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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顏先生的印象中，小時候汕頭老家的
夜晚似乎總黑得格外早，每當天色變

暗，村中貪玩的大小兒童都要趕快回家。
「沒辦法嘛，那時候別說電燈了，村裏就
連煤油燈都十分緊缺。」天色黑了，就只
能休息。1964 年，「兩彈一星」橫空出
世，騰空而起的蘑菇雲震撼了世界。汕頭
的大街小巷亦是敲鑼打鼓，彼時正在讀中
學的顏先生對此印象深刻，「當時連夜就
通知第二天一早有慶祝遊行。」15歲的他
為此也激動得睡不着覺。

而立之年來港闖蕩
1980年，進入而立之年的顏先生，決定

來香港「闖一闖」，雖有一番決心，但背
井離鄉，無異於從頭開始。「剛來香港時
是吃『碟頭飯』，一小碟子上有飯有菜，
飲食、生活和老家都很不一樣，要一兩年
才適應。」當過一段時間打工仔之後，顏
先生又嘗試開辦了一家文具舖，自己做老
闆。「我們很多顧客都是寫字樓裏的，但
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電腦和無紙化辦公
都非常流行了，對我們文具舖有不小衝
擊。」
時代變化的弧光，星星點點地映照在平凡

人生活的細微處。如今回看年輕時的打拚經
歷，顏先生言談間滿是豁達，「我覺得其實
不算什麼辛苦。」變化是生活的主旋律，人
生在世總有不容易的境地，但顏先生始終認
為人自身的態度更為重要。他認同潮汕人敢
闖敢拚的勁頭和香港人奮鬥拚搏的「獅子山
精神」：「要和國家共同成長，在我們國

家，只要勤勞且願意拚搏，都可以創造好的
生活。」

家鄉變化翻天覆地
「最開始決定來香港打拚時，當然是因
為感覺香港的發展機會多，但從上世紀九
十年代開始，都明顯感到內地的發展變快
了。」隨着經濟改革的全面推行，內地的
發展速度像是開了加速鍵，顏先生每次回
汕頭老家探親，都會有全新的感受：「好
似天翻地覆，變了好多！」印象中家鄉的
一間間小平房都變成了高樓大廈，小市場
也變成了大商場。
最讓顏先生印象深刻的變化，當屬高鐵

的普及，「處處都有高鐵，我覺得這是以
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2019年夏，正值
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時，從香港西九龍至
汕頭的首條高鐵線路正式開通。那年，70
歲的顏先生得以首次坐上高鐵回鄉探親。
「以前坐巴士要坐十幾個鐘頭，天剛亮
就要出門，天黑才到家。但是現在坐高
鐵，兩三個鐘就可以到汕頭。」顏先生記
起來第一次乘坐高鐵的體驗，不由連連讚
許：「高鐵開得很穩當，座椅也舒適，老
人家坐高鐵都不會太累。」之前回內地，
也只有一個陸路口岸，現在還有港珠澳大
橋，可以很方便去到澳門和珠海，「去澳
門的話很快就到，不像以前只能坐船，要
在上面晃很久。」

喜見香港愛國教育愈做愈好
近年來，港人北上旅行十分火熱，顏先
生對此頗有感觸。他感嘆過去人們根本沒
有條件去旅行，而現在外出旅行遊玩變得
稀鬆平常。他曾去過廈門、廣州等地旅

行，發現：「內地都是用電子支付啦，可
以拿個手機就出門，非常方便。」
走過不少地方，但提起最鍾愛的城市，
顏先生表示仍是家鄉汕頭，「汕頭的美食
是很好吃的，推薦你們試試潮州鵝。」他
回憶童年時在汕頭老家過年，總是兄弟姐
妹們十多口人圍在一起吃年夜飯，非常熱
鬧，但是菜式不多也比較簡單，如今顏先
生會和家人一同在外面訂一桌年夜飯，想
吃什麼都能滿足。除此之外，重大節日時
維港上空還會有精彩的煙花匯演，「小時
候只有鞭炮放，現在的煙花匯演場面更大
更好看。」
「這些年的生活質量比之前可能翻了十

倍都不止，家家戶戶都感到生活水平改善
了好多。」從建國至今，伴隨着國力的日
益增強，萬千中國家庭的生活質量都在扎
扎實實地變好，顏先生稱自己如今是個
「幸福又幸運的老人」，正是因為「趕上
了好時代」。
生活水平提高之外，顏先生認為還有一個
可喜的變化，那便是香港的愛國教育做得愈
發深入和生動。他提到自己的小孫女，在幼
兒園已經會唱國歌，「希望小孩長大都能夠
快快樂樂，成為對國家有用的人。」
對於年輕一輩的發展，顏先生持開放態
度，「去內地讀書、就業都很好，內地的
大學和公司現在都很厲害，不是只有去國
外才是好。」顏先生的小侄女如今恰好在
北京就讀中國傳媒大學，「明年還有打算
去北京參加侄女的畢業典禮。」從未去過
北京的顏先生，對這一行程充滿期待，
「就是不知道到時候還走不走得動呀。」
他開懷地笑道。

