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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香港》

前言

　　我，自然是“恨”香港的——“恨铁不成铜”的恨，也是陈异那阕《恨情歌》的恨。有段时间想
到走，事实上也坐言起行，在某年的夏天，一个人流落某城，等候申请的回复。　　要去领回护照的
下午，也是一个人，我在使馆坐落的街角咖啡店叫了支可乐。当地的服务不像这里，汽水是瓶子跟玻
璃杯一并上的，顾客还可以要求冰块。后来，我从使馆出来，再次路经咖啡店，心情因为申请的成功
而轻快似生了翼，便在它的门口来回转了两圈。　　签证是四年的，我却在第四个月便回了香港。之
后，不是不想回去，而是一上飞机就有逃避现实之感——有待解决、处理的问题，统统不在另一头的
目的地，所以才会把它当成偌大的被窝——累了，要做梦才爬进去。清醒的时候，当然全部留给香港
。　　正式居民的身份，如是在跟“她”聚少离多的情况下失效。去年夏天，我托朋友找回为我办申
请手续的律师商议，她说：“放手罢。”——俨如一段婚姻的仳离。　　对于“他乡”，我有丰富的
感情，只不过我也知道，我更渴望香港好。　　而，一些曾经在她身上得齐料的人们，都不再对这块
地方抱有期望了——尤其当初的归属感，只是出于单纯的感性。于是，他们一边瞧她不起，一边剥削
她的物资，并且随时作好离开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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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香港》

内容概要

“等待香港”系列选取林奕华近二十年来在香港、伦敦以及其他各地写下的关于香港的长短文字，名
称取材自贝克特的经典荒诞剧《等待戈多》，仿佛心中有个等的对象，而我们可以做的就只是被动地
等待。香港是个同样荒谬的地方，香港以什么方式存在？还可以什么方式存在？
《永远的香港人》是“等待香港”系列的第一部，林奕华眼中的香港芸芸众生，小男人、小女人、世
故少年、犬儒学者、师奶之城、欲望都市⋯⋯个中也有几位英雄挺身而出，孤独的光芒显衬得这座浮
华的城市愈益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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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香港》

作者简介

林奕华，横跨剧场、舞蹈、电影、教育等不同领域的香港多栖创作人、批评家。中学时在香港丽的电
视与无线电视任编剧。毕业后与友人共同组建前卫剧团“进念·二十面体”。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五年
旅居伦敦期间，自组“非常林奕华”舞蹈剧场。一九九五年回港后致力推动舞台剧创作，编导作品超
过四十部，并与不同媒体、不同城市的艺术家及团体合作。一九九九年获香港艺术家年奖。近期舞台
代表作有《张爱玲，请留言》、《十八相送  十八个与爱人分手的故事》、《半生缘》、《包法利夫
人们》、《水浒传》及《华丽上班族之生活与生存》等，除香港外，表演足迹踏遍伦敦、布鲁塞尔、
巴黎、新加坡、澳门、台北、北京、上海、南京、杭州、西安、重庆等各大城市。一九九四年凭电影
《红玫瑰与白玫瑰》获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出任香港影展、柏林影展等多个海内外电影节评
审委员。在数个香港电视与电台节目中担当主持或评论人。自一九九七年起至今担任香港大学通识教
育、香港浸会大学人文素质教育、香港演艺学院人文学科讲师。其批评文章散见《新京报》、《南方
都市报》、《外滩画报》、《上海一周》、《明日风尚》、《号外》等各地报章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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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香港》

书籍目录

代序 恨香港
Ⅰ 永远的香港人
为什么我不是周星驰的fan？
成为张艾嘉
帮莫文蔚改名
假王菲之名
刘德华是下届香港特首，为什么不？
为什么人人都想加入娱乐圈？
情歌已死
K歌时代
新片开画的日子
长剧
永远的香港人
仙蒂瑞拉的水晶鞋
娼妓作为隐喻
在水泥地上种花
穿上符号
香港圣人
千年一次的作秀
香港人喜欢的韦小宝
最后一次庙会
承认妒忌欣宜的没有几个
《老港正传》：“被动”的香港
香港是座孤儿院
Ⅱ 香港靓女多不多
Re-inventing Hongkong Women
这幅叫“死神与少女”的画，让我想起张柏芝
摩登女性
小姐还是太太
我太强
有事钟无艳
情人节你快乐吗？
I Shop,Therefore I am
香港靓女多不多？
丑女启示
Power is sex
水着
为什么女人不愿意长大
戏剧里的女人
女人就是女优
女人仔
师奶与娇妻
师奶兵团攻陷香港
拯救性感
女人不坏
假如明天我变成女人
香港女人的百年孤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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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香港》

样板香港女
Ⅲ 从小香港人
刘德华还是周星驰？
大学生的八卦与功利
谢霆锋启示录——给教育界
当梅艳芳已成过去
子女之爱
知识分子的下场
愚昧的“儿童”
青年与权力
“好学生”
我不入大学，谁入大学
罢考太好了
进入十六岁
等待香港
十七岁学生族之适者与生存
我不明白
从小香港人
Ⅳ 好Intellectual
凡人与狗，不得进入
《号外》震荡——从八月《号外》的“中文运动”说起
大学讲师
知识分子
文化人何苦为难文化人
詹瑞文反转香港剧场界
附录 公开的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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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香港》

