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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香港 

第十二期：四川人在香港 

 
 [出：精彩香港總版頭-40 秒] 

從南中國海邊的小漁村， 

到領銜亞洲的國際都會， 

從歷史風雲的波折變幻， 

到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 

香港精神 

深度訪談， 

香港製造 

全景展現， 

用聲音還原香港之美， 

精彩香港：最香港，更精彩。 

由四川人民廣播電台 FM92.5 天府之聲携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成都經

濟貿易辦事處聯合呈現。 

 

［引言］ 

香港，僅次於紐約和倫敦的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

置，以大陸爲腹地，面向外海，並且擁有一個優良的港口。2014 年，香港

連續 20 年獲得美國傳統基金會評選爲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根據世界銀行的

《2014 年營商環境報告》，香港在便利營商的排名榜上，位居全球第二位；

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的《2014 年全球競爭力排名》中，香港名列

第四。截至 2013 年年底，以資本市值計算，香港證券市場在全亞洲排行第

二位，在全球排行第六位，市場總值約達 30,000 億美元。 

 

將諸多優勢彙聚一身的香港，如同一塊巨大磁石，人們的目光被吸引著投

向這裏。更多企業在這裏創辦，更多學子選擇在這裏深造，就這樣，黃皮

膚、黑皮膚、白皮膚，南腔北調的，五湖四海的，紛紛來到這個繁盛之都。 

 

在香港街頭巷陌行色匆匆的人流中，有這樣一群人，他們來自祖國大陸的

西南腹地，經歷了辣與麻的洗禮，習慣了悠然的慢生活，却要面對香港全

球聞名的快節奏，他們或是在四川長大、或是曾在四川生活，他們來香港

的原因不盡相同，求學、經商或是工作分配，但每個人都對香港有著相似

的感受，和說不盡的故事。 

 

【出：片花-30 秒】 

當熱情似火的四川話遇上輕巧明朗的粵語 

當古老天府文明遇上現代中西交匯 

當悠哉遇上快速 

四川人民廣播電台 FM92.5 天府之聲携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成都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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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辦事處聯合呈現：精彩香港第十二期，四川人在香港。 

 

（地鐵站環境音） 

早上八點，港鐵彩虹站滿是匆忙趕車的人群，趙藝燭也是其中一名。她正

在香港參加香港科技大學和四川大學合辦的交流項目。 

 

【出趙藝燭采訪】 

在香港科技大學，讀的是環球中國研究碩士。 

非常偶然的機會，我在學校的新聞上面看到這消息，然後就報名，很幸運

的被選上，就過來香港了，以前從來沒有想過要過來讀書。 

 

香港有豐富的教育資源，教學方式也與內地的不同。在香港上學，沒有固

定的班級，沒有輔導員，連專業核心的必修課都可以按自己的喜好自由安

排課程時間，這一切構成了香港大學的獨特學習氛圍。 

 

【出趙藝燭采訪】 

學習的話我覺得這邊的氛圍很不一樣，因爲有來自其他不同地方的學生，

你會接觸到在內地無法接觸到的一些思想啊，觀點啊，然後開一下眼界。 

 
不一會兒，換乘的巴士就到了。由於學校的住宿太緊張，只能優先安排本

科生，所以像小趙這樣的碩士生只好在學校周邊租房子。每天早上，小趙

要花半個小時坐公交到學校。 

 

香港約有九成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其比例爲全世界第一。完善科

學的公共交通規劃，讓這個著名的「彈丸之地」很少發生大塞車的狀况，

因爲普通出行，大家都會選擇地鐵或者巴士。 

 

【出趙藝燭采訪】 

他們的街道大多時候都是兩車道，很窄，但是很流暢。 

交通費吧，不像四川的公共交通，一兩塊錢就可以坐了。 

（墊樂） 

地鐵比較貴，坐巴士或者小巴，它是分段收費的，有時候三四塊，有時候

五六塊，有時候七八九十塊的都有。 

 
在香港，乘坐巴士並不是一件苦差事。不用擠不用搶，就算只有三兩個人

等車，人們也會自覺地排成一行，每天的早高峰也一樣，車來了，大家按

順序上車。車內有統計人數的裝置，一但滿員，等不了多久下一輛巴士就

會過來。如果在上一站已經滿員，下一站又無人下車，司機有權不停車。 

 

