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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的香港筆記 @ 沙灣徑2》

内容概要

⋯這一刻，龍應台彷彿五十多年前流亡南下的讀書人，香港彷彿亮着風燈的客棧：一壁爐火，半盞冷
酒，一頓粗飯，一床久違的溫暖，靜夜裏偶爾傳來的幾聲咳嗽，撩起的也許是江南故人多病的惦掛；
天亮後幾個頑童喧鬧的爭吵，聯想的也許是臺北權力走廊上打碎酒杯的喟嘆。終於，她決定寫一個《
沙灣徑25號》的專欄，每星期先寫一篇，寫慣了會寫兩篇：思考中的獨白，山道上的啟示，藍海邊的
頓悟，講堂裏的叮嚀。　　　　─ 董橋
根據龍應台在臺灣、上海和新加坡的「縱火業績」，若說她會在香港安靜沈默地度過兩年，誰都不會
相信，但令香港讀者大開眼界的是，龍應台採取了一種「實在」的態度來對待香港。她不只在抽象理
念或宏觀回顧上打轉，幾乎每篇文章都是針對香港獨特而重要的公共議題提出批判或建言。龍應台敏
銳地關注到香港人的許多關注，卻沒有忽略香港人的許多忽略，連珠砲發，不知道是貪玩抑或認真，
她在香港的牆上銘寫了大大的「到此一遊」四字，字體之深刻，令誰都無法假裝看不見。
龍應台向香港人示範了外來學者可以、應該、如何以「知識批判」介入本土社會。　　　　─ 馬家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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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的香港筆記 @ 沙灣徑2》

作者简介

龍應台（1952年—），生於台灣高雄縣大寮鄉，是台灣著名文化人及公共知識份子，著有《野火集》
、《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等評論集，散文《百年思索》、《面對大海的時候》、《孩子你慢慢來
》等。她在台灣社會民主化歷程中扮演一定角色，影響了解嚴後的思想與文化改造[來源請求]。近年
來，龍應台多次在不同場合極力宣揚「臺灣式的民主」，引起了廣泛的反響與爭議。
龍應台祖籍中國湖南衡山，小時於高雄縣茄萣鄉成長。曾就讀臺南女中，1974年畢業於成功大學外文
系，1983年獲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英美文學博士。1991年至1999年間，她旅居德國，並於海德堡大學
研究。在旅德期間與德國籍夫婿育有2子（2003年離婚）。1999年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2003年秋，
出任香港城市大學的客座教授，2004年八月出任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的客座教授。2005年9月
，返回臺灣出任國立清華大學教授，並創立清華思想沙龍與龍應台文化基金會。
1984年11月20日龍應台的第一篇投書《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刊登，引起讀者的注意與回應
。1985年3月，「野火」成為固定專欄，社會文化評論《生了梅毒的母親》、《幼稚園大學》、《不會
鬧事的一代》被廣為影印散發、張貼。1985年12月，《野火集》集結出版，21天內重刷24版，創下出
版界的紀錄[來源請求]。從此，龍應台成為華文世界知名文化人與公共知識份子；「野火」成為台
灣1980年代其中一個代名詞。
1999年出版了《百年思索》之後，即應台北市長馬英九的邀請，擔任台北市第一任文化局長。擔任文
化局長期間，適逢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龍應台在政治上的舉措與發言，常遭政治立場對立的人批評
為「政治立場保守」、「緬懷威權時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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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的香港筆記 @ 沙灣徑2》

精彩短评

1、龙应台的话语总是那么有条有理，文化人用客观的方式表明态度。香港、台湾、大陆，有不同，
也有共同点。要听的见批评的声音，看的到真实的史实。犀利的文字也注定这是本不可能在国内发行
的书。
2、非常龙式风味的作品。语言文字无可厚非，但激不起内心的共鸣
3、没去过香港，通过龙应台的笔来认识香港
4、龍應台看多了，就知道她寫好幾篇文章都只是說同一件事
5、在龙先生笔下，香港又没能逃过“被批”的厄运，这是一个“功利，世俗，冷漠”的香港，一个
缺少共同价值带着殖民地后遗症同时又被极权威逼的香港，原来，这个香港是那么的“糟糕”！可当
龙先生针砭时弊，为“生病”的香港开方时，我竟越发的怅惘，无论香港如何“糟粕”，台湾如何“
落后”，文明的车轮却有条不紊前进，先生可以放声批判，具体到点批判，话可说，事可为，这个黑
暗却是满满的希望！可惜，我们没有这般幸运。一个人游港，有不少启发，我带着对自由的敬畏而来
，带着留恋与不舍而去，香港还未沦陷，加油！
6、我们的城市改造和香港做法差不多。
7、讀了2015年的新版，香港在龍應台這位文化人筆下，無論是在社會、文化、教育、經濟與政治上都
被一一拷問。與其說是對香港現時處境的批判，倒不如說是龍應台要喚醒這片土地人文情懷的一種激
情。
8、看到繁体字已经很喜欢了。
9、我读的版本貌似与这个有点不一样，然而我的这本书还没有出现，也许是太新了？
10、大江大海1949？
11、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监督是社会的脊梁。
12、我并不认为香港是没有文化，我觉得更像是缺乏身份认同导致的对于文化维系的冷漠造成了没有
文化的假象。如果一个香港人认定了自己属于殖民时代，又如何来爱华人文化。
13、哼，敢说香港不好？不想买包了？
14、一如既往煽动性的文字，大概是所谓的公民的态度。
15、擦肩而过 感同身受
16、热辣的一面。
17、我们的文化部长能有这么的苦口婆心吗？敢于这么的苦口婆心吗？
18、理想总是丰满 现实总是骨感
19、内容太少
20、城市的扩张。任文人如何呼喊，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我确实是缺乏改变世界的勇气，怕事、惰
性是大多数人的品性。书中有些比喻蛮精妙，国际观与英语，没有源头的灯泡。
21、这应该差不多算是我看的龙应台最后一本杂文书籍了（还有一本龙应台评小说没看），语调还是
一样的语调，分析还是一样的分析，好文章，就是看得皮实了，so 三星仅代表我看完后的整体感觉，
不代表文章和思维的质量。
22、熟悉的龙应台风格，强烈的人文关怀与公民意识。可惜，时至今日，香港还是龙应台当年批判的
香港，何去何从，依然是个问题。
23、不懂香港所以没感觉。另外，光孝寺好像没去过⋯⋯
24、不看序的话这是一本不错的杂文。龙先生在广州被盗去“相关部门”补证的过程真是精彩极了~
25、看的PDF。感觉好像看报纸上政治版专栏那样的文章。不知道她有没有在台湾从政。要么她参加
台湾的大选吧。 PS：有人可以和龙应台辩论的么？
26、我看的是15年的增订版，补了近几年的文章，当然大部分还是10年前左右的文章为主。看一个旅
居香港的台湾人写香港这么透还是挺矛盾的，特别是十年前提出的社会问题今天看来只是更加恶化，
值得心思，但也挺大无力感，只有看继续沉沦下去。书后面的随笔我个人就不喜欢，写花、写风景、
写意境，写得挺好，但还是喜欢她一针见血谈社会谈文化，有火候有气魄，才是我喜欢的龙应台。
27、香港，你往哪裡去
28、龙应台的文字总是有着一种娓娓道来温情而又充满力量的味道 柴静也有类似的感觉 书中的观点不
予评价太多 毕竟每个身处特定历史时刻的人 都只能看到社会的某一面而非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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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的香港筆記 @ 沙灣徑2》