章节摘录

　　Ⅰ 永远的香港人　　为什么我不是周星驰的fan？　　因为我不是灰姑娘，我不需要玻璃鞋。因
为我不指望被神仙打救，所以我不迷信童话。因为我已看得太多太多的荷里活电影，我对公式化的梦
想成真已非常厌倦。因为如果我不想做这些幻想的奴隶，我便必须从童话世界走出来，鼓起勇气面对
被童话说书人形容为十分可怖、丑陋的现实世界。因为现实世界纵然千疮百孔，但不见得会比那刻意
被愈描愈虚幻的童话世界更恐怖。因为童话其实不仅用来哄孩子入睡，它还可以把成年人如你和我催
眠。作为一个中国（香港）人，我已经够自卑和没有自信了，我最需要的是学习脚踏实地和进步，而
不是再多看几部周星驰的电影来麻醉或暂时忘记我对自己的不满，甚至是自我憎恨。我如果不想做一
个后现代阿Q，我首先要停止幻想自己也有“特异功能”。　　由《赌圣》到《少林足球》，大部分
周星驰所扮演的角色看上去都是平平无奇，其实是真人不露相——若不是天生神拳，就是拥有神腿。
而这些角色的际遇又总是万变不离其宗：先是怀才不遇，饱受欺压，继而忍无可忍，最后天赋的神力
会助他反败为胜，从此平步青云。这条方程式和《仙履香缘》（Cinderella）如出一辙，所以我一直都
说周星驰就是灰姑娘的男装版。而当男性观众在看《赌圣》、《新精武门》和《少林足球》时所产生
的情绪反应和投射，其实与女性观众在看《仙履奇缘》时是一样的——周星驰情意结之于男性，就是
灰姑娘情意结之于女性。　　灰姑娘和周星驰电影中的人物最为相似的一点，便是她和他（们）都要
“忍辱负重”。但周星驰所谓的“屈辱”，往往只是跟钱有关。没有钱，一个人便没有力量，连站都
站不起来。《少林足球》的那群落难少林子弟，虽然口口声声“理想破灭”，电影却从头到尾没有交
代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究竟为何物，更不知道如何破灭。是发扬少林精神失败吗？但在世界各地不是一
直有人在推广少林？还是要把少林精神推向更高层次？如果后者是他们的“理想”，我便无法理解打
赢片中的球赛对于达致这个抽象的目标有何作用。但我完全明白球赛的结果将是他们能否脱贫的关键
，所以观众才会紧张比赛的输赢——谁不关心一百万奖金花落谁家？　　有钱才能“兑现”别人的尊
重，没有钱便不是“人”，因而不论受过多少挫折和自我否定，只要赚到钱，自我感觉随之亦会变得
良好——是实际利益让这一群少林子弟重拾信心，而这也正是《少林足球》派给观众的定心丸。　　
在周星驰的电影里，“幻想”的价值明显比“理想”更高——当现实不过是由各式各样我们不想承受
的暴力所堆砌而成。而偏偏这些“残酷的现实”又是周氏电影中让人看得最“过瘾”处之一，当中除
了包含虐人的刺激，也有自虐的快感：“一个追求理想的人合该受到变态式的身心折磨。”可以的话
，我们当然会想尽法子少吃这些“因为追求理想”而得到的苦头，多尝甜头。因为这样，“理想”在
周星驰的电影中，往往不是被扭曲，就是空口讲白话居多，实际有所作为却少之又少。最佳例子是《
喜剧之王》的男主角，他的所谓“坚持理想”，更接近是对客观世界失去观照能力的喃喃自语，痴人
说梦。假若像他般似是精神有问题多于理性地处理自己的梦想也算是“坚持理想”，我认为周星驰对
理想若不是有所误解，便是明褒暗贬，拐个弯把它揶揄羞辱。　　但是你别说，我怀疑“丑化理想”
在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庞大的市场，可是由于中国人对理性——不论是在文化方面，还是对自己的要
求，仍然有着太多莫名恐惧和抗拒？除了是对外在环境的期望，“理想”同时也是“自我”的一幅自
画像，所以热衷于“丑化理想”的人，有可能也是在宣泄对丑陋的自己的怨恨。如果这个说法成立，
我们不免要问：为什么中国人会认为自己“丑陋”？是潜意识在作祟？还是有意识地自我轻视？其中
一个“自丑”的原因，会不会是我们一方面太过依赖外国人的价值标准，但又坚持不肯承认自己老是
追求外国人的认同？　　《少林足球》最后的一场戏，是“把少林武术发扬光大”的周星驰和赵薇登
上了《时代周刊》封面。大块周刊封面的广告板底下，是一大群中国人分别用“少林功夫”来剪草、
泊车、追巴士——看着用高科技拍成的这个“生活化”得带点愚蠢的场面，我不禁发出以下的感慨：
（一）“少林功夫”并不是什么精神、哲学或艺术的领域，而是一种换取方便的手段。说到底，实用
才是中国人恒久追求的最高价值标准。（二）尖端科技早已帮助人类实现许多不可能的梦，而在上述
片段中，少林功夫却被用来反科技。这叫我想到中国人既要与文明世界接轨同步，却又必须靠夸大自
己的“特异功能”来突显民族的优越性和迎合国际市场。像这般自相矛盾和兜兜转转的路，我们面前
到底还有多少条，还要走多久？　　成为张艾嘉　　自1997年开始，我一直替香港大学的通识教育部
策划及主持课程。有时候因内容需要，我会邀请嘉宾出席跟学生面对面作交流。最近一次是张艾嘉。
当天的题目叫“成为张艾嘉”，目的是借张亲自讲述她的成长经历，给学生带来不一样的有关“成为
”的概念。却没想到在筹备讲座期间，有人竞提出疑虑：你有把握我们的学生都知道谁是张艾嘉？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只差没把“有有搞错？”说出口。但冷静下来，才知道这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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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香港》

