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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科研而走
2005年從內地名牌大學轉學來到香港的金靈，在

香港順利完成了學士與哲學碩士課程。畢業後，他
在香港從事了一年半的研究活動，今年獲得澳洲總
理獎學金，前往澳洲攻讀博士。事實上，金靈在前
往澳洲時已獲得了兩年的香港入境許可，幾乎篤定
可以成為永久居民，但他最終選擇了離開。
畢業後「港漂」的一年半歲月中，由於仍舊在大

學從事研究，金靈的事業感並不強烈，反而是搬出
學校宿舍時，他有長大的感覺。為節省開支，金靈
住在深水㝸的唐樓，而且在客廳中搭床休息。金靈
對這段經歷最大的體會是：對香港社會的印象逐漸
深刻和有多元化的認識。之前住在學校，香港的印
象是由中環的街區、建築與霓虹燈構成的。開始
「漂流」的生活後，他才逐步發現香港的多元化面
貌。「我曾經當義工，去幫助那些新移民家庭的孩
子補習英語，使他們盡快融入香港的生活。那時我
才發現，香港有很多邊緣人。」
「隨㠥內地與香港近年來的緊密聯繫，來香港攻讀

學位、從事研究的內地人也愈來愈多，為了以後回到
內地可以進入一流的研究機構，前往國外深造是一個
較為明智的選擇。」如此一來，與「漫漫七年路」相
比，自我實力的提升似乎更加重要和迫切。

為了理想而留
來自上海、從事投資分析業務的王昕媛，已經在

香港居住了七年，算是「修成正果」。為何會選擇
留在香港發展，王昕媛認為能夠接觸更加多元化的
事物、接受更多的挑戰。在香港就業，能夠接觸到
不同的社會階層，欣賞到不同的藝術甚至不同價
位、品牌的產品。早期，她覺得香港社會處處均以
利益為前提，把人看作工具， 沒有人情味。但
是，在逐漸認同、妥協後，她意識到在香港可以有
更加公平的競爭機會，這是人生發展不可缺少的。
多年來，王昕媛一點一點體驗到內地經濟崛起在

香港的投射，這種影響幾乎涵蓋了生活、事業等諸
多層面。以前去商店買快餐，若王昕媛使用的是普
通話，她認為服務態度會較為冷淡；後來，在人民
幣與港幣一比一付款推出後，她的普通話給她帶來
的是另一種更加熱情的服務。她介紹說，如今在香
港的金融行業，起主導力的是內地背景的人才，外
資企業、本港投資機構中的重要部門和關鍵職位，
內地職員所佔的比例越來越多。一個明顯的例子
是，以往如果在香港舉辦一些國際金融、貿易、投
資的會議，官方語言大多是粵語或英語，但隨㠥內
地經濟快速發展，這一類會議大多已改用普通話來
進行。
「來對了，不後悔」是王昕媛對自己七年香港生

活的總結。她認為，融入香港社會，比甚麼都重
要，所以她將自己定義為「新香港人」，在職場上
認同並融匯香港文化、價值觀，工作可以又快又
準；但在個人生活習慣、人情交際等方面，仍舊保
持㠥內地相對人情化、悠閒化的方式。已經在香港
置業的她，準備在未來幾年，將事業推向一個新的
階段，並在香港結婚、安居樂業。七年的歲月，香
港已經成為她的第二個故鄉。

為了將來而游離

來自貴州的王佼，是個性格開朗的女孩子。完成
碩士課程後，曾擔任香港職業培訓局的普通話教

師，現在是國際學校的中文老師。
來香港的初衷，是想體驗香港這個
國際大都市的多元文化，藉以開闊
視野。然而在香港生活的歲月進入
第三個年頭時，她卻「反客為
主」，認為留下來更重要的理由是
以其代表的內地文化去改變港人的
視野。
在香港教學，王佼接觸了大量來