29、还行。
30、看的是新版，封面是龙的大照片。台湾人看香港，大陆人就会有点隔。
31、其实是《大江大海1949》
32、依旧很喜欢龙应台先生的文字 尖锐却又不失温暖。在一个个显而易见的小细节表达文化人对社会
的关注与人文关怀。
33、讀的是十年後出版的增訂版。。。初衷很簡單：是时候跳出北京视角，用HK视角来看看China了
。不過現在的我來讀龍應台的話比起十年前讀野火集的那個我來說辨別力還是強了些，龍的文化建設
觀點可能對於台灣是適合的，對於香港則勉強了。。。建設是要定好位慢慢來，但是怎麼定位還是需
要更多地去思考這個城市的昨天今天明天。。。
34、用人文的视角，审视香港。
35、七年前在京港線上讀完這本書 途徑廣州在荔灣的木棉花樹下記錄了書中的一段文字 京港（廣）線
還要往返多少次⋯
36、主要说文化，兼谈台湾和其他民族。看到了一些现象，思考了一些问题，但也就是点到即止，没
有深入讨论，了解香港算是个开始吧。
37、没去过香港
38、还挺喜欢这么淡然地写写故事
39、唔。。。有点于丹的意思。。
40、龍應台寫香港，筆心始終在對香港文化規劃的質疑，強調公民意識的培育形成。又如最初看她寫
「香港是有自由，但不民主」，但失去了民主的自由，就像關在黑匣子里的權利。到「香港筆記」，
自己又推翻自己。也許龍應台自己對香港也是矛盾的。無論寫哪裡，都能感受到龍應台身上那股擺脫
不掉的文人氣，這種文人氣可能是我們試圖標榜又希望淡薄些的矛盾。
文人強調民主，但我在想即便給了民做主，又有多少民的主會偏向文化建設而不是經濟發展。民主的
核心常常不在給不給，而是「主」的是什麽。只有當更多人認同文化之於一個地區的精神意義，香港
的西九龍才不會財團建成千篇一律的摩天大樓購物廣場。
41、很多批评不仅对香港，对今日的上海同样有效。看着越造越多的高楼，看着一模一样的商场，城
市的个性是什么，城市的记忆被抹去了吗，城市的气质又展现在何处，上海还是上海吗，我们到底想
要一个怎样的上海，想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个怎样的上海？
42、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借此条目标记一下
43、龙应台的思想 和她这一生的宽度和深度 是个标杆存在般的人物 并且在这本书里 充斥着对香港政
治的直白斥责 也有对hk隐藏起来的人文历史的概述 从此 对香港的认识不再狭隘 不再只是踏上过这片
土地作罢
44、一直喜欢她的文字 有见解但不强硬
45、龍應台採取了一種「實在」的態度來對待香港。她不只在抽象理念或宏觀回顧上打轉，幾乎每篇
文章都是針對香港獨特而重要的公共議題提出批判或建言。龍應台敏銳地關注到香港人的許多關注，
卻沒有忽略香港人的許多忽略，連珠砲發，不知道是貪玩抑或認真，她在香港的牆上銘寫了大大的「
到此一遊」四字，字體之深刻，令誰都無法假裝看不見。
龍應台向香港人示範了外來學者可以、應該、如何以「知識批判」介入本土社會。
46、诚品买的。香港休假完回来才看。
47、已读过龙应台先生的好几本书，不得不说她的文字写得很好，充满温情和浓浓的人文关怀与反思
。从某些角度来说，这是我们所欠缺和需要的。但同时，读来不时让我愠怒，那些文字又透露着优越
感与无知，我明白这是很多港台作者或者说民众的心态，所以我也能理解，人无完人。
48、有了新的思考
49、老实讲 如果事先知道这本书是龙应台在香港的演讲稿合集的话 我是不会买的 
50、一直觉得关系有问题，一直觉得尽管那个城市-香港很繁华，但是却不能由衷的心生向往，不觉得
那是天朝的最终形式。看完这本书终于明白自己觉得的怪在哪里-中环价值、殖民思维、何为公民意识
（一直讨论天朝富人不捐-这应该就是原因之一）、自由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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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的香港筆記 @ 沙灣徑2》

