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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人" 出生于上海#毕业于中国社

会科学院获硕士学位" !"#$年初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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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前的 !月，春节前夕，我
得到等候 #年的通知，到单位办理
退职手续、到派出所办理户口注销
手续之后，到公安机关领取“前往港
澳通行证”（俗称单程证），再凭此到
中国银行兑换相当于退职金金额的
外汇（大约数千港元），收拾简单的
行李和一些书籍，乘坐中国联航的
航班抵达军地两用的广东惠州机
场，当时深圳特区还在开发阶段，没
有机场。从惠州到深圳搭小巴，凭单
程证可以进入特区（否则需要专门
的边防通行证），在罗湖内地一侧的
出入境办理出境手续，步行几分钟，
跨过罗湖桥上的分界线，进入港方
的入境管理区，排队等候登记。

移居香港
我在 $"%&年曾经到香港探视

已经移居那里的妻女，对香港有初
步的实地认识。在内地的社科院从
事东亚问题研究，重点是日本与四
小龙（韩台港新）发展模式，对香港
有所了解，移居到香港，一切从头开
始，有心理准备。
在罗湖的香港入境处，给我办

理手续的官员年约四十多岁，看上
去比较老练，他看着我填写的表格，
问了一些问题，包括妻子在香港的
联络方式，因为要核实；对于我的研
究生学历，他似乎很有兴趣，估计当
时内地移民中研究生学历者不多，
其实我很清楚，内地学历在香港不
获承认。核实之后，发给一张类似临
时身份证的证件，离开入境处的办
公区域，正式作为移民，进入英国管
理下的香港，开始了人生新的一页。

在从惠州前往深圳途中，小巴
的扩音器里大声播放香港流行歌曲
《无可修饰的一对手》，当时在深圳和
华南其他地方，流行香港的流行歌曲
和电视剧乃至于服装、口语，是港式
文化的天下；这首歌颂母爱的流行曲
有摇滚风格，至今还是我喜欢的少数
香港流行曲之一，当然与首次接触到
的环境与心情也有关。我外祖父是清
末由广东香山（今珠海）移居上海
的，从小在老西门豫园附近外公家
听到的是广东话，或许是这种遗传
因素，听说广东话都比较容易。

如何谋生
到香港的第一件事就是谋生。

$"%&年在香港探亲时，我曾经做过
几天的短工，在一个正在维修的厂
房给一个老工人打下手，做些传递
工具、收拾物件之类的活，偌大的厂
房只有我们两个人，老工人只会说
广东话，我连猜带估能明白。工作到
下午大约四点多，老工人会到附近
的便利店，带回一些罐装饮料和面
包，这就是两人的下午茶时间。
春节过后，开始留意报纸上的

招聘广告，同时自己也活动。很快就
有了两个机会。一家外国通讯社招
聘夜班英文新闻编辑，我通过了面
试和书面测试。几乎同时，香港《文
汇报》也通知面试。来香港之前我曾
经写信给老前辈萧乾，他写了推荐
信给香港《文汇报》总编辑曾敏之；
萧乾和曾敏之是上世纪 #'年代《大
公报》的同事，%'年代曾敏之受命
到香港主持《文汇报》编务。当时《文
汇报》要闻版正好需要人手。我觉得
在外国通讯社工作，收入可能高一
些，但是固定的夜班工作，没有其他
的机会，以我的情况，还是在中文媒
体更为合适，于是选择了《文汇报》。
而且沪港《文汇报》同出一门，家父
上世纪 ('年代后期曾经在上海《文
汇报》工作，也算是有渊源。
当时住在九龙的旺角唐楼（老

式的住宅），有过海巴士（隧道巴士）
通往港岛的湾仔，到报社上班很方
便。当时的巴士和现在一样是双层
的，只有英国和香港有这种的巴士，
乘客多数喜欢坐在上层，因为视野