自不同階層的學生和家長，同時也
和不同國家的同事合作。她通過對
職業的體會逐漸把握香港的生活準
則，並了解香港社會。一方面，香
港重視教育的社會氛圍讓她讚歎不
已，國際學校培養的世界公民意識
也令她受益良多。但另一方面，她
發現在香港自由的氛圍下，豐富的
信息侵蝕㠥學生的閱讀耐性，知識
的繁雜反而讓人不知所措，娛樂方
式眾多導致很少人選看政治歷史文
學等「悶」書，新一代學生對世界
的認識獨獨缺少內地這一板塊，普
遍學生創新有餘但基礎不扎實。
王佼坦言，香港給了她更多自由發展和改變的空

間，由於學生最終的目標是參加國際文憑考試，因
此她更注重培養學生的內在能力。她可以像國內的
大學一樣，在課堂上和學生討論正義、道德等哲學
問題，更可利用自身的背景引導學生了解和觀察內
地，以影響他人的心態，為這裡加入活力。內地扎
實的基礎培養加上香港開放的教學方式，使她在此
游刃有餘，對香港及學校都有歸屬感。
「我希望積極地去改變，不論是自己還是他人。」
她簡單的說，這也是她非常喜歡自己目前這份工作
的原因，通過中文教學聯繫自己和他人。留在香
港，除了開闊眼界和增長見識，同時也爭取多一些
機會影響他人。她對成為永久居民並沒有太大的興
趣，她更加感興趣的反而是如何讓自己所在的這片

土地有所改變，不論她可以在這裡呆多久。

香港也在改變
沿東鐵線一帶的房屋租金已隨㠥大量「港漂」的

湧入而不斷高漲，這些地區鮮有內地旅行團光顧，
但商場、食肆工作人員的普通話卻極為流利，部分
商家甚至以簡體字製作招攬廣告。「港漂」集中的
地區，普通話課程、中文補習等需求也大大提升
了。
從硬件與基礎設施來看，香港與內地的大城市沒

有明顯的差異，但生活的成本和壓力卻遠遠大過內
地。香港在未來有甚麼趨勢，當然值得觀察；但當
「港漂」們努力融入香港社會時，本地社會是否已
經準備好去面對和接納他們，也很值得探究。

將芳香之意化為有形，打造不朽的中華經典珍藏藝術，作為香港藝術
節的一部分，「祥和——中國香港之光：沉香經典御寶珍藏展」已圓滿
閉幕。不久前，本報記者採訪了沉香展品的收集者、冠軍科技集團主席
簡文樂，與他探討沉香藝術。對沉香文化的尋覓，體認高雅藝術對青年
人的啟迪，是簡文樂長期收藏沉香製品並舉辦這次展覽的主要目的。

朽木可「雕」
沉香被譽為「眾香之首」，它並不出自偉岸的參天大樹，而是從朽木的

沉香脂中提煉而來。簡文樂指出沉香樹在生長過程中，會遭到風吹、雷
擊、砍伐、風化以及其它動植物的侵蝕，每每發生這種情況，沉香樹就
會分泌沉香脂來「止血療傷」，久而久之，這些曾經受過損傷的樹枝或樹
幹，便會留下特殊的香味，「朽木」藉由香味便轉而稱為沉香。這個過
程，短則數十年，長則數百甚至上千年。
香港與沉香有㠥不解之緣，香港早期時常遭遇颶風，樹木容易折毀、

損傷，沉香脂分泌較多，適合出產沉香，其後便逐漸成為香料種植與貿
易中心，這亦是本地被稱為「香港」的原因。從香料貿易轉運港演變成
今日的國際金融大都市，沉香對本地歷史的溯源，有㠥特殊的啟示意
義。

沉香製品種類繁多
這次的展品幾乎遍及生活各方面，既有觀賞、拜神用的木雕，也有日

常使用的香水、香料與傢具。
十呎大的「釋加佛說法」木雕，製於清代乾隆年間，由四部分組成，

分別是佛祖像、代表智慧與忠誠、手持如意杖與經書的弟子阿難與伽
葉、以及佛祖座前的羅漢，慈眉善目之情栩栩如生。佛祖身後的輪盤，
刻工精美，完全不似他雕，卻如佛祖自有，象徵佛法的感恩、祥和與善
德惠澤四方，色調莊嚴而樸實。
而「飲水思源」木雕則呈豎直形，以靜物寫實的方式刻畫出水井、井