并非完全没有理据和多余。因为香港人的记忆力本来就不“好”——是历史做成还是社会的错，这里
既没有足够篇幅只好不作讨论。加上张一向有着“不知道算是台湾人还是香港人”的尴尬身份，也就
使她在本地文化的重要性上，多了一抹暧昧色彩。如果上面两个说法仍叫你摸不着头脑，或觉得我在
有意无意间用了“政治化”的角度来解释新一代香港人对她的陌生，那么，下面的理由应该直接得多
：（一）她虽然演过港产片，但没有唱过广东歌；（二）她从没演过无线电视剧（即是没进入每个香
港人的“家庭”）；（三）她的形象很中产（包括她所灌录的国语唱片的概念）；（四）她已经五十
岁了（虽然看上去像三十多一点）。　　四点之中，我想以最后一点最容易被人接受为“年轻人可能
不知道张艾嘉是谁”的原因。不过，有趣的是，当“成为张艾嘉”讲座进行到观众发问的环节，在众
多踊跃举手的（女）学生当中，竟然全都是二十出头，而且，一张口都是普通话发言。这似乎说明了
“代沟”并不怎么存在于张艾嘉和从大陆来的年轻人之间，反倒是香港二十几岁的一群却对她蒙蒙眬
眬，有关她的联想，最近的也只是六七年前的《心动》，连她前年拿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
的《天长地久》都印象全无。更叫人惊讶的是，在座中竞有人连她的儿子曾遭绑票都不知道。　　那
么轰动的新闻都没有听说，可见已经不是张艾嘉够不够红的关系，而是香港年轻人对于演艺人物的认
识和接受程度，其实主要还是靠“匙羹饲养”（spoon-feeding）而不是自动自觉地吸收。或，事情可
以反过来看，“匙羹效应”不只存在于大众与演艺圈之间，它根本就是香港人的成长模式，近年甚至
出现了愈是年轻的香港人愈是缺乏个性的普遍现象。这些年轻人当中，纵或有人有机会因投身演艺圈
而变身万众仰望的星星，然而他们的气质也不会因位置变了而有所提升——他们不过是从被喂饲的一
方变成匙羹，一切言行还得听从利用他来喂饲大众的那只手。　　要在香港取得“大众”的认同以至
欢心，我认为有一点非常重要：这个人的出身最好是中下阶层，即“草根”。香港最受落的明星偶像
中，可以说没一个不是类同的背景，近年的例外可能只有陈奕迅。然而他的高官父亲的贪污案件，又
可能替他重新“拉近”了大众与他的距离——有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金钱诱惑的面前，原来还
是“平等”的。大众除了因为子不应承父过的原因同情陈奕迅的处境，这桩事件多少也会淡化了一直
以来他那留学英国，会唱意大利歌剧的“番书仔”形象，让他稍稍变得地道香港人一点。　　香港的
演艺圈虽然不至于是香港社会的真实写照——你甚少会在港产片以至电视剧中看见“中产阶级”的生
活状况——但是，你却可以说它是个不折不扣的反映：这社会其实没有“中产阶层”。表面上有着中
产收入的香港人，当中许多的价值观念仍然是由草根的心态来操控。所以，香港电影人纵使对晋身荷
里活有着再多的幻想，他们暂时都只能充当荷里活制度的工具，例如在技术上协助，而不是自成一派
，如鱼得水。美国是以中产阶级为支柱的国家，如果不能摸透他们的中产心理，香港人（中国人）只
能拿他们的钱来拍他们想看的电影——永远的动作片、武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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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香港》

媒体关注与评论

　　他很有辩才——既同闲杂人等辩，也与自己辩，什么都有道理，什么道理都可以在他这边。看林
奕华的文章，我庆幸世界处处都是“不对”要是一切称心如意，大概他不会拿起笔来，气急败坏地写
，如泣如诉地写。　　——迈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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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香港》