精彩书评

1、龙应台在《我的香港，我的台湾》一文中写道：“有时候，Being soft is being powerful.我们有力量，
有智慧，对身边的大传统、大叙述，给予正面的刺激和帮助。”当面对快时代、求发展的洪流，龙先
生选择以一名文化学者的角度，用人文关怀去解读香港，诠释香港，引导香港。之所以没有选择经典
书目，不仅仅是因为龙应台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名作家，更因为龙的文字能够在不经意间，给予我
无言的力量。不管是耳熟能详的《目送》、《野火》、《亲爱的安德烈》、《孩子你慢慢来》，还是
在大陆未发行的《大江大海1949》、《龙应台的香港笔记》，每当阅读她的文字，我都感觉似有一阵
清风吹来，引我走向一个未知的世界。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香港你往哪里去”记录的是龙先
生从04年至12年在香港大学发表的演讲，第二部分“玉兰花”则以随笔的形式写下了龙先生生活在香
港的9年间遇见的人、路过的街道小巷、经历的平凡小事。不论是作为台湾文化部长在港大发表演说
，还是作为一名身处香港的异乡人生活于此，龙的文字中时时刻刻都散发出一股人文的感性力量，而
不是以宏大的叙述语调，用经济与发展禁锢思维，将香港限定在只求发展不追求文化的圈子中。在前
几篇文章《西九龙，请慢》、《香港，你往哪里去？——对香港文化政策与公民社会一点偏颇的观察
》、《谁的添马舰？——我看香港文化主体性》中，龙应台拷问政府“西九龙究竟是为什么而建？为
谁而建？更核心的是：香港的文化蓝图究竟是甚么？人文素养的厚植、文化发展的永续，策略又是甚
么？如果对人文有关怀，对未来有担当，这些问题都是决策者不能逃避的问题。”（p58）她痛心疾
首地询问香港政府“经济效益是不是所有决策的核心考量？开发难道是唯一的意识形态？”（P59）
当我们开始思考多年的发展是不是让香港失去了一个城市最重要的个性时，龙应台给予了我们另一种
想象：“城市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是：老街上有老店，老店前有老树，老树下有老人，老人心里有这个
城市特有的记忆，他的记忆使得店铺有任何人都模仿不来的氛围、气味和色彩。如果不是老店，那么
什么都不怕的年轻人开起新店，店里的每一根柱子，柱子上哪怕是一根钉子，都是他性格和品位的表
达。”可见，在龙的眼中，香港并不是要排斥发展，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不断地发展，才能使得香港
能在发展中更多地寻求自身个性，寻找除了中环价值外更值得香港市民骄傲的文化价值。“中环价值
，无法创造人文底蕴；殖民思维，无法凝聚公民社会。”（p69）龙应台是台湾文化部长，但她更是
一名具有人文关怀的学者。她在医院里排号等待时泳儿与慧儿两名护士对她的细心与呵护让她看到的
是背后文明的网络和制度(P139)；她在湾仔拥挤的市场里买菜，在上环层层叠叠的老街窄巷中寻找因
长年工作驼背而无法直立行走的老人，质问香港政府应如何解决愈演愈烈的两极分化问题；她在大埔
拜访渔村，在沙湾径欣赏凄美的夕照。她让自然的言语代替官员的讲话，用实地探访代替苍白的话语
；她用脚步踏实香港的每一块土地，用步履丈量香港土地中的文化厚植。如何让香港成为一个具有人
文气息的城市？龙应台在本书中围绕这个问题用“问”的不同方式与不同解答试图寻找答案。身为一
名台湾人，龙应台以“台北文化地标”诚品书店与香港的书店进行对比，通过诚品书店的成功可以看
出，文化产业不仅仅需要经营的技巧，它需要社会的多元开放，更需要数量足够的、相对成熟的读者
群体。（P183）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人多地少，一家书店的经营成本之高，让许多萌芽中的书店都
不了了之，然而让书店无法继续经营的根本，是市民对文化虚无的忽视与冷漠。总有人将香港比作文
化沙漠，此话虽有些偏颇，但我们并不是想说“外国的月亮更圆”，而是因为相对于香港的商业思想
来说，人文思想的地位甚微。进而放眼中国内陆，如果人文价值渗透工程思维，价值观的改变，会让
城市的面貌、气质和内涵，从此不同。(P182)“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
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而公民社会，因为不倚赖皇权或神权来坚固它的底座，因此文
化便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粘合剂。”时代的发展赋予了香港发展的不同使命，但在转型过程中，龙应
台以世界公民为身份，借人文关怀及跨文化敏感的经纬，进行望、闻、问、切，以一个母亲的笔触为
「人文香港」作出叮咛。多年后的香港，能否成为一座经济与文化共通、市民真正热爱的文明之城呢
？
2、托人hk带回。繁体、竖向排版、从右翻起。如果说，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很激动，是为了一众人对
传统的捍卫。当然，我们要跟着发展的脚步。事实是，这一路上我们丢掉了太多的东西，甚至是忘了
自己是谁。走得快，首先要有坚实的土地。无法想象，如果一众人们连国文国学都没有掌握，如果一
个城市只剩下摩天大楼和吸金机器。。。
3、太久没有看书，但这本一看就放不下。读这本书的人，一定要热爱香港，才能看出百味。我读了
不到一半，就想着，我要去多买一本，寄给现在最需要读这本书的人——现在的特首曾荫权，让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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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过去的香港政府，还有现在的他，正在把香港带到文化如何衰落的一方。我希望香港的年轻人能
多一些人早一点读到这本书，让他们在将来，能一点一点地挽救回香港，这个我所热爱的地方。
4、搬到香港以后，住在港岛西南一个叫薄扶林的区域，离香港大学不远。每去中环，必路过港大宿
舍几座白色岗楼样的建筑。后来知道，这里就是沙湾径25号。读龙应台的沙湾径25号，面对的就是她
书中写的那一片繁忙的南中国海，看她书中的紫荆花盛开在身边，有她书中的老鹰在身边盘旋。而读
书人与写书人，同是移居香港的旅人，因此有深刻的共鸣。忽然觉得龙应台作品的特点，可以这样来
概括：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匹夫之勇，在于她的直言不讳，在台湾`大陆`香港`新加坡到处“放火”
。并不因为身为过客而欲言又止。妇人之仁，在于她文章中感性的流露，如对老人`孩子`弱者的关爱
