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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重庆大厦》

作者简介

麦高登（Gordon Mathews），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著作包括《全球文化/个人身份：在文化超
市中寻求家园》（Global Culture/Individual Identity: Searching for Home in the Cultural Supermarket）、《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日本人和美国人如何理解他们的世界》（What Makes Life Worth Living?  How
Japanese and Americans Make Sense of Their Worlds）及《香港，中国：培育国家认同》（Hong Kong,
China: Learning to Belong to a Nation），并合编过多本书籍。
译者杨玚，香港中文大学学能提升研究中心研究助理。译著包括《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
带》、《身陷囹圄，1942-1945香港日据时期的赤柱拘留营生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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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有趣的人类学作品，在诚品站着看完了。
2、非常有趣（但不一定有多严谨）的人类学研究，重庆大厦作为低端全球化的产物，对其了解的同
时也是去污名化的过程。可惜没有量化研究，个例的叠加能否代表一般状况值得质疑。这次去香港，
我自己进入重庆大厦，非常迅速的在底楼和一楼游走了一圈。坦白而言我是非常紧张的，我看到了各
种皮肤的各色人等，加之破旧阴暗的大厦本身，好像一个腐败发毛的都市森林。下次再结伴有准备而
去探索。
3、很神奇的地方，很神奇的一本书，另一种全球化，悖论
4、第一次看关于研究人类学的书。去过两次香港，事隔经年，香港现在变得如何已经不清楚了。重
庆大厦也是头一回听，这是一个在繁华当中又鹤立鸡群的地方，它给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避难者或者商
人一个相对较强的安全感，它同时具有强大的包容性，让宗教、种族在这里变得和谐，人们开始不再
强调意识形态。他们只想为生计奔波，我开始幸运至少香港这个地方还能容纳他们，让他们即使颠沛
流离但也至少尝试着脱离贫困，为家乡带去福音。即便这只是一种低端的全球化，但它带来的积极作
用不可忽视，它是独一无二的。
5、三星半而已⋯⋯选题很好但是框架和写作结构的组织都很一般啦不少类似内容的重复 也没有特别
深感觉都是浅尝辄止
6、开篇就学了个新词汇“低端全球化”，回忆起来也曾经因为《重庆森林》这片电影，在旅行时特
意造访重庆大厦，却始终只是在外围影了张像就转去地下商场的兰芳园吃吃喝喝，并没有勇气踏足其
中。
7、读着读着想回去读书了。
8、作为低端全球化的中心，重庆大厦就像是世界出了问题后的一个结果，甚至是一个答案。
9、因为港马知道重庆大厦 详实的调查 可惜看不太进去
10、低端全球化的呈现
多元共生的理想国
11、选题很有意思 有的话也让人思考 比如 即使重庆大厦里的人从事灰色或非法的工作 都不是出于道
德问题 而应该是制度本身的问题
12、我上周去吃了顿午饭，在重庆大厦里面觉得挺自在和安全，比中国大陆的理发店和健身房强多了
。
13、隐藏着无数秘密与故事的平凡大厦
14、人类学和人类学家于我有着非凡的魅力——他们用好奇之心深挖着这个世界的一隅，并尽量用一
种真实、冷静、中立的方式呈现给对此同样感兴趣的人们。
15、的确是没见识过的另一番世界。
16、浮光掠影
17、“大厦并没有发生阶级斗争，因为每个人都盼望并相信，他们有朝一日能变得成功和富足。也许
这些想法主观并值得怀疑，但这是他们的信仰。这种信仰甚至超越了伊斯兰教，将重庆大厦联合起来
。”觉得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论述是全书最有启发性的部分。另外民族志、批判研究、文化研究下面永
远有这样的评论：研究框架和方法太混乱，论述过程和结论太主观⋯⋯摊手
18、香港的一小块“经济特区”。作者白人兼教授的身份，面对非洲和东南亚受众，可以得到相当的
信任，于是他的调查结果也更具深度。这些边缘人群的故事在重庆大厦集中上演，真的值得我们停下
来听一听，应关注而不是躲避甚至歧视。
19、十年前的情况，不知道现在如何。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大厦里的南亚食品。。。可能是一部不错的
旅游指南。
20、很少读这样的纪实类社科书，让我了解不一样的世界。
21、把这座迷宫写的如此黑暗、神秘、热闹和迷人，实属厉害。浓厚的奋发意识和无助的漂泊感弥漫
于书中的真相间。奈何编辑不行，有几处明显的翻译或排版错误。
22、“为意识形态争执是一件蠢事，我们都是世界公民，所以应该尊重彼此。”这正是全球化的意义
，你我之间并没有太多差别，也即重庆大厦价值之所在。/书中的引用，来源社交网站的留言、口述史
记录，读来颇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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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不如就翻译成《重庆森林》吧--------
24、曾因王家卫的《重庆森林》知道这栋大楼，而本书所呈现的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般人难以想
象的世界。就像一台架在香港的望远镜，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25、全球化下的微观社会，但却又让人看到国内社会现实的影子。
26、因为同时在看《谁在收藏中国》，对比起来这本意外地好读。作者是白人，所以讲述的时候相对
中立，重庆大厦本身的居民多为南亚和非洲人，香港华人甚少，所以本书反而对华人有所偏颇。我在
重庆大厦的外面眺望过，并不曾进入。整个大厦相比弥顿道就是有一种阴暗的气息。站在香港政府的
角度，避难者越少越好。现在大陆女生过关，香港海关都要习惯问你是否怀孕，不管你是否真的有个
让人生疑的肚子。麦教授自己港大人类学系主任，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和现实的距离一直存在。这本
书值得对香港有兴趣的人翻翻。书中特别说明重庆森林作为重庆大厦二楼的一个商场和大厦本体是完
全分开的。墨镜导演的故事固然为大厦带来许多名声，然而事实他不是重庆大厦想要的。
27、终于看完了  冲破了邪媚狭隘的想象 自己又有点长进 小时候总觉得看一本书就知道了整个世界 可
是越长大越发现自己的无知 继续努力吧
28、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一直困扰着我，看了这本书我得到了一些启示，虽然还没有完全想清楚。
29、了解了些关于避难者的知识，想起那句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接受不同，承认差异。
30、值得一看
31、还行
32、翻译偏差，勉强能看。内容不算深刻，细节资料丰富。还行。原来重庆森林是以重庆大厦为背景
的啊。
33、audiobook
34、“低端全球化的中心” ps校对应该扣钱，好些个错别字。
35、有意义的材料；理论框架略显不足
36、商人、非法打工者、避难者等人群在新自由主义环境下为了生存和赚钱而在大厦中共同生活，并
因此超越了宗教和民族主义，使大厦中形成多元化的局面。低端全球化。9月读过的最后一本书，购
于成都方所书店。
37、2.5。第一次看见把违法犯罪写得这么清新脱俗的⋯⋯我虽然不期待他怎么揭露阴暗面吧但写得“
人人有功练”也太那啥了吧。看的时候觉得我一定是个极端排外者/racist/本地保护主义者，非常烦躁
。一个个章节之间真的是想到哪写到哪，文笔差得令人发指。如果不是我真的对重庆大厦太感兴趣⋯
⋯
38、新自由主义、世界主义，那些在全球化进程中“半赤裸”的人
39、不管在哪 都认真努力的生活
40、挺好的题目，但写的好像蛮浅显的
41、写论文用的。人类学的著作比社会学的好读多了TAT
42、还是没摆脱东西二分，重庆大厦是否能映射香港自身的定位
43、挺有趣的啊，睡前翻翻
44、一本有血有肉有故事又有理论的好作
45、在香港繁华的中心有一座另类的孤岛，这里生活着一些来自第三世界的人们，他们或长居或短住
，是避难者也是生意人，在这座十七层楼高的大厦中呈现出作者所说的低端全球化的景象。
46、天呐！什么也不说了 看看法律那一章的故事吧！
47、迷离的大厦
带着诱人的文化
低端全球化
处于香港，但它是不属于香港的
看过此书，想在它消逝之前去香港看看它
3星是因为书的后部大多是对前部分再一次叙述