來自優才（楊殷有娣）書院的16歲少年莫皓智對中文很
感興趣，在學校期間，他十分喜歡寫記敘文，還憑藉自己優
秀的作品入選了學校的少年作家班。「我很喜歡發揮創意去
寫我想寫的東西，希望之後我可以出一本自己的小說。」童
年時，莫皓智最喜歡去的地方就是將軍澳的海濱公園，不管
心情如何，去到那裏，他的心情總會迅速地平靜下來，他還
把這段經歷寫進了一篇作文《避風港》。

少年情懷總是詩。在海濱公園，莫皓智最喜歡的就是
望着遠處的大海和蔚藍的天空。從小生活在香港，
莫皓智鮮少有機會踏足內地北方地區，他只從書
本上聽說過北方有「秋高氣爽」的季節，有「天
高雲淡」的景觀，但究竟那樣的天是怎樣的？
莫皓智非常想親自去看一眼。

天安門觀升旗儀式受震撼
而就在今年，莫皓智的心願實現了。跟隨研

學團的足跡，他終於來到了內地北方地區。在北
京觀看升旗儀式那天，他激動得整晚都睡不着覺，

本以為會非常疲憊，到了現場他卻愈發有了精神。「第
一次在天安門觀看升國旗儀式，我實在是太激動了。」
當鮮艷的五星紅旗緩緩升入高空，莫皓智的目光也隨着國
旗的方向望向天空。「真美啊！」他感嘆道，他曾想過北

方的天空或許會有所不同，但都不及如今親眼看到來
得分明；他也曾在中學升旗儀式上看過多次升旗，
但都沒有這一次在天安門廣場上觀升旗儀式的心
情來得震撼！「親身去感受完全不同，這次去
到北方真的非常開拓我的眼界，對國家也更有
歸屬感。」
這次來到北方，莫皓智還嘗試了手工餃子、

炸蠶蛹等特色地方美食，他笑說：「一開始看到
炸蠶蛹時感到很害怕，後來嘗試了就覺得還好
啦。」這種和香港截然不同的飲食文化也讓莫皓智

覺得充滿新鮮感。「能夠有機會踏出香港，認識我們
的國家，這些都是我寶貴的財富。」

內地城市景觀規劃各具特色
莫皓智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現代科技改變生活」是在深圳
旅行時，酒店的機器人來為他們送餐。「那時候看到有機器人

大搖大擺地把餐點送來給我們，就感到非常新奇。」當時，他
小心翼翼地打開機器人的儲物倉取餐，隨後發現這些機器人還
可以按照程序設定的路線自主返回出發地點，「這實在是太方
便了」，他期待着在香港也能有這般生活科技的應用。
很多時候，發展不一定是體現在某種恢弘的成就上，在日

常生活中的「便民應用」反而更能證明科技發展的深入。在
內地的旅行中，莫皓智的「驚奇發現」還在持續，無論是沿
海還是內陸，他都觀察到內地的城市景觀和規劃都很有自己
的特色。比如在上海周邊，他發現高速公路的周圍都有很多
綠色植物，甚至有一整面牆的綠色植被，「現代設施和生態
環保如此共存」；在上海夜遊時，他曾看到古色古香的建築
和現代林立的大樓交相輝映，充滿了傳統與現代的碰撞。
「這次回內地我搭乘了好多種交通工具，但是不論是高

鐵、大巴、還是乘船，不同的交通工具都非常便捷，以後也
想多多回去看，多多認識祖國。」之前因為疫情的原因，出
行觀光變得異常困難，如今一切恢復正常，莫皓智也更加珍
惜能夠旅行的機會。在他看來，祖國太大了，且不同的城市
有不同的風貌，但共同點是祖國人民都無比親切、熱情。對
於他這個陌生的香港少年，人們都給予了最慷慨的善意。
在上海七寶古鎮時，因為天熱難耐，莫皓智就停在涼亭休

息，「我沒想到這時候，就有一位鎮上的老人家，很自然地
來關心我，問我要不要喝水，會不會很熱。」在異鄉，也有
這樣熱情的人，莫皓智一方面充滿感恩，一方面又感到身為
中國人的安全感。「包括在大連時，導遊都非常豪爽，遇到
的人都是非常好交流，我很喜歡跟他們聊天。」
在莫皓智所在的中學，除了有定期的升旗儀式，他們的