同情，对自然生物的感动。这句话，既可以从负面来解释，也可以从正面来解释。但无疑它是龙应台
作品广受欢迎的原因。只是，龙应台尽管以“放火”著称，却有一个地方是她从来不曾批判的。这个
地方，是她居住了十余年的德国。每一次在她的文章中出现的德国，一定会是一个先进的样本，道德
的模范。事实上，许多批评华人地区的文章，引子都是德国的先进事例。比如德国十岁小孩都知道树
不能随便砍，我们中国人就不知道。比如德国人都知道有小孩在不要穿红灯以树立榜样，台湾的总统
未必有这个涵养。看得多了，就有些烦。德国是一个完美的地方吗？不是的。笔者旅居国外十余年，
也有好友住在德国。每一个地方，必有它的好处与不好处，这是正常的。为什么龙应台这样火气大的
人，却看不到德国的一点点瑕疵呢？从文中看，尽管龙应台在德国住了很长时间，夫婿也是德国人，
但是她内心深处对德国是保持着相当距离感的“敬畏”。原因在于她始终没有真正融入到德国社会中
去，她的生活天地主要是家。我们看到她对德国社会的了解，大多是间接而来，如通过上学的儿子们
带回来。因此在德国的龙应台如同坐在一个看台之上。而许多时候对于一个社会真正的了解，是需要
身体力行地深入其中体会其甘其苦的。龙应台对德国始终是仰视的，而对华人世界是平视乃至俯视的
。我们也可以说，龙应台对德国是隔靴搔痒的，而对华人世界是有着切肤之亲和之痛的。
5、她的洞见, 笔锋, 是看点. 这不稀奇. 想不到的是, 她谈花, 紫荆花; 说情, 玉兰花; 竟是全书最动人处.另
外, 想说的是, 龙教授以报章国际新闻的质量, 来衡量一个城市国际化的程度, 此法有点偏颇. 我常年看到
的内地报刊, 以至电视电台, 国际新闻可是多得很. 你说国内城市很国际化吗? 似乎除了那些盲动爱国的
粪青外, 没人能认同.那, 原因何在?个人认为, 国内传媒之所以大量播报国际新闻, 无非是, 近在咫尺的事
情, 说不得, 不好说. 唯有退而求其次, 说些别人的事, 安安稳稳, 月底发薪.
6、很偶然的机会，借到了这本书。读完之后，给人感觉畅快淋漓。依旧是那富有特色的龙氏笔锋，
冷静，但不失热情。书中作者对于公民意识、文化认同等方面的论述具有非常强的穿透力。很希望有
一天这本书能够引进大陆，毕竟书中所提到的种种问题也正是大陆所正在面临或者将要面临的。
7、在第一部份：「香港你往那裏去？」龍應台籍著對公共政策議題的討論，向我們示範了如何從人
文關懷的角度，對香港作出叮嚀（雖然龍的文章中充滿著為香港斷症的角度，但與其視之為專業的問
診，筆者覺得更似是母親對孩子的叮嚀）。　　　　在幾篇文章「西九龍，請慢」、「香港，你往哪
裏去？」、「誰的添馬艦」、「呼喚公民運動的開展」中，龍應台提醒政府及我們在討論城市建設、
在「將高樓大廈當作唯一的美麗，把發展當作單一的標準，讓商業綁架了文化，將現代化簡單地解釋
」（p.43）的同時，應該思考一下我們希望未來香港的模樣，是「仍舊是亞洲的購物中心,？還是一個
自主的「新香港文化」的誕生」(p. 16)。　　　　龍應台亦透過不斷地問，讓我們重新發覺香港從來
（亦會繼續）是不同人種的混雜，所以我們要的並不是甚麼樣的地標、甚麼樣的城市建築，而是要開
始問香港甚麼人需要／想要甚麼設施？想有一個甚麼樣的香港文化？她所關懷的，未必是將來的香港
會變成甚麼模樣，她更關心「溫順」的香港人，如何可以由現在開始有更廣泛、涉及更多人的公民參
與、公民辯論，「重點是香港人何時敢挑戰短視及功利主義，是香港人何時敢把香港的未來抓在自己
手裏」（p. 90）。龍應台在本書中，亦向我們示範了「問」的方式及目光的終點可以放在那裏。當董
建華要建造數碼港、中藥港；許仕仁語重心長地警告香港，要避免邊緣化，問的是如何提高香港經濟
競爭力。龍應台說的是文化權，問的是「甚麼使城市更可愛？」（p. 45）是「甚麼時候，你終於要開
始跟人家比「內涵」呢」(p. 83)。當李國章要開始在中學推行通識教育，其關心的是如何能令香港學
生有通識思變，以應付（勞動市場）全球化的挑戰；當香港各大學努力引入外地及國內精英學生時，
想做的是為香港未來提供人材。龍應台由幾位曾在香港大學出現的人物，朱光潛、張愛玲、陳寅恪等
，呼籲港大拾回斷裂的人文傳統（「期待人文港大」一文）；她透過其兒子華飛的故事讓我們看見，
通識教育可以是甚麼？應該關懷甚麼？（「香港老師問」一文），她會問「香港人真很有國際觀嗎？
」「夾在殖民情結和祖國情結中搖攞困惑的香港人，可不可能加一個宏觀的角度──把中國放在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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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視野中去瞭解」（「為甚麼燈泡不亮」一文）？她會從提香港人文精神、強調公民社會作為塑造
未來香港文化的出發點。筆者並不是想說「外國的月亮比較圓」，但或許是我們「愛之深、責之切」
，以致我們熱切地批評政府，關心香港大型企業如何壟斷社會；又或許如筆者一樣，在一個陳冠中所
言，重視自己的靈活性、關心如何最快地適應遊戲規則，拿到分數、重視效率、強調效益；或許是我
們生活在這地方太久了，生活的煩俗、壓力逼得我們太緊了，令我們對很多事情都失去了好奇，所以
人文關懷很少在我們思想當中滋生。以致我們不會從睇牙醫過程看到文明的扎根（「詠兒和慧兒」一
文）；不曾享受香港的生活方式，就是幸福的代名詞（「幸福就⋯..」一文）；筆者亦未曾發現原來
香港市花是豔紫荊，而不是洋紫荊（「豔紫荊和島嶼身世」一文）。馬家輝在封底寫到：「龍應台向
香港人示範了外來學者可以、應該、如何以『知識批判』介入本土社會。」（出自「龍應台如何在香
港放火」，見在『廢墟中看見羅馬』一書，馬家輝著，天地出版社）我認為還說得不夠仔細，因為龍
應台在書中示範的，是以世界公民為身份，以人文關懷及跨文化敏感的經緯，進行望、聞、切、問，
以一個母親的筆觸為「人文香港」作出叮嚀。　　同時登載於: 思罔 http://clonghk.blogsome.com
8、《龙应台的香港笔记》，龙应台著，天地图书，2006.11月第1版。龙应台算是当世很有名的公知了
，自有文人的一股矫情在。文笔很好，善用排比与抒情。但作为一本书有点水，有些并非在港所做或
与港有关，结尾更有数十页读者来信，实有充数之嫌。
9、我在我5平米的小屋里，盘腿坐在床上，窗台上放着一杯袅袅的普尔，我在读这本书。那气氛仿佛
与书中的一切不符，但我喜欢。正因为龙应台冷眼看到的这个城市，我是真心喜爱。
10、也许是姓林的缘故，对树木总有一种无名的亲近感。见到一株或亭亭或繁茂的老树新苗会由心底
里感到欢喜。遇到一株有趣或是美丽的树有时会驻足良久，痴痴地与之对望，忘却时间的流逝。读龙
应台博士的文章有了些经验，会赞许、会认同、会击掌、会黯然也会反省，但未曾想会泪流满面。因
为她谈的关于树的事情。*十岁的德国小孩已经知道直径超过60公分的树即使长在自家后院也不可任意
砍伐。*文化局局长为了一株老树亲自勘察、协调并改变了筑路计划。*在“树是城市的原住民”的生