巴士在科大停下，幾個學生從車上下來，小趙也抱著書下車往教室走。9

點鐘有一節專業課，課上需要彙報上星期布置的作業，所以她要提前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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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和組員進行交流。 

 

【出趙藝燭采訪】 

平常因爲我們不是每天都有課，就在家裏面複習準備課程，然後做點閱讀

什麽的。 

（墊樂） 

其實還挺緊張的，作業比較多。跟內地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有很多小組合

作項目，需要在課堂以 Powerpoint 展示，所以課下要做很多準備。 

 

上午十點，上環，某寫字樓。 

 

辦公室裏充滿了電話、打印機的聲音。這樣的時間，香港寫字樓的每一層

差不多都是如此光景，唐少瑞先生的身影也在其中。唐先生是河北人，大

學畢業後開始在四川工作，2012 年底，他被派到香港的子公司上班。 

 

【出唐少瑞采訪】 

我們現在負責的業務基本上是在香港。 

香港、澳門和東南亞這一塊的業務，基本上是我在負責。 

 

如果把每座城市看作一台精良運轉的機器，香港正被一個飛速的大齒輪帶

動著，而每一個生活在香港的個體都是與之聯動的小齒輪。機器需要高效

率工作，於是每一個在香港生活的人也擁有快速節奏。身著正裝的白領踩

著「恨天高」，夾著名牌包包在馬路上一路狂奔，早已成爲香港司空見慣

的街景。 

 

【出唐少瑞采訪】 

節奏不一樣，這是最大的感受。 

比如說我平時回四川時，感覺人整個會放鬆下來，節奏會放慢。但是一回

到香港，感覺走路的速度都會增加。 

 

這樣的節奏，促使每一個人不得不調整狀態，跟上香港的脚步。在香港確

實能擁有更多機會，但有機遇的地方就會有競爭，壓力在所難免，好的方

面是，它讓人可以得到更多歷練，隨時有新鮮的事情發生，日子也能過得

更充實。 

 

和唐先生一樣，劉麗君女士也正在感受著香港的快節奏。劉女士來自四川

綿陽，被公司派到香港工作，已經有一年的時間。 

 

【出劉麗君采訪】 

我是 2013 年 11 月時到香港，然後長期，也就是說開始一整個月的留在香

港，是在 2014 年三月左右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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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墊樂） 

香港人給我的感覺就是工作效率非常高。其他的，比如說生活節奏快，對

我的生活習慣也有一定的影響。 

 
香港人每天開始工作的時間並不算晚，一般單位都是早上九點上班，中午

有一個小時的午飯時間，晚上約六點下班。但實際上，香港人對加班已經

習以爲常，常常到晚上九點、十點也不足爲奇。有時在夜深或凌晨的香港

街頭，也會看到剛剛結束工作的夜歸人。 

 
我們無法改變工作環境，但却總能做一點事情來調整自己的狀態。劉女士

雖然只在香港生活了一年多，但面對快節奏的生活，她已經有了自己的應

對辦法：提前準備，計劃行事，即便工作繁忙，依然能按步就班的向前推

進。她說，能够快速找到適應壓力的方法，源自自己良好的心態。 

 
【出劉麗君采訪】 

我覺得對任何人任何事都需要有一股正能量，帶一個積極的心態，來對待、

處理問題。 

 

【出：片花-30 秒】 

當熱情似火的四川話遇上輕巧明朗的粵語 

當古老天府文明遇上現代中西交匯 

當悠哉遇上快速 

四川人民廣播電台 FM92.5 天府之聲携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成都經濟

貿易辦事處聯合呈現：精彩香港第十二期，四川人在香港。 

 

下午一點，忙碌的香港進入了短暫的休息。劉女士公司附近的一家茶餐廳

人滿爲患，大約過了十分鐘，她才等到座位。 

 

