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事外貿行業的李劍平，1998年畢業第一份工作的老闆便是
香港人，與港人共事，從此與香港結緣。十多年來，李劍平換
了幾份工作，到如今自己開公司，與香港的聯繫依然緊密。樣
貌能力皆不差的他，更成功贏得港女芳心，如今育有一子一
女，一家四口住在深圳，其樂融融。談起香港，李劍平對各種
保險、醫療、銀行系統等的了解不輸港人，他笑言，反而太太
在內地生活久了，更像深圳人。

回首十年前 深港差異大
回憶十多年前與港人共事，李劍平說：「那時的香港十分神秘，

在內地可以接觸到的港人又少，許多人都充滿好奇。」工餘時間，
港人同事會問內地同事有什麼好玩好吃的地方，他們便很樂意當嚮
導，借此聽香港同事介紹香港的情況。大家最感興趣莫過於娛樂圈
的事，梅艷芳、張國榮等港星在內地的人氣正如日中天，張國榮去
世的消息令不少內地粉絲心傷，聽到香港同事講他出殯的地方就在
北角的住家附近，李劍平和同事們羨慕不已。有時，同事還會帶來
一些電子產品和零食等，在當時的李劍平看來，都是珍稀的玩意
兒，「又貴又好。」

當年港工資「為所欲為」
那時候，同事的工資出的是港幣，標準又比內地高很多，讓內地

同事簡直心裡不平衡，李劍平誇張地形容，「那時候他們的工資幾
乎可以在內地『為所欲為』」。不過，15年來，內地經濟發展迅猛，
人民幣升值，反而內地人拿的人民幣工資讓港人稱羨。而李劍平也
成為家庭的港貨採購員，但原因不再是港貨珍稀，而是內地物價上
漲得厲害，港貨經濟實惠，「我現在連洗潔精都從香港帶回，每次
過去，就跟自由行的遊客一樣，拉這個大箱子，包括BB用的棉花什
麼的，能想到的能考慮的，都帶」。

深港同事緣 在深結連理
工作不久，李劍平便認識了現在的太太。「當時她在廈門大學讀

書，2001年到我們公司實習，就注意到她。」 拍拖6年，李劍平的
努力終於打動女友芳心，兩人於2007年共結連理。問到可會有文化
差異適應的過程，李劍平毫不猶豫地答，「完全沒有！」他還笑
說，太太雖是香港人，但基本都可以用深圳人去形容。「讀書，什
麼都在內地，父母退休後，所有的家庭成員更都在深圳住。」反而
是他，經常要跟港人打交道。
如今，兒子已經3歲8個月，女兒也有1歲多，太太全心在家照顧，

李劍平驕傲地讚自己兒子可愛得都可以去做廣告BB。雖然子女年齡
都還小，但李劍平早早便開始為他們做好了各種打算，各種保險保
障更是一應俱全，不輸香港BB。他自豪地說，「有次兒子生病，去
了私立醫院，才住兩晚，費用就要1.4萬港幣，很誇張，不過有商業
保險，全保。問了同病房的香港家長，大家都是一樣買了保險才住
私家醫院。」

BB跨境讀書 對港更了解
目前兒子在粉嶺的幼稚園上學，每天跨境往返，李劍平計劃，將

來BB在香港讀書，還是搬到香港住。「申請學位，要提前一年準
備。」李劍平的目標是沙田或者九龍塘區。
工作生活皆涉港，說起對香港的看法，李劍平較一般人細緻許

多，港人的禮讓、高效以及各種精細化管理措施，都讓李劍平讚不
絕口。
此前，李劍平有一份工作是需要為香港地區的客戶做技術支

援，在電話中指導客戶操作。「通常在內地，可能扯一些其他的
話題，比如天氣什麼的。但大部分香港人都不會浪費時間，要快
要準。」在買房的過程中香港銀行精準細緻的系統也讓他讚歎不
已，「想買哪一個區哪個小區哪個單位，銀行的電腦系統都可以