态哲学理论下，促成出台了《树木保护自治条例》（想必所有的树木都被列入了庇护伞下）这样的文
章也会让人感动的泪沾襟么？我是有自己的心事的。春节的公假结束后，又一次回到了榕城。奶奶终
于没有再听见戊子年前最后的炮声，仙游西界去了。她最后还是留在了生活了三十多年的老院，等不
到搬去已经拿到钥匙的新房。说是老院，其实只剩下紧贴临街门墙的那座三层木构楼房了。邻人见我
站在那儿便让我辨认我们曾经的家在什么位置，我指着山包一样高的土堆说：“在那下边。”他无声
的笑了，赞我的记性好。“那两棵大树呢？”老房子早已朽透拆也罢了，毕竟这儿没有“三坊七巷”
的来头大，无人关心。到是那两棵老树，有着茂密冠盖的广玉兰和总是挂满洁白花苞的白兰树是我念
兹在兹的。“砍了，喏”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见杂土堆中一个硕大的连根树墩，“就是它了。”那树墩
先前并未留意到，猛然看去那仿佛是一颗菜市口刑场上滚落的人头，不由得心中一紧。想是亚热带的
地方到处雨水丰沛，草木葱茏，适时适地的树木太容易见到吧，没人认为一棵树随着老房子旧院子消
失有何不妥。就算它们曾经在炎炎烈日里给过人们荫凉，就算它们曾在晚风中送来阵阵清香伴入酣梦
。我只当它们是为了相伴几十载的旧庭院陪葬了。出了大门口，一棵直径20公分的香樟树浓密的树叶
挡在了眼前，忽然想起那是我刚上小学时栽下的树苗，如今已是翠翠亭盖摇曳生姿了。“他们说这最
后的房子也会在年内拆掉，扩宽马路。估计树也就都砍了。”父亲说。我点点头，回过身看着曾经进
进出出的大门，从顶部的花墁飞檐、宝蓝山墙到绿色的木制拱型大门，最后看到墙角有块石碑：遒劲
的汉隶大书“延郡会馆界”。忘记了听谁说过，那庭院是旧时延平王府，尽管我认识它的时候早已是
美人靠油漆班驳；假山石堆了鸡窝；后花园搭了人家的厨房王府气派涤荡殆尽。但这个颓败已久的园
子于我是乡土的根源，在那源头里有浓浓的绿荫和绵绵的花香。
11、因为共同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很想知道同为异乡人的她都在思考着什么。是她告诉我，许许多多
关于这座城市的点点滴滴。看过她的杂文，激扬文字。但更喜欢她的散文，关于亲情，关于行走，关
于生命的姿态。她以我所羡慕的那种姿态生活着。作为母亲的万般柔情，作为女儿的恭谦孝顺，作为
女人的独立自强，作为文化学者的正义与担当。乍看起来，她是个不苟言笑的人，言语间却不失温文
尔雅的气质与柔情。
12、到香港三年，对它的认识只有商场大楼，是不是有点可悲。先说说最初的印象。狭窄逼仄，不管
是房间还是街道，但同时什么都井井有条，大面积的绿化，透亮的海水，亲切的清洁阿姨，干净的街
道，良好的治安，以及让人咋舌的贫富差距。还有失落的归属感。失落归失落，照样吃喝玩乐，不亦
乐乎。就在快要被表面的光鲜亮丽迷惑的时候，这本书再一次让我想要了解这里。说来真是惭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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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并没有想要真正了解这个地方。先说说人吧。香港人目前的心态和龙所说的大不相同。她说，长
期以来很少人觉得自己是天生的主人，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移民，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段移民而来，所以
有一种开阔的，海纳百川的气质。但是现在，香港人的自我意识不仅仅是觉醒，而是到了前所未有的
巅峰，这大概是所有移民国家最终都会走向的结果，比如加拿大，或者新加坡，不管你之前来自哪里
，从某个时刻开始，你就是这里的人。但是他们的集体意识里似乎并没有龙所说的创伤或荣耀。我所
能想象的创伤就是日据时期，但是很少听人说起；至于荣耀，好像没有创伤，荣耀也没那么激动人心
。龙一直在强调文化保存，但是如果这些文化遗址对香港人来说并不是一个感情印记，保存下来也只
是为保存而保存而已，就没什么特殊意义了。以前逃难过来的都是什么人呢？从来没有关注过这样的
问题，看到了略吃一惊，太平天国的起义者，戊戌变法的菁英，辛亥革命的遗老⋯⋯还有短暂停留的
张爱玲、朱光潜、陈寅恪、许地山⋯⋯无论如何没有办法把这些人和现在的香港联系在一起，中间缺
少的那条纽带又是什么？“在人文精神上，港大似乎有一个断层”，这个不只是港大的问题，前朝的
人带来了他们全部的智慧和文化并把它们留在了这里，但是真的传承下来了吗？我身边的香港同学，
很少有学识过人让人佩服的，至少是传统文化方面，大部分都是应付作业和论文，对着英文系的人说
出一句诗都能被夸。殖民历史占很大一部分原因。有人说香港人冷漠，但是以我的经历而言，香港的
人情味比我在内地感受到的要浓。电梯里的人从来都会帮忙按着开门，等后面的人进来；行李太重搬
不动的时候都会有人帮手拎上车；超市里推车的时候轮子被卡住，后面的人都会帮忙推一下；宿舍的
清洁工、保安会跟同学嘘寒问暖⋯⋯我不知道这些事是礼节多一些还是人情味多一些，总之是某一天
离开这个地方会让我怀念的东西。然后看到《文明小论》，确实，在这些现象后面体现的是教育理念
、管理制度、整体文化素质、资源分配等等一层一层的社会网络。龙问了个好问题，香港人的国际化
视野究竟怎样？“与国际接触多，可能不代表人们因而对国际就有深刻的认识，有独立的观点。”最
近的中国，即时每年一半的游来自客内地，也很少有人认真的，宏观的去了解中国。对全球公民意识
的培养做的比内地到位，至少大学里很多去落后地区做义工的机会，但是如果用书里的标准衡量一下
（对其他国家的历史和现状有一定的认识，有能力判断全球化运作和后果，对于人类社区的未来有所
承担），又有多少人能自信地说自己有国际化视野？至少她抛出的一堆名词我别说了解，都没听说过
，什么北刚果的种族屠杀，俄罗斯的民主困境，京都协议⋯⋯虽说学好英语=拥有国际视野是个伪命
题，鉴于主流媒体对国际新闻的报道还停留在奸淫掳掠的阶段，学好英语还是很有必要的（然而又有
多少人会真正去看呢）。再说说环境治安、交通、政府效率都是香港值得称道的地方。治安尤其，掉
了的东西大多能找到，别说偷盗抢劫，就连修理工人用备用钥匙进房间，东西都是原封不动。上下班
高峰虽然人多，但地铁一两分钟一班，从没觉得难等。需要修理什么东西也很迅速，也不会毫无缘故
的停水停电。从来不会因为琐碎的事烦心，这简直是18年的人生中从来没有过的体验。从很多方面来
说，香港人的生活都符合龙对幸福的定义。她在“幸福就是⋯⋯”后面列出来的一系列都不太可能在
内地体会到（很多就是针对内地写的吧）。不过也不都是好的方面，居住环境为首。如果说有什么原
因不想留下来，绝大多数人列的第一条大概就是房屋面积太小。在香港算是中上阶层的人家，房间都