這是香港的午餐時間。較之四川，香港的午餐時段要晚些，原因是一部分

人早茶會吃到很晚，不會餓得太早；還有一部分人，因爲上班和學習安排，

會選擇晚一點就餐。 

 
【出劉麗君采訪】 

香港的話我比較愛吃他們那邊的煲的湯，裏面常有猪骨、銀耳，然後有時

會加點花旗參，很滋補的東西。 

（墊樂） 

我比較注重吃清淡一點的東西，這樣對身體比較好，身體好了才有更充沛

的精力來工作。 

 
日常健康能體現在飲食的點點滴滴中，比如菜品不加味精、少油、少鹽等，

都是健康生活所主張的，幾乎每個香港人都深諳其道。在香港經常能聽到



5 
 

香港市民評論餐廳，比如哪一家的菜放了很多調味料，要少吃，哪一家的

菜品用料新鮮，搭配得宜，可以試試。健康飲食這方面，我們需要向香港

學習的還有很多。 

 

【出劉麗君采訪】 

我平常接觸到的一些香港人，他們非常注重個人的一些生活習慣，以保養

身體，促進健康。 

 
這天的午餐，劉女士點了一份營養煲湯，不一會兒奶白色的濃湯端了上來，

熱氣騰騰，香味撲鼻。她對香港美食的點評是：健康。 

 

而此時此刻，小趙正在大學食堂裏選菜，年輕人對食物的唯一要求就是好

吃，而香港多種多樣的美食恰好迎合了她的味蕾。即使在學校的食堂，她

的願望也可以輕而易舉的被滿足。 

 

【出趙藝燭采訪】 

香港的消費水平確實高，但學校有補助，會比較便宜些。 

在這邊的話你隨便點個菜，都做得很豐盛的。 

 
香港的大學往往彙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所以不論是漢堡鶏腿，還是

濃湯意面，在這裏，總能找到符合胃口的美食。當然，在課餘閑暇時間，

她還會和夥伴們一起，在香港的大街小巷尋找美食。 

 

白沙道、蘭芳道等一帶， 壽司店和各類高級餐館林立，是享用美味的佳

選。沿著銅鑼灣的登龍街、羅素街一帶走走，則能找到不少價廉味美的地

道香港小吃。 

 

【出趙藝燭采訪】 

最喜歡冰皮月餅。口感很好，卻很難形容，它的皮是那種豆沙的口感，但

是口感很軟很綿，入口即化。 

什麽餡都有，有芒果的，可可豆的，然後還有榴蓮的，什麽都有。 

 

第一次離家這麽遠，小趙也會時常想念家裏的味道，川菜永遠是小趙的最

愛。 

 

【出趙藝燭采訪】 

家常的，冒菜、火鍋，這些東西，水煮肉片，特別想吃。 

 
作爲北方人的唐先生，先後在成都、香港這兩個被稱爲「美食之都」的城

市居住過。成都的美食味道熱情似火、價格平易近人，圍繞麻與辣衍生出

無數美味，征服了全中國乃至世界美食者的脾胃。在唐先生看來，香港與

http://www.baidu.com/s?wd=%E5%85%B0%E8%8A%B3&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9%93%9C%E9%94%A3%E6%B9%BE&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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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這兩地的美食各有千秋，很難分出高下。 

 

【出唐少瑞采訪】 

在香港你可以吃到全世界各地最正宗的美食。 

（墊樂） 

我們樓下就有一家非常好吃的印度餐廳，香港還有不少米其林三星的中餐

廳，都是當地人開的。 

 
香港雲集了印度、泰國、墨西哥、美國、意大利、韓國、俄羅斯等世界各

國的美食佳肴，不出香港就能品嘗到全世界的美食。當然香港更有中國各

地的名菜：粵菜、川菜、潮州菜、湘菜等，這樣强大的美食包容性，一定

讓你一試難忘。 

 

【出唐少瑞采訪】 

他們做菜用的食材，比如四川菜，像我知道的幾家，都是從成都這邊空運

過去的，所以都很正宗。 

（墊樂） 

 
工作在香港，一分鐘掰成兩分鐘用才覺得划算。下班後的晚餐時間可以自

由發揮，但是午餐時間要盡量壓縮到最短。大家必須以最快速度投入到下

午的工作中。 

 

下午 3 點，唐先生出門開會，要搭乘出租車。還好司機是一位年輕人，普

通話講得還不錯，唐先生一上車就交代好了目的地。 

 

【出唐少瑞采訪】 

香港很多出租車師傅是比較年長一點的，跟他們講話溝通我到現在都有非

常大的困難。 

（墊樂） 

我的廣東話不是太好，因爲我們接觸的人大多還是講普通話的，然後現在

很多香港的同胞，他們也講普通話。 

 