昨日（2.15）第一次去了香港，主要想的便是去对重庆大厦朝圣，里面的氛围确实很神奇，却也不复
书上的繁华，人来人往而有些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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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看过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因此对这个处于主流世界边缘的地方感到好奇，作者通过精妙的取材和多
角度的探访总结出来的作品让没有机会深入了解此地的读者能够一窥重庆大厦的暗涌与渊源。作品整
体比较通俗易读，最后对重庆大厦的未来并没有明确的结论。不久也要一去，随着政策倾向的不断变
化，不知道作者眼中的未来是否正逐渐实现。
49、真真切切的城市，研究就应该是这样的样本！虽然可以猜到现在的重庆大厦商品结构大变样，但
是也能够通过这个样本，窥探一段历史！这样以小见大的手法非常符合日常思维逻辑，理解起来非常
方便
50、最初看到应该是买了九龙城寨的书以后亚马逊给的推荐链接⋯！谜之笑点很多，诸如非洲兄弟争
论内地和香港哪边好，和本土居民的论据根本一致ry原版出版时间应该是10到11年，我国商人和电子
制造业到如今是不是还这么多差评呢⋯这话说来也幼稚了！还有华人（我自己）的种族主义也是一个
值得思考的问题了。看这种书像看群像剧。自己去香港的体验让我对它的好印象消逝，但书中的重庆
大厦仍显得像黄金时代和赛博朋克作品中的香港的一个折射，甚至想要去巡礼⋯美国白种男人男人写
的书，心态称不上高明却足够诚恳，行文结构也一目了然很好懂。可能有个别翻译时不慎造成的错误
，让文段看上去像是要引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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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初次听闻此书已经是多年以前，看着网上的出版信息，除了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所出版的英文版，
就是香港的繁体中文版。这些版本的图书要想看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够关注书市的我，并不
知道该书在去年的时候即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简体中文版。近日在图书馆的书库中找书的时
候，才无意间发现了这本书——《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人
类学系主任Gorden Mathews，麦高登。在讲这本书之前，我想先来谈一谈“中西方”这个概念。在我
们畅谈国内外的种种事物的时候，我们更多都是在讲中西方。西方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指向标，
一种远方的“乐土”。然而，我们要意识到，地球村的村民不仅仅是像中国印度这样巨大的发展中国
家，以及欧洲和北美的发达国家，更多的是非洲中亚东南亚南美洲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形态各异
，人们生活的环境千差万别。他们的社会制度与历史，在西方强势文化竞争中失去了话语权。于是乎
，我们言必称西方，谈论到国外便是意指西方发达社会。然而，这样的意识在这个全球化的社会面前
显得多少有些狭隘。当我读完重庆大厦的时候，最大的感受不是其中的一个个人物的灰色身份或是违
法行为，而是我们整个人类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是相像的。在这本书中，麦高登教授告诉我们这样一个
人物：他是一个年过四十的索马里人，如今生活在中国内地。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离开索马里已经
廿六年了，他没有根，他不知道自己属于什么地方。他的姐姐居住在美国，可是她也没有根。“没有
根不是一件好事，我宁愿有根，住在祖国，帮助我的同胞，但我回不去了。”他不是一个中国人，但
他的念头却让我们感到如此的的熟悉，以至于我不由得想到，孔德在百年前所叙述的“普遍良知”。
同时，他也让人从人性的的一角窥探到全人类作为同样的一个物种，所共有的一部分事物。除此之外
，作者在这本书中所重点阐述的“低端全球化”，但其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却又唤醒人们对于国内这片
土地的记忆。“重庆大厦”位于香港旅游区的中心，安插在高楼林立的黄金地带，周围遍布世界上最
贵的楼市，同时它又跟加尔各答、拉各斯、达累斯萨拉姆等地区紧紧相连。然而，重庆大厦对于当地
人而言是一个令其望而却步的地方：灰色或违法的交易、源源不断的南亚人和非洲人等等，都让“有
些种族主义的香港华人和某些发达国家的人”与之打交道有些困难。对于那些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人
来说，“重庆大厦”就是他们的“希望之光”，是逃离“贫穷生活和通往锦绣前程的机会“，也是体
现他们身上“新教伦理”的地方——辛苦工作，努力攒钱，加上一点点运气，就能够买到幸福之轮的
船票。有的人当商人，将廉价的产品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运回家乡去售卖；有的人拿着旅游签证在打黑
工，拿着本地人几分之一的薪水，然后寄回留在家乡的亲人，改善生活，建筑房屋。他们所从事的，
多多少少违反了法律，因为他们没有商业签证或是工作签证，但是他们所经历的，又不由地让人联想
到国内的农民工。在政府的官方术语中，他们被称之为“外来务工人员”。这部分人从西部到东部沿
海打工、做小生意，俨如南亚人、非洲人前往香港的重庆大厦。他们（我指的是上述所有人）都肩负
着家乡亲人的希望，都没有当地人所能享受的各种保障却从事着最廉价的工作，但又同时体现出无比
的乐观主义精神，“努力工作、攒钱”，然后改善家乡的生活。在有些方面，他们也给家乡的人带去
了城市生活（或者说是某种更为发达的社会的生活方式）的一瞥，吸引更多的人踏上这样一条外出“
探险掘金”的路。麦高登教授将这样的行为冠以“低端全球化”一名，以此跟媒体叙述中呈现的跨国
公司的故事相区别。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此书看到某种全球化对人类的影响。本书的第二章给读者描
绘了重庆大厦里的各类人群，他们有商人、业主和经理、临时工、避难者、家庭佣工、性工作者、瘾
君子以及游客。这些不同的人，也许在他们的国家之间有着激烈的冲突（例如巴基斯坦和印度），也
许是在宗教上存在着诸多的不和（例如伊斯兰的不同教派），但是在重庆大厦，人们都和睦地相处在
一起。有些巴基斯坦人和印度人可以相互调侃各自的国家而不会大打出手。当然，冲突也是会有发生
的时候，不过和平还是这里的主流，正如一个尼日利亚商人所言：“大家来这里的目的都是为了赚钱
。”于是乎，我们可以在重庆大厦看到这样的一副景象：它似乎比什么地方都要全球化，但是又没有
全球化所带来的纷争；与此同时，它有切实地展现了资本主义行为逻辑下的剥削与被剥削（与其他地
方不同的是，这个地方的剥削是可见的）。回到本书的文本本身，不得不说到的一点是本书的语言略