是勉强够用。普通一点的大概一家四口五口，七八十平米的房子。香港人均居住面积16平方米，让人
难以想象。更难以想象的是，还有几万人住笼屋，就是比狗笼稍大一点的笼子里放一张床，这样一个
月也要1000+港币。就算这个地方适合职业发展，也不是久留之地，当然除了那些买得起山顶豪宅的
人。从去年开始转悠了一些国家，难免开始做比较。见多了一望无际的草原，连绵不断的山脉，大片
的湖泊、森林，总想要逃离这个望去都是玻璃幕墙的地方。香港不是没有自然，相反山和海都离市区
很近，但是山也是挤挤的山，海也是小小的海，不过瘾。其实初来乍到的时候失落感更深，作为一个
喜欢传统文化喜欢北方的人，多少有些找不到归属感。这似乎关系到香港的定位，龙说，都市文化上
海在成熟，人文底蕴台北更显著，香港除了“亚洲的采购天堂”，要在世界城市中博得一席之地需借
着文化设施来对香港做引导。但我想些许文化设施是做不到的，因为我没看到传承的东西。但也不是
说没必要，只不过在这之前还要先有自己的特色，国际化不是特色，国际化就是大杂烩，没特点。“
城市发展的另一中可能是，老街上有老店，老店前有老树，老树下有老人，老人心里有这个城市特有
的记忆，他的记忆使得店铺有任何人都模仿不来的分为，气味和色彩⋯⋯老婆婆的杂货店卖的酸梅菜
还泡在一个你从小就看过的陶缸里，成为你日后浪迹天涯时怀想的最温暖的符号。”有些矫情，但矫
情到我心坎里了，这也是我喜欢的城市的面貌。香港经历了殖民历史，正在民主斗争，可能和台湾一
样，是一个迫切需要建立文化认同感的城市。关于台湾，吵吵闹闹的表面下是悠闲自在的生活，这个
没什么奇怪，吵吵闹闹的是民主的监管作用，悠闲自在的是台湾人的心态。去过台湾发现很多小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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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八九十年代的感觉，他们好像完全不着急发展，有人喜欢，说不急功近利，也有人不习惯，说无
法施展拳脚。只能说各有所好。这本书主要说文化，兼谈台湾和其他民族。看到了一些现象，思考了
一些问题，但也就是点到即止，没有深入讨论，了解香港算是个开始吧。
13、Viola 说:西九龙是什么？nicola_man 说:我們批評政府，因為我們不忍心她這樣對香港西九龍是一
塊很值錢的地方，它的地理位置是在維多利港旁邊它附近的都是豪宅Viola 说:可以想象那政府要改造
？然后港民抗议？nicola_man 说:政府想把它打造成一個文化的地方想吸引遊客，想做一個景點但是抗
議的香港人就有另一個想法常常說香港是一個文化沙漠，其實香港也有很多人愛本土文化、文學、藝
術之類，不過我們的確很少這方面的教育老實說Viola 说:可以感觉到，香港有很多人在做这种努力
。nicola_man 说:然後大家就想，如果可以的話，在西九龍裡面想建一個文學館，可以慢慢培育年青人
多接觸本土文化、文學、藝術就好但政府就傾向吸引遊客，所以主力還是想請外國的一些有名的藝術
家來駐場之類的對呀，很多學者都為了這個文化之地出來了但政府說過想參考7 98那種還去過考察
呀nicola_man 说:我突然想，如果香港有人買一塊地，不用在西九龍，可能在新界，建一個文化區，人
流也未必遜過政府的西九龍Viola 说:我仔细想了想，香港好像的确还没有这样一个文化中心不过我很
喜欢旺角油麻地那些楼上书店呀所以说，其实是港府和港民都希望能有这样一个文化中心建立起来，
只是两方期待的目的不同，所以方式也不同？nicola_man 说:我也很喜歡那種感覺是香港獨有，因為不
夠錢租地面的鋪位，而衍生的一種現象我們最想的當然是小政府，大民間但做不到的也想要個大政府
，大民間至少有個力量去抗衡我們很珍惜老街上的老人老店城市發展不一定要把過去抹掉Viola 说:我
觉得对香港人的一般印象是因为生活节奏太快、忙着赚钱，很多人都不关心政治但是我接触你们以后
觉得完全不是这样是因为你们这一代人特别不一样？或者说，想象一下，十多年后，你们也开始成为
这个地区维系甚至发展的中坚时，还会对政治有这样的热情吗？也不是热情，就是对这个地方的使命
感吧nicola_man 说:对香港人的一般印象是因为生活节奏太快、忙着赚钱，很多人都不关心政治——這
個是真的但是有熱情，也是真的我有時候跳出自己的同學，比方說跟小學、中學的同學約會，他她們
也不是一定關心政治的現在的我會答你我還會有熱情其實如果你不跟著這個巨輪走，你就會有熱情我
們系有個老師做過一個非正式的調查我們系的畢業生對將來的夢想職業很奇怪薪金不是最重要但工作
的自由度很重要比方說：做個海關老師問他對海關的工作有興趣嗎？他說不，因為海關的工作很無聊
，他可以用上班的時間去做自己的東西，他才想當個海關用上班的時間來做組織公民行動的事才是最
大理想Viola 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香港总有一天会被大陆同化的其实现在已经是在往这条路上走
了nicola_man 说:是呀Viola 说:香港的未来在哪里？nicola_man 说:其實同不同化未關係，反正跟從前一
樣我們的力量都一樣不夠抗衡政府Viola 说:站在我的角度看，你们已经很自由了何况香港政府还号称
是最廉政高效的政府nicola_man 说:我們只想培育下一代真正的公民抗命或許在有生之年我們仍然看不
到普選但成功不必有我就慢慢走，不要放棄就好但有時候，我們做的東西，還是會被大部分的香港人
嫌棄，說我們阻礙巨輪前進這個時侯才明白，少數其實有少數的道理不一定要服從多數
14、这是一本台湾人写香港的书，我这个大陆人刚刚读完。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五世书香门第的华
家长子，知书达理，但中气不足。家道中落之后，族人受尽屈辱，小妹一个被英家带走，取名红控。
一个被葡家捡去，叫做马靠。后大公子联合精壮能干的九姨太的七小子赶走了强盗。嫉恨大公子已久
的七小子起了歹心想独吞家产，便想尽一切办法赶尽杀绝，但老天有眼。大公子携一干人马作了英葡
家邻居的管家，卧薪尝胆，屡战屡败。话说不蒸馒头争口气，可过日子最终还是要吃馒头的。公子不
再较劲。七小子对大公子连夜逃走时带走的细软还念念不忘，时刻无不向邻居提起，邻居多畏于他的
财大气粗和以防将来不测之时或有求于他而简单报以呵呵、sounds interesting...七小子才疏德浅，变卖
家产，内横外软，勾结以前声名远扬的恶棍，竟然发迹了？！从此不可一世。两个小妹也被送回家了
。但家早已不是那个魂牵梦绕的家。各自住在闺房小门不出，大门不迈。想起在别人屋檐下的风光，
不由感慨万千。看不惯七少爷的蛮横无理又觉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日渐卑躬屈膝。自回家之后，长
兄再想见见两小妹也难了起来。以前的无话不说到现在欲言又止，气氛甚是尴尬。最后一起感叹相见