编辑推荐

　　第一个将香港形容为孤儿院的人如果是天才，我很乐意饰演拾人牙慧的蠢才。　　上帝创造女人
，但不包括“香港女人”。　　大学，为何不是培养更多有承担感和道德勇气的学生（及学者），而
是替犬儒与机会主义者制造了温床，或避难所？　　年轻，如果就是必须与一个无时无刻不想把自己
摔倒的巨人进行徒手搏击，请问一切自命“青春”的成年人，可会愿意为了体会这种感受而放弃手上
所持的权柄和武器不用？　　当幻想遇上幻想，幻想只有破灭。现在那么多人愈谈恋爱愈对“对象”
失望，愈对“对象”失去乐观和信心，便是因为睁着眼睛地盲饿。　　我认为“戆居”是不足畏的，
甚至，当人人都视蚀底如死，少几个“精明”的，多几个没所谓的，反而是社会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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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香港的味道
2、有自己的视角。。。要是我，绝对不分析，也分析不了。。他分析的有一定的趣味。。
3、文字细腻，感情真挚。面对现实，直击七寸。说的是香港人吗？我觉得两岸三地确实是打折骨头
连着筋，一样的中国人。第二部分，基本是在讲女性的自尊自立，比大部分所谓“女权主义文学”更
有力量。书很好，每个人都应该看看，慢慢看，至少以我这种大众水平是这么认为的。
4、忧虑与期待。
5、我以后都不买专栏集了，一篇文章、一个语气来回写，不好玩
6、敏感与过于敏感 矫情与自我反省 大概是爱之深 责之切 觉得林奕华看香港就好像夫妇之间 虽爱他 
却又常常容不得那些让人抓狂的毛病 
7、不好读，不知道是不是隔海问题，林有点小气哦。
8、香港
9、大一在亚马逊买的书，终于看完了。
10、写得略装逼。
11、最后的情书真是...
12、等待香港（永远的香港人）
13、林老师旁征博引，看得热闹非凡。
14、这书读起来真是艰难，有不少是当时新闻的评论议论，又有不少粤语看不懂，好像对什么都是批
评，但又觉得可能真相就是这么刻薄?不过有朋友推荐他的戏剧好像还不错，如果有机会就去看看
15、很精彩
16、家长里短
17、放了#永远的香港人#很久终于翻完，写得还算中肯。无论是香港人上海人还是北京人，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很容易带着太多地域特点，有些甚至是人际交往里令人不舒服的，就好像TVB里更多取材
市井而不是讲香港的中产。提醒我，多了解和吸收这个世界的不同面貌，才能不让人明确定位被标签
化脸谱化。
18、写的是香港，但我当上海来读的。
19、又是一本与想象有出入的书，可能香港人看比较有同感吧，虽然林很出名，但是仍然适应不了他
的思路，作为时事评论内容也确实旧了点
20、才子
21、林奕华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透彻的审视香港这座让他又恨又爱的城，字里行间的失望与希望，
很多文章虽然写于十多年前，但有些观点拿到今天的我们这里同样适用。
22、香港是什麼對一些人來說她又意味什麼。
23、他一定很爱香港，他说了很多东西，今天，我们依然在讨论。
24、有一些人把态度摆出来既是人生。
25、林奕华是如此的双鱼女。我虽然很能够感同身受他某些善感浪漫又多愁的思绪，也大致能勾勒出
他的思维世界，但他的文字真的过于拗口（或是思辨意义过于强大和繁复），读一页要花很长时间，
一句话需要反复来几遍才能分清主谓宾和意思，简直有点像在做阅读理解。最近梁祝和恨嫁正要上演
，虽然不怎么偏爱他的文风，但他的作品依然很有个人特色，还是喜欢的。林生加油~
26、本来只是想了解你更多，意外却开始反思起自己来。觉得自己很糟糕。成长的定义不在年龄 却是
在于一个人能有多少独立思考。我多么希望可以给你一个舒适的 有归属感的空间。
27、清理书柜，不记得哪年看过的了。
28、送来的书好脏
29、笔者何尝不是“永远的香港人”，看重形式，轻慢精神。
30、肿么有点不喜欢他的文笔
31、二星半 可能是在手机上看的缘故中途断了几次想弃。林在书里针砭时弊以深爱的口气抒发对自己
所处这片土地上发生之事的不满与意见 他给序题名「恨香港」我想正是因为热爱才更期望它完美吧因
此容不得一丝丝的缺憾 但每篇的笔触都具批判性适合那些把香港奉上高地的人看看 香港也有很多不
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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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想不到你是这样的林奕华，近距离看香港既视感
33、这个系列三本书副标题不一样~还以为永远的香港人和香港制造是社会文化分析类随笔，结果三
本全都是讲娱乐圈的。。。何况基本都是十年前的新闻。。什么《少林足球》之类的。。太古早了~
34、初读很一般，越读越有味，可能是文章编排顺序关系。爱之深责之切吧，才会把香港的奇经八脉
通通拿出来数落一阵，识时务的聪明人比比皆是，一往情深的智者少之又少，八卦小道消息漫天飞，
将你捧上神坛的下一步就酝酿将你拉下地狱，大众就爱这种妙不可言感觉吧
35、不觉得好看啊!
36、知识分子带着知识的眼光看待一切的事物！ 
37、看到最后才知道林奕华也是个同志，忽而感觉更亲近了。
书中的很多观点，已经过了十多年，也仍未过时。
38、婉姐借给的书 就是这么欣赏林奕华 他的文字是愤懑的，他的戏剧其实披上了欢快的外衣骨子里还
是他的文字。我认为文人和艺术家是社会人文的第一推动力。
39、一些世纪初左右写的文章到现在还是很适用，看来十年也并没有变多少。一些写大学生的文章又
是跟戳痛处啦。一个在现实城市中的愤青。不知道在928后他又会怎么想呢
40、在水泥上种花。这个描述倒是可以借过来描述自己，感性与冰冷的统一。心里有太多 fantasy 但是
缺少 dream。蛮反思的一本书。
41、这一系列都非常好
42、看完很多观念有了清晰的认识。
43、对香港娱乐圈无感  对林先生港式文风不解 ps 讲话非要夹英文吗
44、I267/1/4402-1
在一席看过林奕华的演讲，主要讲剧场设计、装置艺术等，样子很谦逊、文艺范、有气质。
港岛的文化氛围相比大陆始终是比较宽松的，就怪不得林奕华始终表明"永远都是香港人"了。