显累赘，诸多的语段在不同的地方重复的出现，令人有些失望。
2、重庆大厦的出名：20C 70‘s被写进《孤独星球》，成为西方嬉皮士和背包客的逗留地。基础数据
：17层高，每晚4000人留宿，129个国家撒哈拉以南地区20%的手机都是从重庆大厦发货过去的P2：香
港在70年代是工业生产的中心，在80年代末成为中国货品集散地。同一时期，异于内地的香港本土意
识和身份认同渐渐形成。对/在重庆大厦里的比对：1. 重庆大厦里贫富差距是香港城市的缩影2. 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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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庆大厦的恐惧3. 重庆大厦对北方内地人的不安P13：重庆大厦位于香港，但是它又不属于香港，令
大家畏惧的既不是犯罪，也不是金钱，而是它仿佛是一座来自发展中地区的外星孤岛，是“世界中心
的边缘地带”—— P291：这也是重庆大厦的全球意义。 核心概念：P13：所谓“边缘地带”（Ghetto
）一般的定义是“由于社会、法律、经济压力的原因，一群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在城市的一个地区”。
重庆大厦是香港社会的他者。P19: 低端全球化：人与物品在低资本投入和非正式经济（半合法或非法
）情形下的跨国流动，其组织形态常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P18: 全球化的交汇处：世界各地来的
人们在商贸和娱乐中一定会进行交流，在人与人层面上体现和印证“全球关联之强化”。P153: 去中介
化：重庆大厦的批发商铺地位越来越受到中国内地制造商替代的威胁，随着内地的崛起，香港签证政
策的收紧，中国内地进出入政策的放宽，重庆大厦的中介位置将会削弱，香港的中介地位也是如此
。P280：文化超市：与一个人从小经历和想象的文化根源相反的领域。P282-283：人们有理由批评世
界体系分析（华勒斯坦：世界经济核心国-正在崛起的半边陲国-极端的边陲国），因为它过分注重强
调全球化的轨迹，没有考虑国家以下和超越国家的全球化进程）P122: 不同人群的互动范式：职业、种
族、隔离、交流形态、语言、政治、宗教、雇佣关系、竞争关系、伙伴关系、恋爱关系、游戏、照看
小孩、生病、生意、种族冲突、族内/间冲突、而在重庆大厦里面，主导的关系模式利益关系，虽然被
剥削者会怨声载道，但是被剥削者不求反抗，反而向剥削者看齐。P265：对重庆大厦的不同想象：1. 
休闲之地；2. 大致是一个友好的地方；3. 初体验P271：重庆大厦的氛围：世界主义的氛围：超越国家
或种族之间的冲突，核心价值观是利益和金钱。虽然对于世界主义的态度不同，比如避开、拥抱、采
纳等，但是所有人都从这个“文化超市”里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东西拿来使用。P287：重庆大厦的主
导意识：新自由主义是塑造我们所讨论的现代全球不平等现象的一个中心思想，它强调市场作为价值
的最终主导力量，倡导国家对市场的最小限制。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原则，不仅
被西方市场民主所采用，也被一些憎恨它在社会层面施加影响的政府所接受。⋯⋯也成为香港的主导
意识。⋯⋯P291：这种信仰甚至超越了伊斯兰教，将重庆大厦联合起来。
3、为什么说这本书像游记呢？人类学教授研究重庆大厦的田野调查讲了很多生活在这座大厦的人的
故事。这些故事听多了就像在重复，因此会显得絮叨。好处是，作为学术研究，这本书异常的好读。
两个下午就可以看完。香港有背靠大陆的大量加工工厂，自由的贸易环境，极易抵达（能够获得逗留
香港14/30/90天的免签入境资格），重庆大厦价格低廉造就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商人、避难者、游客
、性工作者等在这里寻得落脚之处。常常他们的身份有所交错。作者把重庆大厦称之为低端全球化：
人与物品在低资本投入和非正式经济情形下的跨国流动，其组织形态常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大
厦中生活着南非人、尼日利亚人、巴基斯坦人、印度人等等。他们作为低端全球化的工人和零件，其
生活样貌却十分资产阶级。他们代表了南亚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奋斗的中产阶级。重庆大厦是他
们的希望之光，是逃离发展中地区穷苦生活和通往锦绣前程的机会。不论你持有何种宗教信仰，都活
脱脱的体现了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辛苦工作，努力挣钱，加上多多少少一点运气，一点
能让他们买到幸福之号的船票。而对于本地人来说，重庆大厦是个危险之地。本地人与这座大厦产生
交集最紧密的，如果非要这么算的话，就是业主了。重庆大厦一共920位业权持股人。70持股人为华人
，大部分来自中国内地，剩下的30%持股人为南亚裔。他们赖以生存的地方是许多香港人不敢去的地
方。而他们的香港人身份基于一座非洲人和印度人喜欢去的大厦，同样也是香港人引以为耻的地方
。Ironic。富人和穷人共同支撑着重庆大厦的资本主义。在这一层意义上重庆大厦与香港其他地方、中
国内地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地区并无两样，它也表现出巨大的贫富差距。不同之处在于：重庆大厦中剥
削者与被剥削者认得彼此的面孔，被剥削者不寻求反抗，而是向剥削者看齐。如果未来内地的公司派
更多代表去非洲，重庆大厦充当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中间商的机会就越来越少。而未来重庆大厦还
会不会存在下去，我们难以预料。但它的全球意义值得继续研究——富裕城市中会出现国际边缘化地
带。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看，会有更多发达世界和发展中世界交汇的节点，巴黎、内罗毕、曼谷、加尔
各答、内罗毕、广州秀越区、义乌。“低端全球化不是世界的过去，至少在某些方面是世界的未来。
”更多如何在重庆大厦生存探险细节，自己去看吧~
4、在讨论全球化造成的飞地的时候，容易关注两极而非中段。的确，全球化议题中更能引发人们讨
论兴味的总是高精尖技术的共享，或关怀维度爆表的底层贫民窟。不大记得是《落脚城市》还是哪一
本相关书籍里都有说到，极端底层的贫民窟现象已然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一种重要观光目的地。这有
趣吗？这透着荒唐。在下沉中发掘下层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田野目标的主流思路，与此同时，研究者们
在忽略一部分极富价值的领域：他们身处的都市里那些容留异乡人的区域。可能远谈不上赤贫，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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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遭相较，它们其中存在的种种群体及现象，值得被注意。因为比起社会阶层金字塔的两端，城市的