较好，有趣的是巴士上层可以吸烟，
烟民们自然首选上层，后来巴士全
部安装了空调，也就顺势在巴士禁
烟。电影院（香港称戏院）也有吸烟
区。现在看来，恍如隔世。

香港报馆
在香港的报馆工作是很有意义

的经历。上世纪 %'年代初我在北京
读新闻研究生时，曾经在人民日报
记者部实习，与人民日报一批老记
者相处，获得很可贵的采访经验，但
没有直接在报纸编辑部工作过。香港
《文汇报》属于爱国阵营，但在业务方
面，与其他报纸一样，使用繁体字直
排，词汇也与内地有所不同，例如将
马来西亚称为大马，新加坡的简称为
“星”，外国体育、娱乐明星的名字均
以广东话译音。我在要闻部工作，报
馆编辑部门大部分是夜班工作，通
常是晚上七八点上班，半夜两点多等
自己负责的版面大样出来，修改之
后，值班总编辑看完签发，即可下班。
后来我也参与撰写社评，每周大约两
三篇不等。从 $"%"年起还每年到北
京采访两会，印象最深的采访是
$"") 年人大会议审议表决有关三
峡大坝工程的议案，我和从上海办
事处来京一同采访的姚欣保兄日夜
奋战，采写了大批相关稿件，应是当
时香港报纸有关三峡工程议案表决
内容最丰富的，当时没有电脑，一切
靠手写再用传真发回香港的报馆。
有时也被报馆派往内地和外国

采访，如 $""$年秋在新疆采访，发
表了长篇通讯《让我们重新认识新
疆》，受到好评；又如 $""$年 &月到
俄罗斯采访以及 $""*年到新加坡
采访第一次汪辜会谈以及后来作为
香港爱国报纸记者首批赴台采访等

等。在特殊情况下还曾参与新闻电讯
的翻译，印象最深的是 $"%"年秋天
东欧剧变，罗马尼亚局势持续动荡，
有一天深夜我尚未下班，一位港闻部
的主管听到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
库夫妇被处决的消息，翻译课的同事
都已下班，我们就一起赶译相关的电
讯并立即与排字房工人联系抽出一
篇字数相当的新闻电讯，经值班总
编辑签发，换上这则最新消息。
直到我离开《文汇报》之前不

久，报馆还是用老式的排字拼板的
方式。当时排字房还有几位 $"(+、
$"(%年从上海《文汇报》印刷厂来
港工作的老工人，我们常常用上海
话交谈，他们告诉我许多上海报坛
的旧闻和文汇报的往事，如潘汉年
如何从上海携款到香港作为《文汇
报》的经费、马季良（唐纳）如何主持
香港《文汇报》编务等等。香港的报
摊多过米铺，以及特有的马经报，现
在还是香港的特色。

在香港《文汇报》工作期间，正
好经历了回归的全过程，从《基本
法》的通过到中英在回归前的博弈，
是难忘的记忆。回归后 )'年香港的
发展和变化，也都是见证者，例如普

通话（国语）的逐渐普及。
以 $"")年邓小平南巡为契机，

中国内地的经济开始大发展。)''$

年 $月我加盟凤凰卫视，当年的 "$$

事件影响全球；$$月中国加入世贸，
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加快，发展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贸易国。作
为媒体人的见证，终生难忘。

沪港双城
香港人对上海的认识很有意

思。由于上世纪 ('年代后期，许多
上海人移居香港，其中包括一些工
商界人士，他们后来成为香港华资
大亨，如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香港
的世界船王包玉刚、董浩云，都是祖
籍宁波、来自上海，这方面人才济
济，不胜枚举；另外如来自上海的文
化界人士，特别是报业和电影界人
士，也是人才辈出，最著名者如邵逸
夫和金庸（查良镛）。香港市民在讲
到自己老家在什么地方，通常说“乡
下某某地”，因为大部分香港人祖籍

珠三角地区，相比于香港，珠
三角过去确实是乡下，然而广
州就不是；许多香港人也弄不
清上海与周边地区（如苏州、
无锡、杭州、宁波等），一概称
之为上海。香港人往往将上海
人（包括苏南、浙北人）与内地
其他地方分开，后者往往都被
称为乡下人，他们认为上海人
聪明精明。另一方面，沪港的
双城记，也一直是香港舆论津
津乐道的话题，特别是上海近
*'年的快速发展，在许多方
面使香港相形见拙。

不过，香港的地产商在上
海的城市改造和更新中所起的
重要作用，也是上海人熟知的，
“新天地”是最佳例证。上海繁华
地段一栋又一栋的商厦在近二
十年落成，如中环广场、香港广
场、时代广场、金钟广场、新世
界广场、曼克顿广场、力宝广
场、置地广场、恒隆广场等等，
使人以为置身香港。可以说上
世纪 &'年代上海人改变了香