45、也不过是知识分子从娱乐业的角度解读香港文化罢了。倘若你不是对香港怀有浓厚的感情或者恰
好人在香港，应该是很难读下去。林的行文，太刻意了一点
46、林奕华真可爱。
47、看了三分之二，决定弃⋯⋯
48、不言好坏，只是多一个看问题的角度罢了。
49、看着有点烦，没看下去。
50、“丑陋的香港人”？
51、#第29本# 我是非常爱这本的，也是这本让我入了大林的坑。在图书馆选了好多本香港词人（夕爷
抱歉）、艺术家的随笔，就这本最看的下去，思路清晰，一针见血，引人深思，不只是香港的痛，也
是内地的痛。且是我看得为数不多对女性如此关切和深思的学者（在微博上表达了感谢，某林回复我
了，哈哈）
52、绝大多数都是十五六年前写的短文了。
P34：香港人对“幻想”情有独钟，很大程度是因为曾经见证香港这位灰姑娘在“一夜之间“飞上枝
头。
53、难读
54、一针见血的锋利，但如果智慧和博学只是用于攻击，那只是高智能的流氓。
55、附录比较好看啦
56、一个善于思考、思想深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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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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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等待香港》的笔记-第46页

        忽然觉得林弈华的书不好看，文字读起来就是不顺畅。

2、《等待香港》的笔记-第16页

        但在今天，光是行注目礼而不可再进一步的“睇”明星风气已渐渐过时了，因为以往“睇”明星
都是借仰头向着九十尺高的银幕来崇拜高高在上的大明星，而现在的明星却都在小匣子出生

摩登女性  P71

3、《等待香港》的笔记-第148页

        “大学生”起码要知道自己为什么入学。若你问我，三年大学生活的最高目标是什么：是要令自
己成为跟之前不同的一个人。若是做不到比以前更好，至少要知道不够好的地方在哪里，并且有勇气
去挑战自己。

4、《等待香港》的笔记-第55页

        没有自由，人们就不可能创造希望。内地的中国人愈自由，理论上便愈能面对自己的潜能和欲望
，同时知道自己想要和需要什么。当他们在这方面的发展渐趋成熟，而香港却仍旧只是一个转售各地
货物的商场，不能生产有个性的品牌，它将逐渐失去对内地人的吸引力，届时，可以出国的人将直飞
世界各地寻找更独特的购物经验，唯有经济条件不足的，才会在这里花上一点点的钱，作为不能随心
所欲、自由行走的补偿。

而这一点点为了补偿而花的钱，最终是不会令香港富有起来的。

5、《等待香港》的笔记-第142页

        写香港女人的文字又冷静又刻薄，还好有点意思了。

6、《等待香港》的笔记-第150页

        非黑即白不会让我们更立体的认识一件事。我们必须对自己的“无知”有一定程度的自觉。论断
是运用权力的方式之一。只凭表象去论断对错（泛道德化）是长久以来最被诟病饿教育模式或陋习。

7、《等待香港》的笔记-第57页

        1.嫉妒是一种带有强烈社会性的行为。
  嫉妒别人的那人越是对另一个人密切注意和强烈关心，他就越会把自己抛回可怜的境地中。

2.太赤裸裸的虚荣心，和不被自己接受的自己

3.做人必须完全操控自己的命运，不管环境多么恶劣，时代多么不堪，我们该像郝思嘉般不能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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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可以选择的话，我们都情愿得到别人的爱护与怜惜

4.入大学既不是寻找自己，又不是完成自己，但一样有很多人始终相信“我不入大学，谁入大学”

8、《等待香港》的笔记-第41页

        ——《在水泥地上种花》如果年轻人在生活中接触到的价值讯息是倾向虚无、功利和没有东西值
得相信，他们对待“通识”的态度也将如此，所以听闻很多课程都是报名人多，出席率却随课堂次数
递减。换句话说，学生们纵有一丝丝的好奇，却始终不愿付出承担。他们似乎并不明白，“”爱情“
是不能学习的，然而唯有一个人通过知识的追寻，发掘到自己的兴趣，建立起可以被喜欢、被信任、
被要求、被委托的自己，他的世界才容得下爱情，或者，他才会成为可供爱情种子开花结果的土壤。

9、《等待香港》的笔记-第148页

        ”大学生“起码要知道自己为什么入大学。若你问我，三年大学生活的最高目标是什么：是要令
自己成为跟之前不同的人。若是做不到比以前更好，至少要知道不够好的地方在哪里，并且有勇气去
挑战自己。

10、《等待香港》的笔记-第145页

        最常听见被借用来替”大学生“找下台阶的，确实就是数字。例如这年代最优秀的那百分之五，
肯定比十年前的那百分之五更精英。听了这个比较，我通常会想：谁知道其余那百分之九十五的散布
在社会各阶层的庸才所造成的破坏，可是这百分之五所能修补？

11、《等待香港》的笔记-第125页

        人生观同时反映一个人有没有世界观。任何觉得需要拥有世界观的人，都是因为自觉渺小。这份
自觉性，推动他从对本位的确定，提升至更多元化与多样化的追求，包括在人格上、智力上、感情上
，以至对自己以外的人的关怀。寻找更大的世界观是为自己开拓更广阔的天地，过程中将考验一个人
的胸襟、耐力、创意......都是把我们带到内心里去观照自己的途径。

12、《等待香港》的笔记-第20页

        1 甲之熊掌,乙之砒霜.