牙缝里居住着的这些人群，是实实在在感触这个社会各方面运作状况的人。嗯，城市的牙缝，是某次
灵光一现的想法，但是又算准确。其实这些区域未到令城市管理者试图彻底清理的程度，他们和街头
的一切一样很容易被看见，却往往又被多数人视而不见。但假若忽视日甚，牙缝里的问题可能会影响
整个口腔。城市这个有机体也就寝食难安。小时候在“市农村”上学的经历，如今想来成为宝贵的“
牙缝时代”记忆。因为就近入学的划线正好被划掉，不得不从全市第一的小学辗转去到末流到不知名
（毕业后还被合并掉）的一所小学就读。从二年级开始，我就走路上学，从市政府的幽静大路一直走
往“市农村”的犄角旮旯里，一路上会有很多不同的体验。如果这道路是一首曲子，那肯定是从静谧
的轻音乐混搭到觥筹交错的土摇，诡异，且留下很多记号。那时候是不太会想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片区
域出现在城市里的，其实那时候在市政府附近已经出现了超市、连锁快餐等如今看来都算是现代化与
全球化标志的一些事物，而“市农村”那里还是非常残破的小卖部，三无小食品店，坑坑洼洼的土路
和上下坡，下了雨就到处水塘泥塘，完全不像外面铺完柏油铺水泥的崭新模样。2000年前后的时候，
南京的现代化程度在国内来说其实真的挺高的，公交车等公共设备的先进程度甚至超过北京。可我还
是每天路过那些老旧照相馆、臭气熏天的菜市场以及随处铺块布就售卖的摊点。对于一个孩子当然冲
击力不可能深刻到想要去对比外面世界与学校周边，但至少心里知道一件事情：那所失之交臂的小学
里，他们每个班都有电脑和电视机。这是很可嫉恨的，就像是身处重庆大厦里面的人，尽管觉得比下
有余，但还是清楚明白自身所在远谈不上是最好的香港，物质设备就是如此简单划伤了小小的心灵，
我们对于南京别的孩子能够享受的最好待遇，心知肚明。这绝对影响了我们其中许多人的童年心态，
也就影响了我们回忆这段经历的表述。固然，我们会记得那些烂漫的嬉戏时刻，但是在画面性的回忆
上，我们记起的，还是那一片残破。因此有种多情式的共情，会觉得这些来到重庆大厦的第三世界的
青年们在很多时刻也处于心理挫败状态。他们不是没可能成为更好的人才，事实上他们也的确是相对
优秀的人才，他们甚至在香港境内参与一些公益扶助活动，如果稍微有一些上升路径，他们就可以发
展得更好，甚至更愿意融入这个社会，但是没有，香港宽容也无奈，仅提供了这么一座租金低廉的大
厦供他们安身。这就是仅能保证基本尊严的生活了，这条微妙的线使得大厦里的各类群体变得松散、
敏感、关注自我。当然，这种现象放诸寰宇皆然，但在这幢大厦里，他们成为了香港政府希望他们成
为的样子：没有很强烈的留驻意愿，也不会积极地拉帮结派。生存空间对人与人群的影响有多大，世
界上比贫民窟更多的，恐怕是诸如此类的大厦。若干年后，童年消逝，那爿市农村也消失了。像南京
这样的城市，即便是残迹处处也会说拆就拆的。像一片用过的创口贴，带着斑斑血污和一点温热，被
丢掉。这时候我们倒会反过来想：原先住在这里近乎已经形成自给自足村落形态的人们去了哪儿？应
该有安置，但愿不再是继续被边缘的地带。
5、作为一个努力成为背包客的人，外出旅行时，通常会选择青年旅舍。在去香港之前，我
在BOOKING上搜索了很久。非常多的民宿价格并不贵，一晚在150港币左右，就可以享受到拥有独立
的卫生间、电视机、单人床的房间。同样的设施，在一般的酒店至少要800港币左右。为什么这些民宿
如此便宜？我很好奇。打电话过去询问，对方用粤语或者英文告诉我的通常只有三个词语，便宜、安
全、弥顿道。弥顿道，意味着这些民宿位于港岛数一数二的繁华地点。于是，我不停地问，问熟悉的
人，问去过香港的朋友。他们听完，反问道，“这些民宿是在重庆大厦吧？”听到“重庆大厦”四个
字，我觉得好浪漫，让我想起《重庆森林》这部电影。“那里很不安全的！”几乎所有的人都这样告
诉我。不安全到什么程度呢？大家说，就算是白天，也不要去重庆大厦！于是，我定了位于铜锣湾、
与诚品书店隔着一条街的青年旅舍。9人间，公共卫生间，每个床位一晚上要23块美金。就在我抵达香
港的第二天晚上，差不多凌晨一点，我买了一杯啤酒在青旅前台慢慢喝。一位棕色头发的欧洲男生背
着巨大的行囊，到前台问床位多少钱，前台回答他之后，他耸耸肩膀，“这也太贵了！”前台对他讲
，“你可以去重庆大厦啊，那里便宜。”大概男生没听懂，继续问，“我可以不可以在大厅喝一杯咖
啡，用一下电脑？”在这家青旅的大厅，黑咖啡、白水都是免费的，同时还有免费的网络和电脑。但
这一切的免费，都是针对住客的。我是个胆小的人。于是没有去重庆大厦。从香港回来之后，我渐渐
忘记了这个名字。直到遇见《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这本书唤起了我的记忆。我也
有些懊悔。为什么要听大家说的，而不去自己看一看呢？香港的维港两岸处处繁华，无论是中环还是
九龙，凌晨一二点仍能见到很多行人。不过寻常旅客见到的，多半是华人，偶尔会有白人，看起来也
是欧美人。见到最多的棕色人种，多半是菲佣，她们会在中央邮局旁边的地下道里聚会，二三百的菲
佣聚在一起，大声聊天，也是香港的一道风景。我们的眼睛看不到的是，有很多南亚人、非洲人，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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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香港。他们在香港干什么呢？最主要的是赚钱。香港至今仍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也是自
由贸易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这里有着大量的金融交易、高端产品交易，比如黄金、奢侈品、高端电子
产品等。整夜璀璨的灯光，很容易让人忘记，在影子里也有很多灰色地带，从事着假冒产品、无品牌
服装、翻新电子产品（手机）的交易。这么多的低端产品，是如何与精致夺目的高端产品共同融合在
香港的呢？低端产品的中心就位于重庆大厦。南亚人、非洲人，依靠着购买这些低端产品并带回非洲
，获取中间的差价。差价有多大呢？以月收入举例。在非洲，一个人的月收入在600港币左右（2009年
）。在香港，没有合法身份的打工月薪也超过3000港币（2009年）。因为经济上的吸引力，加上香港
加入全球非酷刑组织，在香港聚集了数千名非法滞留者、或真或假的避难者。贩毒、性交易，再加上
重庆大厦廉价的住宿。于是，不同种族、不同原因、不同的赚钱模式，他们聚集在香港九龙尖沙咀的
重庆大厦，隐匿在这个世界上最繁华的地段中。重庆大厦就这样成为不安全的地点了吗？我不知道该
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没去过重庆大厦。一直在听别人的话。所以，此刻，这栋拥有5座楼体、楼龄
近50年的大厦，只能成为我头脑中想象的邪恶漩涡。而同时，我也感受到这座大厦中，新自由主义与
非合法经济的野蛮生命力。这一切，如此的吸引着我。我只能说，这是一颗黑色的心脏。下一次，去
香港，我会去逛一逛重庆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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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香港重庆大厦》的笔记-第279页

