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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7 年回歸至今，中港關係更形密切。但在展望未來的同時，我們也要認識過去。「辛

亥革命」至今一百年，這百年來，內地政權幾經轉變，香港回歸前也一直被英國管治，兩地政

治模式可謂南轅北轍。但是，兩地關係仍是筋脈相連，民間關係異常緊密，官方關係也日見良

好。現今香港的新一代，對微妙的中港關係，所知甚少，大多只是從前輩的口中得知，而我也

不例外，是從不同親人的故事中拼湊而來，加上我個人喜好閱讀，組成我對中港關係的認識。 

我的外祖父出生在「辛亥革命」後，他經歷了中國的風風雨雨。他告訴我，在二十年代，

香港人都是心繫內地的，在「五四運動」期間，香港作出愛國行動，人民自發性抵制日貨，皇

仁書院、聖士提反書院、英華書院和聖保羅書院等校的學生也參與其中，發起集會，響應內地

愛國浪潮。多年前香港的年青人是多麼愛國，兩地社會關係親密。反觀，現時我們這一代，只

是經常上網打機，對內地的事務毫不關心，真有點自慚形穢。 

二十年代民族主義和反帝國主義浪潮，引發轟動一時的「省港大罷工」。1925 年，上海發

生英軍開槍鎮壓示威民眾的「五卅慘案」，香港工人為聲援內地民眾，和內地工會合作，召集

香港各工會聯席會議，成立全港工團聯合會，決議罷工。從中我感受到當年兩地社會、人民關

係良好，打破了政治制度的分化，相互間愛國之心連在一起，共同對抗各種外來威脅。 

抗戰時期，香港成為支援祖國抗日戰爭的重要根據地。外祖父在我兒時經常給我講一些他

最引以為傲的故事，就是參加香港的抗戰隊伍，「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參與抗擊敵人、拯

救文化人士和盟軍戰俘的工作，戰後，還受到中央的表揚。還有，本地華人全力支持祖國抗

日，大量文化工作者和機構南下，如北大校長蔡元培，作家茅盾等人，繼續他們的出版事業。

外祖父描述：「當時入伍的志願者，雖然面對著失去生命的危險，但一念及國難當前，變得鬥

志激昂，放下個人情感，為正義之戰竭盡全力，奮不顧身。」就是這種愛國心，使中港兩地的

人民無視政治制度的不同，站在同一陣線，手牽手艱苦地渡過黑暗的抗戰時期。所謂「團結就

是力量」，在此生死關頭，中港兩地的人民，發揮互助互愛，守望相助的精神，體現中港一家

的團結禦敵的光輝片段。 

經濟方面的發展，兩地關係可謂唇齒相依，猶如身體四肢一樣，缺一不可。踏入改革開放

年代，兩地經濟合作關係更見緊密。內地實施改革開放，開放沿海城市作經濟特區，鼓勵外資

流入。當中，香港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除了香港本身作為中國的對外樞紐外，還為改革開

放注入第一批資金和技術，早在五十年代開始發展的香港工業家，帶著成功的經驗，投入內地

的事務，為內地八十年代的工業發展奠下一穩固的基礎。媽媽當年本從事工廠的製造，於改革

開放時期帶著她儲蓄，往深圳投資成衣銷售，我曾問她：「為什麼當年不於香港投資？」當年

正值香港經濟起飛的黃金時期。她簡單的一句：「我們是中國人，國家發展需要資金，我們既

然有能力，就要為國家發展出點力。」我當時年紀尚小，不明白她的說話，認為應當以個人利

益為前提，但現在回想起來，當年媽媽的一顆愛國心把一切都比下去，是有她的道理。 

除了政治經濟外，內地與香港在社會、民生事務上也息息相關。內地是香港最重要的天然

資源供應者，如食水和糧食，自 1961 年起，深圳水庫為香港提供食水，解決了本港的缺水問

題，香港人深刻的制水苦況也不復存在了，有助保持社會的安定與繁榮。而香港為內地提供巨



額外匯收入外，港人對內地社會民生有所貢獻，例如是內地同胞的政治避難所，而港人亦大力

支持內地的脤災活動，如四川大地震，以及一連串的扶貧和辦學活動等，為內地社會建設作出

貢獻。 

兩地關係，有著千絲萬縷般的過去，而在未來，兩地關係只有愈來愈緊密。隨著時間的流

逝，歷史有著的轉變性和延續性，在未來將不斷出現新的問題，困擾著我們。但我們應抱著樂

觀的態度去面對。最後我想引用我國著名詩人李白《早發白帝城》的詩句作為文章的終結：

「兩岸猿聲啼不住， 輕舟已過萬重山。」寄望香港，中國，台灣今後的政治發展，在經歷一番

風雨挫折之後，終能見到光明，能夠早日完成國家統一的大業。 

教師回饋：對百年來的中港關係有概括的介紹；用第一身形式書寫，富親切感和說服力；末段

引李白詩句收結，表現出目光遠大，對前景充滿積極樂觀的態度。（楊華老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