13、《等待香港》的笔记-第72页

        1 这些个人选择本来都是无可厚非的，但社会就是社会，它的构成往往不是一个一个的个体，而是
一群一群的大众，故此，在很大程度上，结婚早已不只是二人世界的体现，却是经常被利用来排挤，
压迫别人，或借此炫耀自己的令牌。

2 《倾城之恋》的结尾早已写过：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
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14、《等待香港》的笔记-第38页

        “精神当娼”锁隐喻的，是一个人在现实中没有选择，所以才向现实低头。而站在对生活妥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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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上谈民主，只会成为一些姿势和表演，民主的精神和意义必然受到扭曲。

15、《等待香港》的笔记-第23页

        这时候如果有人建议“走出K场”，他便会换来一双双不知是惊愕、怀疑，还是抗拒的目光，犹如
站在他们面前的是外星人，或异端。却不知道是K歌世界里的许多狭隘封闭的观念，令我们周围变成
黑暗的中世纪。是因为K歌听多了，才有了这样狭隘的情感观吗？？
或许，我就是。

16、《等待香港》的笔记-第80页

        男人愈“怕”女人，女人愈是要化悲愤为力量。荷里活的经典爱情电影如《俏郎君》（《往日情
怀》）、《纽约，纽约》、《非洲之旅》（《走出非洲》）无一不是以男女的角力为题材，但它们的
结局从不会是狮子终于回到绵羊身边，却是狮子有尊严地独守着大敌和夕阳。

17、《等待香港》的笔记-第32页

        沾沾自喜自己与伦敦、纽约齐名，但又自觉水平不够，于是明刀明枪地模仿抄袭，骨子里却对他
们的文化、艺术兴趣不大，有时间也情愿打麻雀或长卡拉OK。

18、《等待香港》的笔记-第180页

        但，儿童是不会自动停止学习的。世界对于他们，太多道路未有名字。要生存就要学习，所以再
愚昧，也可能是暂时性的。除非他们存活的周围，尽是既不要求自己、也不要求世界的成年人，那么
，无知变成了生存的法则，儿童们自然有样学样。

19、《等待香港》的笔记-第143页

        将中国人（香港人）的自卑转化为可被消费的自我膨胀，一直是周星驰电影的最大亮点卖点。

20、《等待香港》的笔记-第149页

        但我想我不会像我在传媒里看见的一些老师和校长般，引导学生们一面倒地“声讨”谢霆锋，更
不愿意看见我们的社会再次追打过街老鼠般围攻一个人——以“绝对的正义”如“文革”般批斗。因
为这样只会曝露出，这地方的人只会宣泄情绪而不懂得独立思辨。
“谢霆锋案”无疑是很好的社会教材，不过我不认为它必然是反面的。若一开始便把事情看成“黑”
与“白”，结果便离不开“对”与“错”的两极。现在很多人都学晓了说“非黑即白不会让我们更立
体的认识一件事”，然而说归说，一旦厉害当头，我们还是马上投向惯用的思考模式。传媒大幅引述
的学界言论便是明显例子：谢霆锋因某些理由做错了事，边等如我们是绝对的“对”，儿当法庭的判
决出现与大众期望不符的情况时，“教育界”第一个反应当然就是负面的，“叫我们以后如何教学生
”“香港教育精神自谢从法庭出来一刻已经死亡！”
为什么不是相反——恰恰就在谢霆锋重获自由的时候——让大家看见了更多教育的空间？
我的意思是，实际情况远比表面复杂的时间，倒是判决出现与大众期望不符的情况，本来正好让我们
一起对“表面”，“期望”进行反思，而在反思的过程中，教育应该发挥应有的功能，帮助大众穿越
重重的价值障碍，认清事情的本质。
最基本的，是我们必须对自己的“无知”，有一定程度的自觉。以谢案为例，能全面掌握事件始末的
人有多少呢？或者，对事件的细节以其复杂性有有“知的兴趣”的人有多少？如果一个人仅满足就媒
体报道的一切来作出判断，评论，凭什么他能说服别人——更重要的是自己——他的判断不是人云亦
云，或只是合乎个人利益，基于他对当事人的偏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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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疑虑在某些时候可以是全不重要——你和我都知道，那便是当个人与集体不存在意见分歧之际。
“人多势众”形成最强有力的保护网，同时让一个人有机会凭着依附“社会”来运用他单独所没有的
权利。
论断是运用权利的方式之一。只凭借表象去论但对错（泛道德化）是长久以来最被诟病的教育模式或
陋习。

21、《等待香港》的笔记-第79页

        两出电影的结局，都是宣扬女人最需要的两个身体部位偏生长在男人身上：一是肩膊，二是怀抱
。荷里活的经典爱情电影无一不是以男女的角力为题材，但它们的结局从不会是狮子终于回到绵阳身
边，确实狮子有尊严地独守着大地和夕阳。

22、《等待香港》的笔记-第17页

        1.娱乐事业贩卖的是幻想，它既有办法叫大众集体看见五光十色的幻象，当然更懂得如何让每个人
对自己产生幻觉。

2.理论上，不同人可以因经验不同而得到属于自己的体会，而不是千万人在看过同一个典籍后只能分
享作者的一个观念。

3.主动地被动，被认为是很多男性的通病，因为社会文化给男性灌输了他必须担当主动地角色，就算
没有兴趣和能力，也要做个勇于承担的样子。、
  被动的 主动，则是女性待人接物的黄金定律，特别是在与男性相处之际，因为矜持被认为是女性的
一种美德。