        香港是他物质上的家，但他通过选择看媒体，仍然把心存放在印度。

2、《香港重庆大厦》的笔记-第18页

        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就是民族志——一种针对一小群人们互动和生活方式的记录，这些详细的记录
往往基于几个月至数年的田野考察。全球化作为一种庞大和抽象的领域，常常成为经济学家的研究对
象，但是人类学家也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譬如Arjun appadurai 和uif hannerz ,他们的功劳主要在于
通过民族志表现出全球化的抽象性，如何在特定的地点形成了特定人群的生活方式。

3、《香港重庆大厦》的笔记-第280页

        

4、《香港重庆大厦》的笔记-第290页

        重庆大厦如此廉价，正因为穷国中的富人在富国成为穷人，他们多数人只能负担这里的价格。然
而撇开其表面的奇异色彩，重庆大厦的资产阶级特性是其最突出的面目。不论大厦中的人们正处于何
等境遇，比如避难者、性工作者或瘾君子，他们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生的赢家。重庆大厦依旧是
一个边缘地带，因为它与香港其他地方在种族组成上不同，受到大部分香港华人的歧视或恐惧。然而
，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边缘地带，甚至是一个世界主义的边缘地带。它的世界主义是周边香港环境所
不能想象的。

5、《香港重庆大厦》的笔记-第132页

        

6、《香港重庆大厦》的笔记-18 地点

        关于蛋白石的描述刺激了我一下                

7、《香港重庆大厦》的笔记-第22页

        “Gelberto Velho曾描写位于里约热内卢科帕卡巴纳的一座大楼，居住在其中的白领居民如何摆脱
污名；”这个人似乎是Gilberto Velho而不是Gelberto吧⋯⋯

8、《香港重庆大厦》的笔记-198商品

        他们至少将全球美好事物的摹本，带到了世界上最贫穷的中国内地。道理我都懂 不过作者大人 这
个地方应该是非洲吧⋯⋯中国内地的人均水平是不怎么样，不过最贫穷有点说不过去吧。

9、《香港重庆大厦》的笔记-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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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香港重庆大厦》的笔记-第57页