不如怀念。长兄明白，两小妹在别人屋檐下过了这么写年，虽说从小没受过苦，可福气也不见有多少
。日子一天天过着，可心中的那道坎还没有迈过来。身在华家，心在英葡。小妹们看不惯七少爷的嚣
张专横，也瞧不起大公子的谦卑懦弱。仗着出门有英葡家人接人送，高看一眼便不知姓谁名谁。红控
？马靠？不已经回华家了吗？华红控？华马靠？红控华？马靠华？红控英？马靠葡？听着也别扭。长
兄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好端端的姑娘，咋就成这样了捏？哎，俩小妹的举止、脾性已越来越像七
小子了。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好自为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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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終於鑽出叢林，正要分辨東西南北回家之路，發現一座樸素的牌樓，「東華醫院義莊」，後面幾
行俊秀的楷書： 「去年九月二日颶風肆虐義莊 屋瓦遍受摧殘 小徑牌樓 均為傾毀 不獨觀瞻所系 抑亦旅
櫬難安妥 乃鳩工石材重新修葺 巍峨(王褱)麗恢復舊觀 茲已告成 略志其梗概如右」。落款是「中華民
國廿七年」。 老樹森森，小徑幽然，再往深處行去，香花樹下有一副對聯： 向何處同參靜悟 也有離
亭風笛 遠寺霜鐘 到此間權作居停 半是金穀衣冠 玉樓粉黛 青煙往上繚繞，香花簌簌落下。一片寂靜。
落款是「中華民國廿七年」。 这个是怎么情况啊！
16、龙应台在《我的香港，我的台湾》一文中写道：“有时候，Being soft is being powerful.我们有力量
，有智慧，对身边的大传统、大叙述，给予正面的刺激和帮助。”当面对快时代、求发展的洪流，龙
先生选择以一名文化学者的角度，用人文关怀去解读香港，诠释香港，引导香港。之所以没有选择经
典书目，不仅仅是因为龙应台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名作家，更因为龙的文字能够在不经意间，给予
我无言的力量。不管是耳熟能详的《目送》、《野火》、《亲爱的安德烈》、《孩子你慢慢来》，还
是在大陆未发行的《大江大海1949》、《龙应台的香港笔记》，每当阅读她的文字，我都感觉似有一
阵清风吹来，引我走向一个未知的世界。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香港你往哪里去”记录的是龙
先生从04年至12年在香港大学发表的演讲，第二部分“玉兰花”则以随笔的形式写下了龙先生生活在
香港的9年间遇见的人、路过的街道小巷、经历的平凡小事。不论是作为台湾文化部长在港大发表演
说，还是作为一名身处香港的异乡人生活于此，龙的文字中时时刻刻都散发出一股人文的感性力量，
而不是以宏大的叙述语调，用经济与发展禁锢思维，将香港限定在只求发展不追求文化的圈子中。在
前几篇文章《西九龙，请慢》、《香港，你往哪里去？——对香港文化政策与公民社会一点偏颇的观
察》、《谁的添马舰？——我看香港文化主体性》中，龙应台拷问政府“西九龙究竟是为什么而建？
为谁而建？更核心的是：香港的文化蓝图究竟是甚么？人文素养的厚植、文化发展的永续，策略又是
甚么？如果对人文有关怀，对未来有担当，这些问题都是决策者不能逃避的问题。”（p58）她痛心
疾首地询问香港政府“经济效益是不是所有决策的核心考量？开发难道是唯一的意识形态？”（P59
）当我们开始思考多年的发展是不是让香港失去了一个城市最重要的个性时，龙应台给予了我们另一
种想象：“城市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是：老街上有老店，老店前有老树，老树下有老人，老人心里有这
个城市特有的记忆，他的记忆使得店铺有任何人都模仿不来的氛围、气味和色彩。如果不是老店，那
么什么都不怕的年轻人开起新店，店里的每一根柱子，柱子上哪怕是一根钉子，都是他性格和品位的
表达。”可见，在龙的眼中，香港并不是要排斥发展，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不断地发展，才能使得香
港能在发展中更多地寻求自身个性，寻找除了中环价值外更值得香港市民骄傲的文化价值。“中环价
值，无法创造人文底蕴；殖民思维，无法凝聚公民社会。”（p69）龙应台是台湾文化部长，但她更
是一名具有人文关怀的学者。她在医院里排号等待时泳儿与慧儿两名护士对她的细心与呵护让她看到
的是背后文明的网络和制度(P139)；她在湾仔拥挤的市场里买菜，在上环层层叠叠的老街窄巷中寻找
因长年工作驼背而无法直立行走的老人，质问香港政府应如何解决愈演愈烈的两极分化问题；她在大
埔拜访渔村，在沙湾径欣赏凄美的夕照。她让自然的言语代替官员的讲话，用实地探访代替苍白的话
语；她用脚步踏实香港的每一块土地，用步履丈量香港土地中的文化厚植。如何让香港成为一个具有
人文气息的城市？龙应台在本书中围绕这个问题用“问”的不同方式与不同解答试图寻找答案。身为
一名台湾人，龙应台以“台北文化地标”诚品书店与香港的书店进行对比，通过诚品书店的成功可以
看出，文化产业不仅仅需要经营的技巧，它需要社会的多元开放，更需要数量足够的、相对成熟的读
者群体。（P183）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人多地少，一家书店的经营成本之高，让许多萌芽中的书店
都不了了之，然而让书店无法继续经营的根本，是市民对文化虚无的忽视与冷漠。总有人将香港比作
文化沙漠，此话虽有些偏颇，但我们并不是想说“外国的月亮更圆”，而是因为相对于香港的商业思
想来说，人文思想的地位甚微。进而放眼中国内陆，如果人文价值渗透工程思维，价值观的改变，会
让城市的面貌、气质和内涵，从此不同。(P182)“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
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而公民社会，因为不倚赖皇权或神权来坚固它的底座，因此
文化便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粘合剂。”时代的发展赋予了香港发展的不同使命，但在转型过程中，龙
应台以世界公民为身份，借人文关怀及跨文化敏感的经纬，进行望、闻、问、切，以一个母亲的笔触
为「人文香港」作出叮咛。多年后的香港，能否成为一座经济与文化共通、市民真正热爱的文明之城
呢？
17、我刚读完了第一部分，但是其中的许多内容都是感同身受。本人住在和香港差不多的上海。同香
港一样，上海也是人多地少的城市。同样寸土寸金，同样有着悠久人文背景。上海的每桩旧洋房都有