對於內地人來說，粵語真的不太好學。粵語有九個音調，而普通話只有四

個音調，所以粵語學起來更難一些。再加上大多數人工作圈、朋友圈裏講

得更多的是普通話，這就更沒有機會學學講粵語了。 

 

【出唐少瑞采訪】 

因爲很多香港的朋友他們跟我講粵語，我會聽不懂，聽不懂的時候我會再

問一次， 

（墊樂） 

有的時候我會跟他們將“唔該啊”，他們會跟我講“你好啊”，然後就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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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普通話了。 

 

好在香港人熱心主動，就算在香港不會講粵語，也沒有什麽大礙。劉女士

的日常工作中，經常接觸香港的政府單位，在一次文件申請過程中，因爲

語言不通而出現了小麻煩，好在負責人的工作人員，專門找了一位會講普

通話的人當翻譯。 

 

【出劉麗君采訪】 

他們非常耐心，一條一條的給我講怎麽做，就是已經超過了他們下班的時

間，也一直跟我一起把這個事情完成。 

（墊樂） 

覺得香港政府裏面的辦事人員態度認真負責，辦事效率高。 

（墊樂） 

 

下午五點半，小趙已經結束了今天的所有課程。課餘時間，小趙通常都會

約上幾個朋友去參加學校舉辦的活動。 

 

【出趙藝燭采訪】 

我們學校裏面會舉辦很多展覽，特別是像畫作，這些藝術作品展。 

（墊樂） 

有時還會請各種社會人士過來主持講座，做得挺好的，而且更開放一點。 

 

香港是一個文化萬花筒，吸收了大量外來的文化內容和形式，她最大的優

勢也源自這裏。就像港式鴛鴦奶茶，把奶茶與咖啡搭配在一起，看似奇怪

的搭配却奇妙的共處一壺，形成了一種新的東西，這種融合東西的文化就

是香港多元文化的一面。 

 

與小趙參加文化活動不同，唐先生下班後會找一些娛樂項目放鬆自己。在

四川的時候，唐先生會和朋友一起去 K 歌，看電影，但在香港，他找到了

更健康的娛樂方式。 

 

【出唐少瑞訪談】 

會去外面運動，就是跑步，爬山，我沒有去離島爬過山。主要在上環邊，

在太平山那邊，在街道上走走，其他比較少。 

（墊樂） 

 

香港也是全球最樂善好施的地區之一。據英國慈善援助基金會 2013 年的

「助人爲樂指數」，香港在東南亞地區之中名列首位，而在全球 135 個受訪

國家及地區之中排名 17。在這樣的氛圍之下，運動不再局限於個人愛好，

這種行為更衍生出了深層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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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運動結合慈善公益活動，是這個繁盛都會的一道風景。在今年 11 月 14

日至 16 日，約五千二百人參加「樂施毅行者 2014」，爲慈善籌款翻山越嶺。

他們在 48 小時內，走畢全長一百公里的麥理浩徑，全程走在新界風景怡人

的山嶺之間。今年活動的主題是「毅行精神，就是夥伴同行」，各支參賽

隊伍的成員必須互相扶持，共同完成挑戰。 

 

「樂施毅行者」是香港最大型的遠足籌款活動，自 1986 年舉辦以來，先後

約有七萬七千人參加，籌得五千多萬美元善款。 

（墊樂） 

 

不管是上班上學，還是休閒購物，點點滴滴之中，透露出來的是香港的特

質。歸屬感是指一個個體或集體對一件事物或現象的認同程度，並對這件

事物或現象發生關聯的密切程度。到一座陌生城市，人們總是習慣尋找這

座城市與所經歷過城市的相同點，這些確實存在的相同點，實則增加了每

個人的歸屬感。 

 

【出趙藝燭采訪】 

比如說有一家有名的芝士餅乾，都是限購的。我覺得他們在追求美食的心

態上跟四川人很像。 

 
這種似曾相識的情結，讓人們能够迅速的融入到香港，愛上這座城市。當

然，歸屬感並非只來自於熟悉的事物，也並非一味的因陳守舊，感知新的

環境，發現更好的生活方式，重新認識自己和世界。在大的環境下，人們

隨著各個環節一同運轉，在不知不覺間，生活在潜移默化的改變，原本不

理解的事情被合理化，打破被慣性牽引著的常規思考模式，發現一種新的

認同，發現自己從未到達過的邊界，這才是歸屬感真正的意義。而香港的

魅力，也正是在此。她有很多很多的側面等待向你展現，而你也會在每一

個側面中，看到自己的不同，探測到自己貯存已久的能量。 

 