        

11、《香港重庆大厦》的笔记-132人群

        被剥削者不寻求反抗，而是向剥削者看齐 

12、《香港重庆大厦》的笔记-第74页

        1.商人们的风险
   a. 受骗，没法把货物运回家；
   b. 失算，无市场。
   c. 冒牌货被没收或者需要贿赂海关（赚60%毛利，一半需要贿赂）

2.广州与重庆大厦的比对：
   a. 并没有一个像重庆大厦这样各族群住在一起的地方，也按照自身背景不同去不同地方做生意。其
中几个社区：小北天秀大厦是一栋出口商品给非洲人和中东人的高楼，附近就有很多穆斯林商人；而
在越秀三元里则聚集很多尼日利亚的伊格博商人，他们定期会去圣心大教堂参与伊格博礼拜。
   b. 语言，大多数在广州的非洲商人不说英语，而请翻译；
   c. 贫富差距更大，合法非法界线更模糊。例如涉及毒品交易。也有有能力的商人跳过重庆大厦这一
步直接联系工厂下单。
   e. 有饰演“中间人”角色的非洲人。能说普通话，可以协助讲价调和。

3. 这条全球贸易路线上的另一集散地：迪拜
   优：相比于香港广州，因为文化和路线相近，风险更小；很多中国制造商品在这儿销售；中国的签
证没过就可以到这里。
   弹：酒店更贵，商品可能不比中国的物美价廉。

4. 非洲商人回家乡后怎样售出这些商品？
运输：士兵勒索（尼日利亚政府视衣服等为违禁品）
市场：在拉各斯，隔两天就有新到的轮船载来重庆大厦的货品。有钱人对中国产品不屑一顾，主要购
买日本、欧洲货；但大部分尼日利亚人会消费这些商品。因为很多非洲商人图便宜省成本经常选择进
货最低价的产品，所以劣质产品的直接受害者就是非洲的广大消费者。所以他们也会把中国货和质量
差联系在一起。

5. 南亚裔店主（生于香港的局外人）
  aa. 拥有合法身份，在港多年（包括祖辈）
    a. 感觉倍受歧视、差别对待，只有在CKM才不会受到歧视
*歧视例子：被供应商欺负；警察、空港差别对待；
*微妙的港政对南亚裔的教育政策：英文教育，领导会说粤语，而不会写中文
    b. 希望子女离开空港，定居其他英语国家（也有回家受家乡教育的）
    c. 与南亚文化并无远离，但不认同自己是南亚人
 
6.重庆大厦的未来？
    maybe 随着更多内地新移民到CKM开铺，租金上涨，非洲人偏爱华人店主，南亚人会持续离开。最
后CKM只剩中国人和非洲人的故事。

7. 临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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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支持CKM的手机铺、小食店等的生存，他们不得不雇佣非法劳工。这些劳工的收入远低于港合法
线，截止11年为止，平均水平是HK $3000-5000，但这近乎没的工资回到他们的家乡（临时工集中来自
于加尔各答的一个穆斯林社区），居然足够一个家庭从贫穷到富有，而一个在餐馆当托的临时工回到
家乡时简直被视为民族英雄看待。

选择来CKM打工一个原因是因为机票便宜，往返一趟只有$3000左右。而他们若帮商人捎货品和拿印
度商品黎卖，又可以报销几乎机票的六、八成。他们在港可以免签逗留十四日，再有两次延期不定天
数，总共可以逗留180天/年。其实他们也是香港自由经济政策的受益者。

他们很多都憧憬在HK的CKM或者家乡有自己的小生意，但开展生意成本是10000-20000港币，他们又
要养家，很难积攒到这么多钱。

8. 避难者
有真、假避难者之说，前者真的是在自己国家受到政治、宗教、种族等方面的迫害而不得不背井离乡
到香港申请难民身份，能在第三国寻求定居；后者则是寻求经济出路的经济避难者。难民身份很难申
请到，而且要排队等待数年，许多人在这期间也有打黑工，对于那些经济避难者来说，选择打工的代
价并不高，万一被抓到最坏结果也是被遣返。但对于如政治避难者来说，是不可能再回家乡接受酷刑
的。所以他们中有的人并不会工作，只是每月领取港府1900港元的补贴，日常可以参加CKM的基督教
福利活动。
“他们仿佛是摇号机里的彩票，赢了的人就能获得新生。不过就如彩票一样，他们赢的几率非常低。
”

9. 家庭佣工（如菲佣、印度尼西亚籍的）
每周来CKM放风一次，享受正常人过的休闲生活：逛街、美食。也希望至少有一次自己能被视为性感
的女人对待。她们中大多在CKM有南亚或非洲的男朋友，男朋友的身份可能是店主、商人、临时工、
避难者⋯⋯在印尼，来香港打工的女人会有不好的名声。

10.瘾君子
这些人主要是曾经的香港廓尔喀雇佣军的儿子，因为背负家乡的人给予他们的中大期望，希望他们在
香港能闯一番天地，结果宁愿变成瘾君子。他们因历史原因有香港居留权，所以每月有4000港币补贴
。
   
11.游客
选择这里主要原因是便宜，其次是有探险精神或为CKM文化所着迷的原因。网上预订服务显然促进了
一大批游客（尤其是中国内地游客）来到这里，而且不熟悉CKM背景的卡门来到时会被弥漫的非洲人
吓个半死。有些国家的人受益于港府的自由经济政策，对香港来去自如，所以来这里就像去纽约广场
喂鸽子一样的意义。

12. 性工作者
曾经一个年轻女性在CKM内穿裙子都会受到挑逗，被误以为是性工作者。现在安保系统更严格，性工
作者越来越难进CKM寻觅工作。但会在么地道7-Eleven附近，或者CKM外的弥顿道上大胆寻客，而选
择在美丽都开房。在性工作者中的社会阶级而产生的价格标签。

12.CKM
“重庆大厦的人们更加如此，由于它如此廉价，所以称为许多国际梦想家的最后住所。”

“重庆大厦更像是香港心脏的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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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香港重庆大厦》的笔记-154 商品