Page 11



《龍應台的香港筆記 @ 沙灣徑2》

它含有血泪的故事。但是，我们是否对这些文化地标重视过呢？是否只是关心这些洋房地皮是否坐落
在黄金地段？铲平它能产生多少的经济利益。我们没有像龙先生讲的对每栋老建筑进行仔细的调查，
记录下他们所见证的一桩桩老故事。也没有对他们进行仔细的分类，那些改保护，那些该合理利用，
那些改重新维修。龙先生讲到了“国际化”问题，是否铲平了旧房屋，老弄堂，建起了高楼大厦，摩
天大楼就是国际化大都市了。不是把每条街道都修成一个模样，两边都高楼林立，橱窗里都展示这个
种名牌，售货员都带着同样的笑脸就能成为国际化大城市。这种大城市只要有钱都能建成，而城市本
身特有的文化气质是无法用钱能获得的。现在香港也好，上海也好，其他国内的大小城市都向着所谓
的国际大都市开动着推土机。而他们丢弃的恐怕才是这个城市真正需要的东西“文化底蕴”和“历史
传承”。香港有龙老师为他提出了这个问题：“香港你往哪里去？-----对香港文化政策与公民社会一
点偏颇的观察”。上海和其他国内城市有谁能为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呢？

Page 12



《龍應台的香港筆記 @ 沙灣徑2》

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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