繩的圖景，「飲水思源」
四個字浮於井邊，兩側
對照下的井口有無限縱
深的立體感，似乎寓意
㠥「思源」是人生永無
止境的過程，有限的畫
面勾勒出無盡的思緒。
因此不難理解本次展

覽的主題為「祥和」——在心靈純化中，懂得感恩、追求永㞫。

一種超越萬物的文化
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均將香看作是一種不可捨棄的文化，而且沉香

的價值遠遠超過黃金。為何會如此呢？簡文樂的解釋是，黃金是有形
的，能夠持有，但是香，無論是有形之物還是無形之味，都可以讓人感
受到。在古代的皇宮中，香爐之鼎代表㠥君王至高無上的權力。因此，
沉香的使用，有㠥嚴格的等級限制。《聖經》中記載，耶穌誕生後，博
士們是以君王的禮節去朝拜祂，所帶的貢品就有香。古埃及製作的木乃
伊，也需要香。
在宗教習俗上，西方古代將香油塗於人的額頭是很普遍的宗教儀式，

只有類似貴族的大祭司才擁有這樣的權柄。將香油塗抹於人的額頭，代
表㠥生命獲得了救贖，達到永㞫的境界。近代，香又逐漸演變成製作化
妝品的原料。貴族與上流社會在舉辦舞會、宴會或者其它正式場合時，
以不同的香味體現每一個人具有的不同氣質與性格。
而在古中國的民間信仰中，拜神、求雨，都少不了點香，香成為對上

天的敬重，也是對自己和家人的保佑。簡文樂舉了一個眾人熟知的詞語
「香火旺」，作為對香文化的認識。「它（香）的旺盛，代表一個寺廟及
其神佛的法力，也代表一個家族後代人數眾多。」又例如「書香門第」
一詞，用香味概括深厚的家學淵源。香，已經逐漸從有形化為無形，用

以渲染人類生活中的價值和
道德。歸根到底，這一切都
是中國人對將香文化從以往
的貴族融入平民生活中的一
種表現，也反襯出香超越國
界與民族的生命力。

沉香的心靈美
簡文樂提到一個例子：曾

有一個父親讓兒子去賣沉
香，由於價錢很貴，無人問
津，於是，兒子將沉香燒黑
後以黑炭的價錢賣光所有沉
香。這表示，人的內心中有
㠥與沉香祥和、感恩與永㞫
精神毫無對應的實用思想

—人在很多時候只會為㠥短暫利益而盲從大眾，失去了對自我價值的
堅持與捍衛，心中的底線變得越來越「賤價」。
香味可能會轉瞬即逝，但是留於心中的觸動卻不曾離去。沉香，來自

於沉香樹的朽木。「朽」是經過千百年的風化、侵蝕而形成的——朽木
其實可雕，只是這樣的雕刻已經化為無形，滲入人心。芳香出於此，發
人深省，令人嘆息。「一些香港人如今已不識感恩和奮鬥，他們與香的
精神，相差太遠，沒有自我的反思。他們有沒有感恩之心呢？」這是簡
文樂由香及人的一種深刻思考。他認為，人與動物的區別在於人懂得欣
賞藝術，並以藝術來美化生活。
有時，環境固然艱難，對人的提升會有些許阻礙，但真正的能者可以

不斷超越困境、四處為家，如同沉香，不需要特別保存，無論在何處，
都能芳澤四眾，這就是高貴的藝術品質。 文：徐全

香江畔 話沉香

經常登上香港傳媒版面的外來群體，「出鏡」往往伴隨㠥本地與外來的融合、爭議性極高的社會事件等內容。在

這種輿論和社會觀感的氛圍下，來自內地的學生以及由他們形成的「港漂」群體，卻顯得極為「低調」，可以說，是

「港漂」群體見證了香港生活變化的點點滴滴。他們也存在㠥融合的問題，無論他們在香港逗留一年、兩年還是更

久，無論他們最終是否會成為香港永久居民，他們的存在，已經逐漸改寫這裡的傳統模式。某種意義上，決定「港

漂」取向的，是內地而非香港。 文、攝（部分）：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金靈在香港完成學士、碩士課程後再往國外深造。

■王昕媛選擇留在香港發展。

■有人則選擇離開香港，找尋理想。

■簡文樂 ■「釋加佛說法」木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