        合同对他们来说一文不值，就像一张厕纸⋯⋯

14、《香港重庆大厦》的笔记-第19页

        我对低端全球化的定义为，人与物品在低资本投入和非正式经济（半合法或非法）情形下的跨国
流动，其组织形态常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

15、《香港重庆大厦》的笔记-第290页

        

16、《香港重庆大厦》的笔记-第274页

        

17、《香港重庆大厦》的笔记-第18页

        1. 对全球化作出理论贡献的人类学家
Arjun Appadurai  1996
Ulf Hannerz 1996

2. 其他全球化地区（全球化交汇点）
纽约
伦敦 布里克斯顿、威尔斯登
日本东京的六本木
Ghent@比利时，Blommaert, Cliins, Slembrouck(2005)
*美丽都大厦（有人会将两者做比较，但在此地聚集的多是游客）

3. 低端全球化的定义：人与物品在低资本投入和非正式经济（半合法或非法）情形下的跨国流动，其
组织形态常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要讨论低端全球化？
虽然跨国公司是各种新闻报纸财经版的主要讨论对象，但它们对普通老百姓意识层面上的影响微乎其
微。

5. 低端全球化的市场（从重庆大厦被带走的货物会流入何地？）
曼谷、加尔各答、迪拜、内罗毕、坎帕拉、拉各斯、达累
阿根廷、巴西和巴拉圭交界的埃斯特城
越秀、三元里
义乌

6. #大楼的殖民色彩#
我们能在大厦见到很多东非人和南亚人，..殖民色彩也可能来源于，即便在今日，更容易得到无需签
证逗留想干的便利。
重庆大厦底座的种族景象：内地人老板、南亚人做职员，或者有经营权。很少非洲人做掌柜，因为他
们很少有合法居留的权利。而一些在香港生活了几代的南亚裔人有局港权，而且通过亲戚就能获得局
港权。一般他们解决身份问题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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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香港重庆大厦》的笔记-第131页

        

19、《香港重庆大厦》的笔记-第124页

        

20、《香港重庆大厦》的笔记-57地点

        为意识形态争执是一件蠢事做我们都是世界公民 所以应该尊重彼此 这正是全球化的意义 你我之间
没有太多差别 也即重庆大厦价值之所在

21、《香港重庆大厦》的笔记-第3页

        每晚大约有4000人留宿于重庆大厦，我在不同旅馆邂逅了129个不同国籍的人，从阿根廷到津巴布
韦，包括不丹、伊拉克、牙买加、卢森堡、马达加斯加，甚至有马尔代夫的人。

22、《香港重庆大厦》的笔记-第17页

        还有蛋白石精品（它们在澳大利亚被挖掘出来，通过重庆大厦运往中国内地南部进行雕琢，然后
再运回澳大利亚，卖给中国游客）

23、《香港重庆大厦》的笔记-第2页

        

24、《香港重庆大厦》的笔记-第266页

        重庆大厦仍然是世界各地人们的混合“异域”，但它也许开始一点点变得“正常”了，因为世界
本身渐渐变得越来越“异域”，世界上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人都能在普通场景互动交流。

25、《香港重庆大厦》的笔记-世界主义

        扩展了穷人的想象一个知识分子型的刚果商人认为，像他一样的商人们“扩展了穷人的想象”，
通过向他们展示什么是高质量的商品——给他们看到美好事物，让他们不再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周
遭必须是破烂不堪的。
这些为市场带来世界商品的商人，到底是帮助还是损害了其祖国及消费者，这些商品经过半边陲国家
的仿冒制造或遗弃，然后通过商人输送到边陲国家。证据可能比较杂乱，但似乎重庆大厦的商品是那
些贫穷消费者最能接近全球化的果实，也许这是许多极端边陲国家人们一生中唯一能体验到的全球化
。虽然这些商品的质量很要紧，但也许其存在更为重要：在低端全球化中，几亿人能够获得这些商品
及其象征。和几年前相比，重庆大厦仍然是世界各地人们的混合“异域”，但它也许开始一点点变得
“正常”了，因为世界本身渐渐变得越来越“异域”，世界上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人都能在普通场景
互动交流。
世界主义重庆大厦中的很多南亚人觉得，香港是个华人地区，所以不是他们的家；他们的梦想也许不
是回到南亚国家，而是移民到一个新的国家。这也是一种不得已的世界主义：这些人也许感觉自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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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公民，但那时出于苦涩的文化需要，而非世界主义的选择。
重庆大厦中许多居民的世界主义与外面香港人缺乏这种世界主义的境况形成鲜明对比。讽刺的是，香
港人近年来经常抱怨自己不属于任何地方，不中不西，如同流浪汉一般。
我们在重庆大厦能得到关于世界主义的不同观点。有的人避开世界主义，以彰显对自我文化家园的热
爱；有的人以“世界公民"的姿态拥抱世界主义，希望能尽量多地体验这个世界；有的人采纳世界主义
，因为他们被扔进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没有多少选择。
全球文化超市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文化元素，从食物、音乐到宗教，每个人自由选择超市中的东西，
从而塑造自己的人生。文化超市被视为与一个人从小经历和想象的文化根源相反的领域。接受文化超
市的人们，喜欢混杂在世界文化的重庆大厦；不接受文化超市的人们，以不道德等理由鄙视重庆大厦
，盼望能离开大厦，回到自己的宗教文化根源地，或者在大厦内将自己与文化差别间隔开来。重庆大
厦表现的全球文化超市从高端全球化延伸到低端全球化，这是世界的一部分，尽管大厦中许多人似乎
对在全球文化超市中选择文化身份保持着一定距离。

26、《香港重庆大厦》的笔记-第261页

        

27、《香港重庆大厦》的笔记-第19页

        

28、《香港重庆大厦》的笔记-第135页

        1.低端全球化的其他例子
海地和加勒比海地区有许多“非正式贸易进口商”，巴拉圭的埃斯特城有很多街头小贩，巴黎有刚果
商人，纽约街头也有非洲摊贩。

2.贸易
   a. 手机贸易：手机市场在非洲蓬勃发展，而途径重庆大厦的手机贸易在非洲市场按照07年的数据来算
至少占两成。这里的手机贸易的确在全球发展中国家的手机贸易都举足轻重。