找到，立刻估價，這在內地根本
做不到」。

創業在廣州 將來擬居港
不過，內地經濟發展迅速，李

劍平仍堅持將生意的重心留在內
地，因為外貿行業客戶在國外，
供應商在內地，香港只是港口。
「現在我一般都是在廣州工作，周
末回深圳，將來就是換到香港。
雙城生活，習慣了。」

對港男阿鋒來說，在內地讀書4年，
最大的收穫不僅是對內地的了解增
多，更有一位溫柔可愛的內地女友
Nancy，兩人已正式交往4年，計劃明
年拉埋天窗。女友在深圳工作覺得很
愉快，兩人決定在深圳口岸周邊買
房，開始雙城生活。

初時有偏見 慢慢互包容
Nancy笑指，交往初期總覺得似乎港人對

內地人心存偏見，常因為阿鋒的個別言論
與其爭吵。尤其是談到內地的社會事件，
Nanny覺得男友誤解了內地，也是誤解她，
本能地會站在維護內地的角度，反駁對方
的觀點。「就連談內地人闖紅燈的事，也
能吵上半天。」不過，久而久之兩人的觀
點逐漸變化，彼此意識到不理智，慢慢互
相包容。
而開始與未來家公家婆相處，更讓Nancy

十分忐忑，許多事情都會刻意迎合對方的
理念，後來慢慢覺得其實他們對於內地也
有一定的了解，並不排斥。有時談到內地
的一些社會政策，他們的理解比我還深
刻，「例如內地的計劃生育政策，他們會
分析利弊」。現在自己也會提出想法，大家
會互相理解。

制度差異大 難免有磨擦
阿鋒也坦言，初時遇到內地不少情況會覺

得難以理解，內地的制度和公共服務與香港
有很大差別，總覺得為何不能像香港那樣？
但漸漸他也理解內地有內地的歷史文化和社
會背景，「其實內地雖然在社會保障等方面
與香港有一定差距，但經濟水平已經較香港
好很多。兩地發展的模式不同，一味用香港
這邊的制度去套，難免有磨擦」。

Nancy指以前生活圈中很少有港人或者香港
親戚，更不會想過會嫁到香港。剛讀大學時
接觸到香港同學，還一直覺得港人比較高
傲，難以接近，但接觸多了，發現港男其實
很nice也有禮貌。她笑指，男友第一次拜訪自
己的父母時，不停說謝謝，令父母都有些不
知所措。而懂得對女友體貼包容也讓阿鋒最
終贏得女友心，Nancy笑說，自己一向小女
人，男友卻比自己小一歲，剛開始很難接
受， 「但很多時候懂得照顧，也會包容，一
點都不覺得比我小」。

不願居香港 內地前景佳
Nancy說，跨境戀讓不少老家的親戚仍頗

為羨慕，不過自己卻並不打算隨男友前往香
港發展，「我覺得我適應不了香港的節奏，
更喜歡內地的生活氛圍」，她目前工作受到
領導賞識，且和同事關係不錯，不願意就此
改變。而阿鋒也表示理解，內地如今經濟社
會發展都很迅速，在內地工作也許發展前景
更好。兩人商定，周一到周五在深圳居住，
周末就一起回港與父母飲茶團聚，阿鋒更
指，「如果能在內地找到一份薪資較為理想
的工作，我也會考慮到內地。」

Timmy自小在澳洲生活，畢業回
港便邂逅了現在的內地太太。雖然
講 一口濃濃的港味粵語，但原來
Timmy父母便是跨境婚姻，身邊朋
友更有不少跨國戀情，對他來說，
深圳與香港的距離，已經很近，最
緊要雙方談得來，「只要真心，一

