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歸28年來，香港與內地的聯繫愈發緊密，香港從一個彈

丸之地，一夜之間多了960多萬平方公里的縱深。本章的主

人公們在香港及海外學有所成後，北上逐夢。內地則成了他們發展事業的樂土、追尋理想的天地、奏

響生活新樂章的舞台。他們從一開始的文化不適應，到後期與當地文化同頻共振……28年來，兩地

的飛速發展不僅讓他們的事業與生活踏上新台階，更見證了香港與內地文化交融、共譜傳奇的歷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帥誠、譚旻煦、實習記者 宛辰歌 北京、廣東、雲南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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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土坯校舍到智能教
室，從粉筆黑板到交互式
電子屏，這些跨越式發展
倒逼我們的服務理念升
級。」香港義工李德偉
說，內地這些年的轉變折
射着時代脈動，從改革開
放初期港人北上助學側重
物資捐贈與基建幫扶，到
回歸祖國後，技術轉移與
經驗共享成為新常態，而
當內地教育現代化不斷提
升優化，港青支教已然轉
化為國情教育的鮮活課
堂。
李德偉廿載如一日穿梭香港內地踐行公益，11年間在內地修建近20座

橋，足跡遍及雲貴川等內地多個省市。他不僅親身參與山區民生改善服
務，更連續多年率領香港大學生深入內地鄉村學校開展教育支援。「早年
間是單程車票式的幫扶，如今演變成雙向知識流動。」回歸28年來，李德
偉感觸頗深，內地教育事業進步發生巨變，而不變的則是藉此傳遞的社會
責任感和家國情懷。

●李德偉長年在內地做公益，足跡遍及很多省份。
香港文匯報雲南傳真

「搭橋者」李德偉
單向幫扶變雙向互動

桌球手李俊文
灣區延續職業生涯

在東莞市常平鎮的一個訓練大廳裏，
擺放着兩排整齊的斯諾克球桌。與普通
桌球房的煙霧瀰漫、嘈雜混亂的傳統印
象不同，這個四五百平米的大廳裏，空
氣清新也無人喧嘩，只有此起彼伏的撞
球聲。曾代表中國香港隊獲得2009年
東亞運男子英式撞球銅牌的李俊文，
在這個訓練大廳裏穿梭於各個球桌之
間，不時駐足指導學員們的擊球動
作……雖然不再是馳騁賽場的職業選
手，但他藉着灣區發展東風開啟了另一
段「職業生涯」。
從曾經的香港隊代表，到成為CBSA

世界斯諾克學院華南分院（下稱「華南
分院」）的總教練，李俊文從英國回
流，最終扎根東莞的經歷，讓他見證
了香港斯諾克文化在內地落地生根、
蓬勃發展的過程，也給他和同行們帶
來了廣闊的發展機遇。這種雙向奔
赴、互促互進的精彩圖景，正是回歸
28年來兩地文化深度交融的最佳印記。

●李俊文在教學員打球。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

●李俊文（左五）與CBSA世界斯諾克學院
華南分院的學員合影。 香港文匯報東莞傳真

作曲人張家誠
內地奏更廣闊樂章

在香港回歸祖國28周年之際，香港作曲家、音樂製
作人張家誠回顧了這些年來香港與內地文化交融的變
化。從早期香港文化對內地的影響，到如今內地文化
對自己的滋養，他的創作生涯正是兩地文化相互賦能
的縮影。值得一提的是，張家誠與香港回歸
頗有緣分，他曾為香港回歸25周年創作主題
曲《前》，並獲得國家級「五個一工程」獎，
得以在內地的廣闊天地中實現更遠大的抱負。

歡迎反饋。中國新聞部電郵：wwpcnnews@tkww.com.hk

「疫情後這兩年，融合的速度非常之快。」張家誠
形容近年香港與內地的交融態勢。在香港中環的網紅
打卡點，現在隨處可見前來打卡的內地遊客。很多內
地朋友來香港定居，內地餐廳也在香港大量開業，同
時，他發現越來越多香港人選擇到內地生活消費。