4.K迷要做的，只是去谈K歌世界里的恋爱，待恋爱失败后，又回到K场里借助酒精一样的K歌，把心中
的苦水如醉酒之后的秽物尽情呕吐出来。
  然后便是下一轮循环的开始：谈头脑简单的恋爱，唱心理复杂的K歌，最后又是在一首又一首为迎合
爱情失败者这个大市场而写的分手歌失恋歌自虐歌自怜歌中重遇千疮百孔的自己。
  美丽的音乐是美丽的湖，有意思的文字是给掷在湖面上泛起涟漪的石子。美丽的涟漪犹如美丽的思
想，美丽的思想在一个人脸上荡漾出美丽的微笑。这些，都需要心灵上的安静，否则我们无法体会音
乐的力量；我们无法体会自己的力量，也就是一个人的力量。

5.现实的意思，就是不做无谓的行动与妄想。

6.在水泥地上种花。
  水泥地是什么？那就是香港人表面脆弱，其实硬得结痂了的心。那就是表面感性，其实计算无比的
人生观。

23、《等待香港》的笔记-第148页

        ——《大学生的八卦与功利》“大学生”起码要知道自己为什么入大学。若你问我，三年大学生
活的最高目标是什么：是要令自己成为跟之前不同的一个人。若是做不到比以前更好，至少要知道不
够好的地方在哪里，并且有勇气去挑战自己。

24、《等待香港》的笔记-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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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凡与平庸的差别，在于前者是生活的取向，后者却可以被统治者借着经济、政治手段来达致对
人们的思想控制。其目的是让人们满足于低层次的生活权利，因而失去对自己的要求，于是整个社会
变成千人一面，不独会自动减少异类的声音。就是有人＂与别不同＂也不用劳烦统治者与他的管理班
子把他碾出去----群众自会相互监察，再把不一样的人排挤。

25、《等待香港》的笔记-第66页

        他们并不明白，“爱情”是不能学习的，然而唯有一个人通过知识的追寻，发掘到自己的兴趣，
建立起被喜欢、被信任、被要求、被委托的自己，他的世界才容得下爱情，或者，他才会成为可供爱
情种子开花结果的土壤。

26、《等待香港》的笔记-第43页

        ——《穿上符号》凡事净拣现成的，根本已被我们习以为常，甚至，引为香港人的本色。

27、《等待香港》的笔记-第133页

        直至艳照门事件令这种品牌式的想象随着代言人阿娇“失信”于群众而碎了一地——上至八十岁
下至三岁都齐声高呼“我被（她）骗了！”。“骗”人的，当然不是乖女孩，却是“坏”女人。令阿
娇在电光火石般从天使变成魔鬼的“谎言”，是她早前说跟陈冠希不熟，却让我们看到她为他风情万
种的pose。大众的“受伤害”是建立在对阿娇形象的信任上，即是，我们把对阿娇的想象当成了是她
对自己的想象，既然她在我们眼中是阳光下微风中晾晒的白校服，她便不可以想象自己是一袭SM情趣
内衣。

更不要说，我们是否可能是借她的白校服形象来满足由我们亲手给她换上情趣内衣的欲望了。

如果阿娇的艳照没有曝光，我们便永远是在主动的位置上幻想她、欲望她。但今天她在艳照中的一颦
一笑一举一动却变相令我们成了不得不接受现实的被动者，导致大家承受挫败感和失落感，才是阿娇
“坏”得必须“公开道歉”的原因。又或，为了挽回面子，我们情愿给阿娇铺垫她是“受害人”的下
台阶，没想到“交代会”上拒绝配合的她不哭反笑，用行动证明演戏讲台词都可以，欺骗自己便不能
接受。是的，廿七岁的一个女人，为什么不能因为欲望帅哥而身陷泥沼，却一定要以“感情被欺骗”
来博取大众同情？

28、《等待香港》的笔记-第178页

        平凡和平庸的差别，在于前者是生活的取向，后者却可以被统治者借着经济、政治手段来达致对
人们的思想控制。

29、《等待香港》的笔记-第13页

        不过，消费流行音乐的人们大多数志不在歌曲而在歌者。

30、《等待香港》的笔记-第39页

        《在水泥地上种花》所谓的“创意”，于是成为外在的东西：并非通过一个人的自我认知，从而
发掘他有哪些独特的思维、想法、气质；却是机关算尽，老想着成为别人眼中的什么，而不是他这个
人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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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等待香港》的笔记-第37页

        他受过高等教育，拥有影响社会的权力，而他感到委屈，可能是对工作没有热爱，缺乏感情，有
如一般人心目中妓女与嫖客的关系。所以他会觉得为了搵食便要出卖自己。

32、《等待香港》的笔记-第84页

        你一定听过有关送花的金科玉律：（一）如用花店的delivery service，务必要在对方的住址与办公
室之间选择后者；（二）如果是亲手送上，最好还是约女生在公众地方见面，让送花的仪式在众目睽
睽下完成。上述两个场合虽然不同，但均让收花的人有机会成为焦点，而这，或许才是女生们最渴望
与最需要的“礼物”——能让她们的“幸福”被看见。

