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根，中國人？

   香港於 1997 年以前是英國的殖民地，所以它一直都是外國跟中國貿易的轉口港。而且香港更由
最初的漁港發展為以製造業為主的經濟體，替外國商人生產不同低成本的貨品以提供中國所需。那
時候開始，香港的經濟已經與中國的經濟有不能分割的關係。回歸過後香港一直沿用「一國兩制」，
令香港和中國的政制保持一定的不同。那麼香港人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香港的根在那裡？

   七十年代時，英政府於香港大肆興建徙置區，將木屋的居
民 轉 到 俗 稱 的「 七 層 地 獄 」。「 七 層 地 獄 」 是 因 為 徙 置 區 的
地 方 不 大， 廚 房 和 洗 手 間 都 在 屋 外， 居 住 環 境 仍 不 完 善。 可
是當年的人情味濃，左鄰右舍都互相認識，如果天氣熱時更
有 人 把 床 拉 到 門 外 睡。 人 與 人 的 關 係 便 這 麼 近、 這 麼 親 密。

   今天香港興建了更多的公屋，由最初的十二層
到今天四十層，居住環境一步一步的進步、一步一
步的改善、一步一步的像私人樓宇。環境變好了，

    時至今天，香港人都不認為自己是中國
人，與中國有很大的反抗，造就了「蝗蟲論」、
水貨客、雙非問題，中港問題一再加深矛盾。
九十後陳敏華明言：「我喺香港人，但點解唔

    八十年代管理小販並不像今天般嚴謹，
只要想創業，人人都可以於街上罷檔為生。
有人用小籃賣滷水、有人用擔挑賣豆腐花、
有人叫賣飛機欖……小食多的是。今天香港
的小食則只剩下雞蛋仔、格仔餅、魚蛋、燒
賣，原有香港的特色都逐漸失去。香港的

    香港曾經工業蓬勃，家家都可以是一
個「山寨廠」，人人都會「穿膠花」，只
要靠自己的雙手就可以賺到金錢。今天轉
為金融中心，人則是不能賺到更多的金錢。
那香港的經濟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林嘉希
續稱：「香港嘅貧富懸殊問題好大，貧者越
貧、富者越富，都因為自由市場所造成。」

． 香 港 舊 有 的 十 二 層 公 屋

． 香 港 人 的 關 係 是 遠 還 是 近

人與人的關係則是越來越遠，今天連鄰居的姓氏都不清不楚。居住公屋的
九十後林嘉希認為：「依家嘅公屋乾淨咗，但人情味小咗。」雖然林知
道鄰居的姓氏，但都不是全部知道。人與人的關係便是一步一步的拉遠。

． 林 嘉 希 認 為 香 港
  貧 富 懸 殊 問 題 嚴 重

九 十 後 陳 敏 華 認 為：「 香 港 最 出 名 應 該 喺 奶 茶， 全 世 界 都
有 milk tea ( 奶 茶 )， 但 香 港 嘅 奶 茶 就 喺 有 佢 嘅 特 色。」

． 陳 敏 華 認 為 香
  港 的 根 逐 漸 減 少

．人與人的關係仍可以這樣嗎？

． 僅 存 的 舊 有 公 屋 — 華 富 村

鐘 意 中 國 人， 無 得 點 解 嘅， 咁 每 個 民 族 都 有 佢 嘅 特 色 嘅。」
源 於 兩 地 的 文 化 差 異， 香 港 人 都 未 有 作 為 中 國 人 的 歸 屬
感。 陳 指：「 香 港 人 嘅 根 慢 慢 無 咗 ﹗」 相 反， 林 指：「 香
港 嘅 根 喺 要 睇 唔 同 年 代 嘅 人。」 那 香 港 人 的 根 在 那 呢？

記者 郭詠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