「才華班」中還設有「國家歷史大使」，成為這一大使，便
肩負着常回內地實地考察，並給香港的同學們分享所見所聞
的使命。「這一班級超級火爆，我都申請不上。」在莫皓智
看來，同學們爭相申請「國史大使」，正說明了國家對他們
的吸引力，「實際探訪是增進我們對國家了解的非常好的方
式，希望未來也有更多機會讓同學們常回內地看看。」除此
之外，他認為還應該多一些創新形式介紹國家歷史和現代發
展的視頻內容，「畢竟現在大家都喜歡看短視頻，可以多一
些有創意的短片來介紹，我們都會很感興趣。」

通過文學影視培養學生愛國情懷
中華基金中學的學生陳濬哲對研學團中參觀船廠的行程印象

深刻，他表示：「因為船廠平時不會開放給學生和遊客。通過
參觀船廠，我深切感受到了中國船業的發展進步，了解到船舶
製作的複雜性和精密性，以及背後所體現的科技之美和國家的
發展變化之大。」而當他在北京遊覽了長城和頤和園後，更感
嘆這些古蹟並不是想像般陳舊，「我們拿着手機輕輕一掃二維
碼，就可以了解到這些古蹟背後蘊藏的磅礡歷史，景區內每一
個小景點都附上了二維碼，我們在每處都可以學到新知識。」
從小學起，陳濬哲就對中國歷史頗感興趣，「在課堂上，我第
一次了解到秦朝的歷史和長城背後的文化脈絡，我還知道『不
到長城非好漢』這句諺語。而當我真正站在氣勢恢宏的長城之
上俯瞰北京城，我既感受到了長城的浩瀚和宏偉，也在心中油
然生起一股作為中國人的驕傲和自豪之情。」
當他去到上海外灘，發現那裏與香港的維多利亞港頗為相
似，「但外灘更為現代化，我在街道上甚至看到了無人駕駛
的車輛，而香港現在並沒有。」與莫皓智一樣，陳濬哲亦體
會到在內地網購和點外賣的便捷，「酒店會使用自動機器人
將我們購買的東西送到房間，我深切感受到了國家科技發展
如何改善我們的日常生活。」
現時香港的中小學每周都會舉辦升旗儀式，亦設有中國歷史

科令學生們更了解祖國的文化。陳濬哲介紹道：「通過歷史老
師的講解，我更深刻地了解到國家成立以來的發展和變化。而
當學校每周五早上舉辦升旗儀式的時候，我和同學們看到五星
紅旗在空中飛揚，都感到非常振奮，有着作為中國人的自豪
感。」他還提到，香港可以通過文學和影視培養學生的愛國情
懷，「我是劉慈欣的粉絲，讀過《流浪地球》《三體》，還看
了《流浪地球》的電影，我覺得這部電影甚至比荷里活科幻片
更加氣勢恢弘。我希望未來能成為一名科學家，助力國家科技
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藝、丁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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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中國同步長大，愈來愈感覺做個中國人好幸福、好驕傲，再也不像過

去要被人欺負、看人眼色。」1949年出生於廣東汕頭的顏先生，剛剛在香港

度過了自己75周歲的生日。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來港生活至今，

顏先生親歷和見證着香港和國家的發展變化，「我只是一個小

人物，但是也發自內心地為香港和國家的發展感到高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藝

盛讚科技發展改善民眾生盛讚科技發展改善民眾生活活
港生冀成為科學家參與國家建設港生冀成為科學家參與國家建設

●陳濬哲對內地的
船廠和古蹟印象深
刻。 陳藝 攝

●莫皓智期待酒店
送餐機器人也能在
香港應用。 陳藝 攝

●「兩彈一星」的橫空出世令顏先生印象深刻。圖為眾多小學生在「時代精神耀香江」之
百年中國科學家主題展中參觀「兩彈一星」功勳科學家展位。 資料圖片

●顏先生親歷香港和國家的發展和變化。 陳藝 攝

●2019年7月，從香港西九龍至汕頭的首
條高鐵線路正式開通。圖為列車
G6392/89徐徐駛入汕頭站。
資料圖片

●陳濬哲（右一）和同學們
在內地的旅程中獲益良多。

讀者供圖

●廣東汕頭小公園開埠區吸引遊客遊玩參
觀。 資料圖片

●顏先生感嘆家鄉汕頭有了翻天覆地的變
化。圖為汕頭市時代廣場夜景。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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