為全運會作宣傳曲 兩地共創佳作
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張家誠親歷了兩地文化相
融的過程。他說，「上世紀八十年代，港樂、港片在
內地廣受歡迎，那是香港文化輸出的黃金時期。如
今，這種文化交流已經變成了雙向互動。」
近年來政府推動的文化交流項目為音樂人搭建了重
要平台，張家誠說，「比如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藝術
節，讓我們有機會與內地同行進行長期合作。商業方
面，很多內地企業也願意投資香港音樂人的創作項
目。」這種全方位的合作模式，讓兩地音樂人能夠優

勢互補，共同創作出更優質的作品，也讓香港音樂人
獲得了更廣闊的市場和發展空間。
張家誠以自己參與的創作為例，去年他和廣州音樂

人一起完成了全運會宣傳曲《耀眼的你》，「從作
詞、作曲到演唱都是兩地團隊共同完成的。這種深度
合作在前幾年很少見，但現在已經成為常態。」
這種交融也為張家誠帶來了創作新生，2022年，他

作曲的香港回歸25周年主題曲《前》榮獲國家級「五
個一工程」獎，而另一首獲得國家級「五個一工程」
獎的歌曲《我們的家》後來被香港愛國教育小組選為
主題曲。2024年，他與內地音樂人合作的《嶺南之
歌》再獲廣東省「五個一工程」獎。

「與內地藝術家合作讓我獲益良多」
最新作品《耀眼的你》是為全運會倒數100天創作的

粵語歌，由廣州詞曲作者與張家誠共同打磨。創作中

他們發現，同樣說粵語，廣州人和香港人的口語習慣
卻有不同。張家誠表示，在創作過程中，他們注意調
整用詞來讓香港和內地聽眾都能理解，「希望這首歌
都能讓大灣區聽眾產生共鳴。」
「與內地藝術家的合作讓我獲益良多。」張家誠
說。他20年前就開始往返內地工作，並已長居北京四
年。「內地每個地方都有獨特文化，北京、上海、廣
州各有特色。」這些經歷幫助他拓展了創作思路，不
僅豐富了音樂表現形式，更深化了對中華文化內涵的
理解。
28年來，香港與內地的文化融合不斷深化。通過張
家誠的經歷展現了這種融合為香港文藝工作者提供了
更大的發展空間。他表示，未來期待與內地音樂人進
行更深的合作，特別是在人才培養和藝術創新方面，
共同探索中國音樂的發展方向。正如《耀眼的你》所
唱：「挽手一起去飛，共融創建傳奇。」

▲張家誠（右一）在錄音棚工作。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張家誠在廣東省流行音樂協會2024年度「協會獎」
領到五個大獎：十佳作曲獎、作詞獎、製作人獎、十
大金曲獎和優秀方言作品獎。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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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南分院大廳裏練習的學員中，有好幾位未
滿10歲的孩童，這一幕讓李俊文想起1988年自己
第一次接觸桌球時的情形。「那年我剛好10歲，
跟着父母在英國生活，放學後和朋友一起湊錢去
球房打球，沒想到一段時間後竟能跟朋友去參加
比賽了。」他在桌球方面的天賦很快引起了父親
的注意，並請專人指導。
2005年，李俊文斬獲韋爾特九球公開賽冠軍
後，接到香港斯諾克協會的邀請，希望他代表香
港隊參加2006年多哈亞運會的斯諾克比賽，以此
為契機李俊文回到了祖國。為了有更多和內地高
手切磋的機會，從2007年直到2014年退役，李
俊文一直輾轉於香港、深圳和東莞。

東莞買房安家 見證灣區發展
彼時隨着港商港企北上珠三角發展，香港斯
諾克文化開始輻射內地。「不少港人都喜歡來
內地打桌球，因為內地球房空間大、服務好、
價格便宜，所以內地的球房和桌球俱樂部如雨
後春筍般冒出來。」據李俊文回憶，在中國斯諾
克的第一個黃金十年，內地選手丁俊暉和香港選
手傅家俊持續刷新着中國斯諾克選手在國際賽場
上的最佳成績，也為中國斯諾克運動的推廣打下
了基礎。在「硬件」和「軟件」都水到渠成的