切都無所謂。」他坦言，自己對內地情
況不算熟悉，平時有不少業務需要跟內
地對接，內地太太為自己介紹情況，又
介紹朋友幫忙，幫助不少。

跨境家庭父子相承
Timmy介紹，父親上世紀50年代南下香

港，後來結識內地的母親，走到一起。雖
是跨境家庭，「但大家都視自己為中國
人，對內地有很深的感情，溝通上並沒有
問題」。Timmy亦是在內地出生。不過小學

時便隨親戚去了澳洲讀書，一直到大學畢
業才回中國，誰知回來不久便結識到現在
的內地太太Vickey，跟父親一樣，談起跨境
戀情。不過對比父親那一代，Timmy指，
現在的跨境家庭雙方，文化背景差別較
大，且都有自己的想法，難免會有分歧。
「不過我遷就她多些，因為太太會遷就我
說粵語。」Timmy笑說，但太太不標準的
粵語，有時詞不達意，還引起過誤解。
Timmy指自己也在惡補普通話，現在已經
能聽得懂，正在學說。

各忙事業 無暇顧家
目前一家人住在深圳，BB已經14個月大，

由岳父岳母幫忙照看，Timmy和太太Vickey
對目前的跨境生活還算滿意。「從澳洲生活
的角度看，2小時生活圈不算遠。身邊有不
少朋友也是跨境家庭，但一個在澳洲，一個

英國，距離才是真的遠。」
太太Vickey也說，平時各自有事業，就

算在香港，也常是兩人分居的狀態。「現
在的公司很好，自己負責做市場，內地潛
力大，希望把華南市場做好以後再考慮是
否去香港。而且自己工作忙，沒有時間照
顧家庭，在內地可以請幫傭，但去了香港
就請不起了。」

京滬穗深 與港拉近
而Timmy如今的工作，亦有許多需要跟

內地對接的業務，有個內地太太，更是幫
助不少。「有時要請太太講解一些事情發
生的歷史背景，了解各地不同的行為習
慣，甚至太太還會介紹一些朋友幫忙。」
Timmy感歎，現在內地發展很快，北京

上海廣州深圳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香港
的不同也沒什麼所謂。

跨境家庭是聯繫內地與香

港的「因子」，也是兩地民

間融合的縮影。跨境婚姻曾

幾何時幾乎成了少妻嫁港翁

或北上包二奶的代名詞，但隨 時間的推

移，如今的跨境家庭逐漸趨向年輕化和平

等化，他們擁有自己的事業，願意在

各自的城市為家庭打拚奮

鬥，新時代雙城

生活更幸福。

■香港文匯報

記者李望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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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2006年6月開始實施「優才計
劃」引進人才，其中大部分為內地
人。這些優秀人才，為香港的經濟社
會發展做出諸多貢獻，他們在香港的
歸屬感更強，融入香港，也較一般的
家庭障礙更少。

工作與生活幾乎零過渡
來自廣州的Ivan在港資公司就職數年，

今年正式以「優才計劃」前往香港供職。
剛剛到香港，他便很快適應了港式生活節
奏，工作生活幾乎毋須過渡期。「已經在

公司供職數年，算是回總部工作，跟同事
都比較熟悉，交往不成問題。還有大家都
是通過『優才計劃』到香港的內地朋友，
人數也不少，經常會聚會吃飯，也很開
心。」
太太Ivy指，以前自己偶爾會到港購物，

便覺得香港的現代化程度，包括人的素
質，商業服務水準等，都非常不錯。如今
老公在港工作，赴港便更有生活氣息，要
去菜市場買菜做飯，有時會去石澳等海邊
遊玩，對香港有另一番認識。「此前聽說
內地人在香港會受到排斥，但自己真的去

了，並無明顯感覺。」反而到港時間久
了，學了許多港人的優點，「現在會注
意，上電梯靠右站，講話也會小聲一點」。

事業上升期 兩地更精彩
因太太Ivy也是事業型女強人，目前是一

奢侈品牌的廣州地區負責人，事業正在上
升期，希望堅持留在廣州工作。經過數月
的磨合，兩個商定了三一比例的雙城生
活。「每個月老公從香港回廣州三次，自
己到香港一次。」堅持各自打拚，兩地家
庭，一樣精彩。

輸港優才：穗港生活「三一」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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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女北上擇偶日趨

增多，深港相親活動中，

港女常常成為主角。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李劍平表示，港籍太太長期在內

地生活，更像深圳人。圖為一家四

口合影。 受訪者提供圖片

■新一代跨境家庭中，各自有事業成為平

等重要的元素。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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