*3. 新自由主义下的和平？
香港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和自由放任经济的化身，在新自由主义变成经济灾难代名词的今日，麦高登在
书中却是一赞新自由主义的好：可以令原本两个来自战争冲突或者宗教冲特国家的人和睦相处，原因
只有一个，生意第一，意识形态发生的冲突都是狗屁。这似乎是古典自由主义：基於個人主義基礎之
上的自由競爭，會讓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自動地帶來社會的秩序和財富的力证。

4. 全球化如何影响CKM的经济？
入关：如果内地收紧非洲人入关控制，也许会另香港市场蓬勃发展，因为两者是相互竞争的关系；如
香港收紧(09年)，则相反效果。
汇率：如果港币兑人民币汇率一直下降，也会有很大影响。
           假如在非洲国家，美元流通不顺，香港本地生意也会转差。
           08年石油价格下跌，影响尼日利亚外汇，当时奈拉对美元一月内从118到168，尼日利亚商人停止
入港，CKM很多商贩都苦不堪言。

5.趣事：手机市场里的骗钱
商人一般要诚实守信赢得信任，但遇到水鱼顾客，店家都会搏晒懵。大概有50%的销售涉及收取高额
价钱来欺骗买家。在批发的情况中则是不超过5%。来自不同国家背景的商人，出于国家经济发展导致
对科技认知的差异，受骗程度也会不同。例如坦桑尼亚人比较好骗，进价为30港币的带摄像头的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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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十倍价格卖给坦桑人，但尼日利亚人就很聪明。而且尼日利亚人和欧洲人一样，总是很喜欢很flashy
的商品。

6. 中国内地与CKM的关系（及CKM的未来）
内地工厂直接到CKM来开铺，更多商人也直接跑去内地进货（如天秀大厦和迦南服装贸易城），所以
内地对CKM的威胁好大。CKM的中间商在内地进货，价格又比不上工厂直接在CKM拓展的门店，所
以在这里没有未来。但是还是会有商人担忧中国制造的无序与劣质，所以prefer更高信用度的CKM店
。实际上CKM的非洲商人，特别是手机买家，在10年5月时已经比两年前少了很多了。

7. 手机铺店主的风险：
除了平常的因为没有跟上市场需求，市场判断失误，策略不当或无力转型等寻常生意人都要经受的风
险外（而且在小生意人身上这些风险就是实打实的痛），还有一些受全球化影响的风险：例如一个加
纳熟客因为签证问题无法来香港，结果他没办法买原本订的7000手机，损失了本可获利的175000港币
。（现在市面上流行的应该是内地产手机，和二手手机还有十四天手机吧。消费者对功能和品质的要
求越来越高了。）

8.突然想到自己和远在另一片土地上的非洲同胞们如此相像，他们付不起真品的价格，我买不起好手
机，然后他们买内地产的假冒伪劣货，我买内地品牌，结果都是：没能超过6个月⋯⋯

9. 跨国商人们：
来自贫困国家的商人们的贸易模式大致是：来香港或内地，进货到家乡卖。而来自非洲的宝石商和黄
金商则是相反路径。这个情况符合依赖理论：边陲国家提供原材料，加工成品又出口至边陲国家，这
是较富裕国家剥削较贫困国家的经典模式。

他们是怎样做生意？（聪明的生意经）例如一下飞机就到CKM问价，然后打电话回国找出对应的商品
价格；然后赶到内地和工厂建立关系，直接进货，一次将差价最大化。或者直接到中国内地，为了避
免内地厂家出了问题不负责的问题（普遍的low credit），也会有各种方法解决。（现在应该更多可以
使用网络了吧 我觉得网上预订的趋势会增大 - 智能手机和移动端网络的普及对CKM贸易有影响吗？我
认为肯定有的。）他们都算好了。一公斤可以塞七八个手机，如果内地产的可以塞十个。然后在免费
重量限额内可以带250-300个手机，如果愿意为超重付费还可以带400-500个。

非洲来的衣服商人还可以是设计师，他们来到深水埗进货时脑里已经有了图纸，只是挑好面料等细节
设计，然后深水埗批发商就会马上电话内地工厂制造，三两天内就可以出品。

智能手机和移动端网络的普及会使CKM的来人减少吗？影响肯定有的，但在非正式经济中，一个人不
会相信不面对面打交道的商人，也不会相信一笔不能逐一检查商品的交易。

10.[可做]给在非留学生做个非正式访谈，因为他们的身份实际上也是跨国商人
手机市场的利润额真系好高。。。

11. 非洲商人和内地公司之间，不仅仅是供给关系，也是竞争关系。而且往往因为后者拥有更多资本，
可以挤兑前者。

29、《香港重庆大厦》的笔记-第285页

        避难者来香港的原因在于，他们迫切需要离开祖国，而香港比其他发达国家与地区更容易进入。
正因为他们能来到离家万里之外的香港，而不是去其他周边地区，印证了世界上避难者移动的典型模
式，也证明了他们有相对不错的境遇。他们有足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才知道“应该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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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有沦落至肮脏的难民营，而是到了香港—无论这里对避难者来说是多么艰苦的地方它还是提
供了发达世界的简朴待遇而非发展中世界避难者较差的境遇。

另外还有游客。那些来自贫困国家的游客，想花费最少的钱，体验富裕的核心社会的环不境，因此住
在其中的发展中世界巢穴。他们同商人、临时工、避难者的路径一样，不过过游客并非想从核心地区
获得金钱，而是在尽量少花钱的情况下进行体验与享受。另一方面，来自更加富裕国家的游客，则与
以上所提到人群的所有路径相反。这些游客并非从边陲地区转移到核心地区，而是从核心地区到“想
象中的边陲地区”，一个让他们也许在核心地区能体验到边陲地区的刺激的地方。尽管重庆大厦多年
来有一些负面新闻，但它在香港的地理位置令它成为中心地带，仿佛是一个能让人们在比较安全的环
境下，体验南亚和非洲文化的地方。

30、《香港重庆大厦》的笔记-130 人群

        中国内地人旅店店主说自己更喜欢西非穆斯林和日本人 
如此讽刺 又赤裸裸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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