港，"'年代香港人也改变了上海。
上海菜在香港很有市场，现在

小南国及其衍生的南小馆、王家沙
等都在香港开设多家分店，旺角还
有港人开的生煎包专门店。

变与不变
常常有内地和台湾的朋友问

我，回归之后的香港与之前有什么
变化？也有欧洲的朋友问：香港是否
和内地城市一样？
变化肯定是有的，原来是英国

殖民当局管治的自由港，现在还是
自由港，但已经是中国的一个特别
行政区。一国两制，顾名思义，在中
国的主权范围，原来的经济、社会、
法律制度不变，因此英文仍然是官
方语文之一，我们平时签的商业合
约，无论是房屋交易还是信用卡条
款，中英双语，人们通常只看中文，
但却注明“以英文本为准”。大学和
许多中学仍然以英文为教学语言。
法律还是普通法系，没有成文法。廉
政公署还是让涉贪的公职人员或平
民百姓望而生畏。
原来的邮筒和英国一样是红色

的，现在改为绿色，人们也不觉得有

什么不便。
香港还是广东话的天下，但是

大部分人都会说普通话（很多人常
常自嘲“我的普通话很普通”，但一
般也足以应付日常交流所需）。
在饮食方面回归后的香港更加

丰富多彩，内地菜肴如云南米线、四
川的麻辣风味与湖南菜都越来越受
欢迎，兰州拉面也进入香港市场。台
湾各种风味餐馆在香港越来越多。
日本料理更是遍地开花，寿司店、日
本拉面店举目可见。韩国料理异军
突起，在香港也是越来越多。欧洲的
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菜也不少见。
不过香港没有沃尔玛那样的大

型超市，因为地价太高；虽然交通方
便，网购却难以普及，因为人力成本
高，各种不正规的电瓶车、电动摩托
车都不能上路，单车也无法在香港
岛和九龙使用，使得送货成本很高。
不过来自内地和其他地方的游

客仍然络绎不绝，香港购物的乐趣，
不用我多说。
香港人也非常喜欢去内地旅游

和购物、消费，而且嗅觉非常灵敏。
深圳云集了中国各地的风味饭店餐
厅，比香港多，新店开张，香港的老
餮就闻风而至，有时比深圳人还多。
作为特区公民，用特区护照到

世界大部分国家免签证，无论公干
还是私人出行，非常方便。回内地用
公安部发的“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
行证”，随时可以出入，深圳等地的
关口可以自动查验，非常便捷，是
)"年前无法想象的。

明年年底广深港高铁开通之
后，从香港乘坐高铁前往各地更为
方便，许多港人都在期盼。去过日本
和德国、法国，坐过那里的高铁的港
人，再到内地搭乘中国高铁，无不赞
叹。香港有多家国际级的游艇会，广
东即将开通港澳游艇自由行，届时
这些豪华游艇可以在南粤沿海，享
受更广阔的海上游艇乐趣了。

香港居大不易
香港的土地面积是 $$''平方

公里，人口超过 +''万。香港楼价之
高，世界之最。近 *'年我见证和经历
了楼市的多次起伏，直接感受到高楼
价造成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人们
的印象是香港人多地少，其实不完
全如此。香港土地超过四成是郊野
公园，这么多郊野公园，使用者却
不多，而同时又有数十万的低收入
家庭被迫蜗居在违规的群租房，有
人无房住，有地不能用，刚性的制度
使然，这个矛盾还将长期存在。
香港适合华人生活，难怪数十

万移民加拿大和澳洲的港人回流，
重新在香港工作、生活，尽管他们在
加、澳的居住条件好于香港。香港社
会管理水平高，交通、购物、娱乐均
方便，社会活力十足，秩序和治安良
好，民众享有“一国两制”下的法治
与自由。这辈子在香港生活的时间
最长，未来会终老此地。

!作者简介"

" 早年连接香港和深圳的罗湖桥

" 穿行在香港岛的有轨电车

" 何亮亮在凤凰卫视主持$时事亮亮点%节目

"

香
港
璀
璨
夜
景
(

(

(

从
尖
沙
咀
海

边
看
对
岸
的
香
港
岛

/记忆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hxg@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212017年7月2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贺小钢 视觉设计∶竹建英

记忆

月刊 第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