
統計部門研究報告顯示，於1996年至2006年間，港人回流人數約
44,710人。

雖然修例風波後移居及回流數據仍未有正式統計，但不
少香港學校反映近期學生隨家人移居外國後，不足一
年又回流香港需要向校方申請插班，足見這

波「回流潮」已在悄悄展開。

八十年代移加澳
逾半港人已回流

撕毀移居申請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廣濟）「坐這山望那山」是不
少移居人士的通病，陳溢謙的父母也不例外，1993年決
定舉家移居加拿大生活，但命運往往跟人開玩笑，當這
一家四口尋覓理想家園的時候，卻發現原來最好的一直
在身邊，陳氏父母最早按捺不住在1999年回流香港，
陳溢謙與胞姐則咬緊牙關嘗試在當地落地生根，卻發現
自己的根一直在香港，最終也先後回港。他說，回港後
自己想着抓住那份踏踏實實的歸屬感，並立志回饋香
港，「我從外國回來後，想服務社區，希望香港越來越
好！」

月入約4萬港元 仍是「二等公民」
1993年當時9歲、正讀小三的陳溢謙隨父母及姐姐移

居加拿大多倫多，頭幾年未能適應當地生活令他吃盡苦
頭。他表示，中國人的文化與當地文化差異巨大，求學
時遇到很多困難，即使2006年他成功從約克大學生物
學系畢業，出任當地政府的華人政務官，以及兼職公
關、傳媒等行業，月入合計約4萬港元，但他仍甩不掉
「二等公民」的標籤。
陳溢謙算是一家人中堅持得最長時間的一員，其父母
早在移居加拿大5年後、即1998年已對當地的歧視問題
感到厭倦而回流香港；陳溢謙的胞姐完成大學課程後也
隨父母回港生活，留低陳溢謙在當地。2008年他從多倫
多搭乘12小時火車到紐約面試一間國際公關公司職
位，最後雖然成功錄取，但歸根到底是因為其中國香港
人的身份才被錄用，「因為我是香港人，會中文，就被
要求負責大中華地區的工作。」
這次面試，他意識到港人身份吃得開，何不就回流香

港？回港後，他先後在多間國際性公關公司大展拳腳，
也曾擔任特區政府不同部門的公關顧問，目前還在香港
高等教育科技學院任職公共關係管理課程署理系主任。
他近年開始從事社區服務工作，「回到香港，就係希
望香港越來越好。值此香港回歸25周年之際，希望港
人昂然邁向更好的未來，希望新一屆特區政府重視香港
的民生發展。我對自己的家鄉仍是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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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廣濟）曾在外國升學
的林先生，見盡不少人在異鄉被歧視、打壓的
不堪遭遇，所以移居外國從來不是他的選項。
但2019年修例風波引發的連串暴力事件，令
他一度對香港感到陌生，對自己及家人的人身
安全感到擔心，於是萌生移居新加坡的念頭。
正當萬事俱備，有消息指香港國安法很快實
施，實在不願移居外國做「二等公民」的林先
生如獲新希望，把心一橫將移居申請表撕毀。
「我從不後悔放棄移居，因為我愛的香港只有
一個。」

黑暴毀公共秩序「港為何變這樣？」
林先生以自身經歷，向年輕一代道出肺腑之

言：「不要聽人講就覺得外國的月亮特別圓，
旅遊和生活完完全全是兩回事。你看看我鼻子
上的傷疤，就是兒時讀書期間被外國人打傷
的！」人在他鄉被揍被打被欺負是「家
常便飯」，日常生活更充斥冷暴
力，連當地的教師也毫不忌諱地
詆譭其他種族。他說：「我去
英國第一年就被老師稱呼為
Chink（一個種族性的污辱用
語，對象是華人或東亞裔人
士），買的糖果也會被白人
同學搶走。有些人或許選
擇麻木，但我無法接受花

錢去讀書還要受罪。」
對不公平待遇忍氣吞聲多年後，他終於學

有所成回港，遇上內地經濟騰飛，他夯實打
穩自己的事業根基。至2019年爆發修例風
波、引發連串暴力事件，他萬萬想不到熱愛
的香港變成頹垣敗瓦，「當我見到黑暴由遊
行、喊口號，演變成破壞公共秩序及安全，
甚至攻擊市民的時候，我的心也逐漸冷了，
生意和生活受到雙重打擊，香港為何變成這

樣？」
林先生坦言，以和
平的方式表達意見沒
有問題，但暴力就是
徹頭徹尾的錯誤，
「我曾想過反駁黑
暴，但當見到一位
老人家發表與黑暴

意見不同的言論，便立刻遭到圍攻，我內心反
問這裏還是香港嗎？明天被砸的是不是我的
店？我和家人會不會說了什麼被人攻擊？」
自此，他萌生移居念頭，正當申請手續基本

完成，2020年5月、距離香港國安法正式頒布
不足兩個月，已有消息傳出香港國安法即將在
港實施。「就在我遞交移民申請表格之前，有
朋友勸我三思，『相信國安法一定可以讓香港
穩定，唔好去國外做二等公民。』」林先生當
天立定決心，便撕毀了申請文件，「留在香
港！再給自己一次機會。」
事實證明林先生該決定是明智的，自從香

港國安法實施後，社會由亂到治重回正軌。
當下的香港，雖然仍受疫情困擾，但林先生
認為只要社會安定，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相信未來疫情過去，香港一定會更加繁
榮。」

「外國不是真心歡迎我們」

◆陳溢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移居熱過後總是再觸發
一波「回流潮」。圖為

香港機場旅客入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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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先生因為修例風波一度萌生移
居計劃，後來因有消息指香港國安法
實施而打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見國安法獲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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