【出劉麗君采訪】 

香港的快節奏生活，迫使我工作效率必須要高，迫使我學習更多的知識。 

（墊樂） 

特別是英文方面，我在這裏跟政府、供應商溝通，迫使我花更多的時間來

學習英文及看書。 

 
雖然工作經歷和崗位都不同，28 歲的唐先生也與劉女士有著相同的感受。

他已經開始習慣更清淡的口味，開始减少喝酒應酬，而把更多的時間用來

鍛煉身體，在向一種更積極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靠近。 

 

【出唐少瑞采訪】 

我是喜歡在這邊的生活的，那是很好的一個體驗，很好的一個學習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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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墊樂） 

在這邊會遇到很優秀的人，會讓自己的生活很有那種奮鬥感，會覺得自己

有東西壓迫著你去上進。 

 

香港是座催人奮進的城市，生活壓力可能大於其他地區，但去了香港之後，

人們還是會選擇留在這個地方，原因在於她的多姿多彩，也在於她具備和

家鄉相似的地方。悠哉的四川與快節奏的香港，看似是一對矛盾的存在，

實則存在著共同點。 

 

【出唐少瑞采訪】 

共同點我覺得兩邊的人都很勤奮，大家都是在很努力的追求生活的品質。 

（墊樂） 

香港的話更不用說，雖然生活條件已經比較好，但是還是在很努力的追求

更好的。 

 

午夜 12 點，香港從白天的繁忙喧鬧一下變爲另一番景象。香港素有東方之

珠的稱號，從太平山頂往下俯瞰，香港島、維多利亞港一覽無遺，九龍半

島甚至遙遠的新界也清晰在目。山下萬家燈火，如繁星般耀眼奪目璀璨迷

人的香港夜景，確是香港最動人的一章。 

（墊樂） 

 
天空逐漸變亮，香港的燈光漸漸熄滅，取而代之的是天邊的微光，港口的

船隻又開始了新一天的工作，城市的齒輪開始靜靜啓動。 

 

早上 6 點，大多數人還在睡夢中時，香港有一群人已經開始了一天的安排。

主張健康生活的他們，會出門跑步，或者遛遛狗。這時的香港是最安靜的，

繁華的大都市一下變得詩情畫意。 

 

【出唐少瑞采訪】 

運動的人很多，感覺每個人生活得都很陽光，很健康。 

早上是比較安靜的時候，香港本身是很喧雜的，那個時候感覺這個城市有

很靜的一種美。 

 
如果不是高樓大厦證明香港國際大都市的身份，此刻香港就像是一座樸素

的海邊小城。也許在這一刻，更多人有了鍾愛香港的理由。 

 

這也是香港。她不僅有銅鑼灣和廣東道的繁華，也不僅有維多利亞港和蘭

桂坊的絢麗，除了耀眼的夜晚與奔忙的白晝，她還有清爽幽雅的早晨。在

城市建築體地基裏鋪陳著的，還是中華文化的原汁原味。 

（墊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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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離開原來的所在地而另換地點，或由於自然的力量從一地移向另一地，叫

做遷移。起初的遷移是爲了順應自然界的基本規律。後來，人們爲了新大

陸而行走。從古至今，人們都是爲了追尋更好的生活而遷移，也是爲了發

現新生活而遷移。 

 

節奏快速、都市繁華、精彩多樣、溫柔靜謐，這些都是香港。但一千個人

眼中就有一千種香港，香港的脚步不會停下，更多面的香港，也等著我們

去慢慢發現。 

 

［下期預告］ 

（出人們倒數聲“5、4、3、2、1”）（放烟花聲） 

香港維多利亞港的跨年倒數， 

炫麗烟花在夜空中綻放。 

人們齊聲高呼新年來到。 

恭賀新禧，大吉大利！ 

2014 年 12 月 29 日， 

《精彩香港》年度特別篇， 

香港，新年好。 

最香港，更精彩， 

敬請鎖定 FM92.5 天府之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