前提下，內地率先催生出斯諾克專業培訓機構
這一全新行業。
「正是這些專業機構的出現，為中國在斯諾克
領域持續輸出人才創造了土壤，也讓老一批選手
找到了退役後的職業規劃方向。」李俊文說。
2018年，已退役4年的李俊文再次回到東莞從
事教練工作。「那一年我的孩子出生，妻子也在
東莞生活，所以我毫不猶豫在東莞買房安家
了。」他坦言，這些年自己見證了大灣區的飛速
發展，深圳從小漁村變成高樓林立的創業沃土，
東莞從「世界工廠」變成宜居都市，種種變化都
讓他看到更廣闊的未來。

冀為國家培養更多優秀運動員
「因為在英國長大，剛到大灣區的時候我連粵
語都不流利，現在已經可以在粵語和普通話之間
自由切換了。」李俊文笑言，作為一名港人，有
幸能在大灣區延續自己的桌球生涯，與回歸後香
港和內地文化交融，斯諾克運動在內地的崛起分
不開。
在華南分院擔任教練以來，他先後培育出

2023WSF（世界斯諾克聯合會）錦標賽冠軍馬
海龍、2023亞洲—太平洋斯諾克錦標賽冠軍劉
宏宇、2024賽季CBSA U14組全國冠軍官翰林等
優秀學員。李俊文希望，未來能夠為中國培養
出更多為國爭光的運動員。

雲南文山與香港相距1,300多公里，2017年
香港回歸二十周年之際，作為項目導師之一
的李德偉帶領香港理工大學、香港中文大
學、同濟大學和昆明大學師生團隊一行60人
來到雲南文山六主村。在這個村落，他們為
鄉親架起由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斥資、
香港無止橋慈善基金支持的「無止橋」，除
了修橋、修繕水電設施外，他們更進入鄉村
小學的課堂，用創意繪畫激發想像力，情景
英語打開新視窗，以科學實驗點燃求知慾。

內地行善助人 愛心接力傳遞
當地孩子和老師們都樂在其中，「有一個學

生突然問我們，你們為什麼那麼遠來幫我
們？」李德偉說，這一下子也引發了志願者們
的思考：是呀，為什麼？這時有位香港同學
說：「我們現在有能力來幫助你們，希望你們
長大了有能力幫助人的時候，也去幫助其他
人」。李德偉說，這就是做這件事的意義所
在，「愛心的傳遞和社會責任感的培養。」
去過內地很多地方做服務，李德偉每隔幾
年都會回當地去看看，「變化太大了，漂亮
的教學樓、完善的設備、越來越優
秀的師資力量……這些改變讓我們
去內地做服務的理念和方法也需要
隨之改變。」

支教模式迭代見證時代發展
李德偉認為，香港人到內地支教和做服
務，大致走過了幾個階段：一個是改革開放
初期，香港人到內地發展，也為當地貧困地
區提供物質幫助以及教育幫扶，特別是在基
礎設施方面；後來是香港回歸後，更多的人
到內地發展，帶去先進的技術經驗和資金，
那時除了物質方面的幫助，也開始傳授技能
等；再往後內地飛速發展，教育的發展也是
瞬息萬變，傳統的「幫扶」開始跟不上時代
的步伐，這個時候大家發現，到內地支教開
始成為香港青年一個學習的窗口。
「比如，不能再像以前一樣教一些英語，
開展一些興趣課等，因為這些當地學校和老
師都可能已經會了。」他說，相反，香港學
生們可能更多地去了解內地教育發展的現
狀，以及實現飛速發展的方法和經驗。簡單
來說，這已經不是單向幫扶，而成為了一種
雙向互動。
曾和李德偉一起到文山六主村服務的徐
演，那一年還是香港理工大學大二的學生。
他後來再次到文山六主村，「路不再泥濘，
我最擔心的用電問題，現在也變得規範
了。」想起那個特別愛問他「外面的世界怎
麼樣」的小女孩，他說，「可能現在該我們

去當地問問，你們是如何這麼快
發展得這麼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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