33、《等待香港》的笔记-第5页

        很多判断或评价都源于感性意识，林奕华式的情绪思考

34、《等待香港》的笔记-第154页

        歌功颂德永远比分析，评说，论述容易。因为肯定权威要比争取自主容易与安全得多。也许这正
是香港人目下必须面对的矛盾：有些教育工作者口头说要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但在实际行动上却带
头随波逐流——甚至不自知，学生若说真在过程中学晓什么，我想只有三件事：无知（人云亦云），
虚伪（明知道自己不相信但跟着做）和犬儒（耻笑别人假与蠢，但又觉得自己不能改变什么，最后变
成不相信世界上有“真”与“诚”）。

35、《等待香港》的笔记-第8页

        Maggie是洋名“玛格烈特”（Margarita）的亲昵称，就像男名中“比尔”（Bill）是“威廉”
（William）的简称。

36、《等待香港》的笔记-第2页

        林奕华似乎总是在用舞台剧的标准在衡量电影，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去审视一个大众娱乐对象，
肯定会归结出批评式的结论。这也是林奕华的特点，他和香港人（中国人）较真，我们却不用跟他较
真。

37、《等待香港》的笔记-第151页

        非赏即罚、非乖即坏的判断方式无助于成长，而成长的定义不在年龄，却是在于一个人能有多少
独立思考。

38、《等待香港》的笔记-第41页

        在香港，让我想起林怀民当年的一句话：在水泥地上种花。
水泥地是什么？那就是香港人表面脆弱、其实硬的结了痂的心。
那就是表面感性，其实计算无比的人生观。
那就是在很长很长一段未来里，看不见有答应传媒机会的宿命。
那就是香港人恒久口讲一套、心里是另一套的矛盾和虚伪。
那就是看似不设防，然而无时无刻不在高度戒备别人对自己有所计算的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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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鄙夷、讪笑一切，也不愿意相信有任何事情值得付出，甚至奉献、牺牲的犬儒个性。

39、《等待香港》的笔记-第141页

        1 男人爱女人，部分理由是在她们身上看到女性的自己。
2 缺乏自信的女人即使在心情上浓妆艳抹，现实中却只能淡素娥眉。

40、《等待香港》的笔记-第144页

        一位大学生对我告白：”我们从小念书都不会羡慕读了书而考得好成绩的那位，真正令我们崇拜
的，永远是凭小聪明而大获全胜的人！“

41、《等待香港》的笔记-第74页

        我们都害怕亏本、蚀底、没有利益可图，我们又都希望自己可以付出少一点，气力花少一点，最
好是别人做得主动，就是事与愿违，我们也只会嘀咕、埋怨，总之不去考虑开诚布公，从详计议，而
只会一言不合，一拍两散，一厢情愿，一笔勾销。

42、《等待香港》的笔记-第180页

        要分辨眼前的这一幕到底是喜剧还是悲剧

43、《等待香港》的笔记-第41页

        他们似乎并不明白，“爱情”是不能学习的，然而唯有一个人通过知识的追寻，发掘到自己的兴
趣，建立起被喜欢、被信任、被要求、被委托的自己，他的世界才容得下爱情，或者，他才会成为可
供爱情种子开花结果的土壤。

44、《等待香港》的笔记-第17页

        我有这么一个想法，愈是不能或没有兴趣面对现实中的自己的人，愈是渴望加入娱乐圈。唯有在
那充满幻觉的国度里，这个人才可以在梦里做着另一个梦，一个名叫“我想是谁便是谁”的梦。

45、《等待香港》的笔记-第41页

        “通识教育”在香港，让我想起林怀民当年的一句话：在水泥地上种花。水泥地是什么？那就是
香港人表面脆弱、其实硬的结了痂的心。那就是表面感性，其实计算无比的人生观。那就是在很长很
长一段未来里，看不见有答应传媒机会的宿命。那就是香港人恒久口讲一套、心里是另一套的矛盾和
虚伪。那就是看似不设防，然而无时无刻不在高度戒备别人对自己有所计算的精神状态。那就是鄙夷
、讪笑一切，也不愿意相信有任何事情值得付出，甚至奉献、牺牲的犬儒个性。2011年5月30日晚上看
到这段话彻底被击中。这不是我想要的，我可以改变吗？内在的力量大还是外在的力量大？还有改变
的余地吗？改如何做呢？

46、《等待香港》的笔记-第57页

        反过来看，欣宜自己倒没有那么介意自己不是大美女，有的话，屏幕前的她便不会表现得那么活
泼了——亦即是大众指斥她的所谓“飞禽大咬”。她只是专心致志地做自己。这里未尝不是一种启示
：从做自己中感受到的快乐而真情流露的那个她，才是香港人嫉妒欣宜的真正原因——我们是那么害
怕别人怎样看自己而不敢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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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等待香港》的笔记-第84页

        1 全心全意把虚荣心当成体内蒸汽机的人，往往不知追求超越别人，更要求不断地抬高和突出自己
。所以有心理学家分析说，最虚荣的人其实正是最自卑的人，他们之所以凭借战胜别人与自己来自我
鞭策，全是因为潜意识里自觉微不足道，甚至一文不值。

2 送花的金科玉律：（一）如用花店的delivery service，务必要在对方的住址与办公室之间选择后者；
（二）如果是亲手送上，最好还是约女生在公众地方见面，让送花的仪式在众目睽睽下完成。--或许
这才是女生们最渴望与最需要的“礼物”----能让她们的“幸福”被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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