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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是外國人，但來港讀書3年，再
加上期間曾往北京大學任交流生，王大

中現時已能用普通話應對日常的交流，並可用中文寫篇簡
單的論文，也認得一些中文字。與內地生的交流，令他認
識了五湖四海的朋友；與香港學生的交流，則令他認識了
經典粵語歌《海闊天空》和《喜歡你》，「我在荷蘭的時
候從未去過唱K，但在香港幾乎是每個星期都去。」

訪問幾乎全程都用英文進行，但在一些王大中有把握的
地方，他會突然冒出一句普通話的「差不多這樣」，說起
《海闊天空》和《喜歡你》，更是字正腔圓的廣東話，他
笑言︰「跟着同學去唱K時，他們會很踴躍叫我試一試唱
這個那個，於是我現在已經可以唱《海闊天空》和《喜歡
你》，我也會一點張學友的歌。」

內地生易相處 普通話學得快
不過，因為港生的圈子主要都是「自己人」，王大中並

無太多的港生朋友，故其廣東話能力有限，除了唱歌，還
可以應付一下搭車、買飯。相比之下，與內地生室友和其
他同學的相處，則大大提升了其普通話水平。

他又解釋自己名字的由來說︰「當時我是想老師幫我改
一個容易寫、容易記的中文名，他好像是翻一翻課本吧，
看到『王大中說……』，於是就建議我叫王大中。後來我
發現好像每個人聽到我的名字時都會笑一笑，我覺得這也
是不錯的『破冰』方法。」不過，由於王大中的本名叫
Mustafa，其室友會親切地稱他為「老穆」，名字又再入
鄉隨俗一點，「甚至我室友的家人都叫我老穆呢！」

■記者 歐陽文倩

常唱K《海闊天空》都識
近月與「本土」關聯度很大的

兩個關鍵詞，說是「學生會」和
「政黨」，相信亦不為過。王大中兩樣都嘗試參加
過，卻有截然不同的結果。
原以為自己一個外國人去申請加入民建聯會被拒

絕、被懷疑，結果卻出乎意料地順利；大有把握地
去報名參選學生會，以為走入核心內圍的機會人人
平等，反而因為有關方面的一句「溝通誤會」而錯
失資格，恍如天王黎明般發現：原來，核心的內圍
還是核心的外圍。在校園內，王大中始終有個到不
了的核心，擠不進的那個小圈子。
中大學生會選舉雖已塵埃落定了許久，但王大中

說起自己失去參選資格這件事，還是略帶不忿和無
奈︰「他們用英文和我口頭上說的是一個日期，用
中文發出來的電郵是另一個日期。誰會去看哪些電
郵呢？而且電郵又只得中文。他們說這是大家有
『誤會』，但既然規則是你定的，有誤會就是你的
錯，因為你沒有去說清楚。」

中英皆官語 何苦「搬龍門」
雖然中、英雙語均為中大的官方語言，但在學生
會這自成一角的組織中，英文並非官方語言，故用
英文說的話可以不算數，電郵也不一定要有英文，
王大中決定對症下藥，去發起議案，爭取將英文變
成中大學生會的第二官方語言，「但這個時候，就
有些人會出來嘲諷，他們說，『那麼我們叫英文大

學吧』、『不，我們要叫Bilingual（雙語） Univer-
sity，叫做BUHK（意指浸會大學）』。好像你和他
們說『你是中國人』，他們會說『我是香港人不是
中國人』，但你跟他們說要講英文，他們又會大條
道理用中國人身份跟你講要用中文。」

有些人「民主」只限「同道中人」
相反，一年多前他自己走去民建聯沙田支部申請

入會，民建聯的人雖然感到驚訝，但對他的態度親
切，「我有想過他們會否當我是間諜，畢竟我是一
個毫無關係的外國人，突然說想入會，但實際上他
們態度很友善，也很歡迎我。不過，因為我沒有推
薦人，所以要面試。面試主要問我為什麼想加入，
有什麼理念，最後就順利入會了。」
王大中說，很多人得知他是民建聯成員，第一個
反應都是「What（什麼）！？」還有人說他是「共產
主義者」、「親北京」，「我覺得挺荒謬的，他們
所謂的『民主』，只是對那些有同樣想法的自己人
才有，但其實真正的民主，是不論你的觀點如何小
眾，你都可以發聲。」
正如中大學生會似乎成了所謂「本土」的「大本

營」，王大中坦言，學生會內單調的取向，比他們
不屑的共產黨更差，「如果每一個人都是一樣的想
法，哪裡有多元性呢？共產黨內還有不同思想、不
同階級的人，學生會內呢？」

■記者 歐陽文倩

嘆校園有「擠不進的小圈子」

近年院校內的激進學生領袖
鼓吹「港獨」，王大中雖然是
外國人，也覺得反感，「我甚

至不想談這個議題，這只是一個『夢』，不，是
一個笑話，但它並不好笑。這其實是我家鄉所說
的『empty talk（空話）』。」
他認為，內地無疑是一塊金，所以世界各地的

人才湧去尋找機會，只是這塊金子目前仍蓋着泥
土，有待發掘、打磨拋光。
他指出，香港作為一個發展得較好的國際城

市，應該用自己優秀的一面去幫助內地改善，而
不是因為金子仍蓋着泥土，就將它捨棄。
王大中表示，自己會來香港修讀中國研究，其

中一個原因是看準了中國處處機遇，再加上在荷
蘭長大的王大中，其家鄉其實是土耳其，故他更
加想到亞洲升學，體會歐洲生活以外的東西。

地域優劣各異 彼此取長補短
從自己這些年的所學所見，王大中並不覺得香

港可與中國區分開來，反而中國的南北倒是有不

同的文化與現象，「像南方吃米、北方吃麵；
南方人一直以來的生活比較固定，北方人較多
走去不同地方等。當然香港有她獨特之處，像英
文水平比較高等等，我也很喜歡香港的一些地
方。」
談起有些年輕人不喜歡內地或內地遊客，王大
中認為，每個地方總有她好和不好的地方，內
地遊客當中也有不同的人，像內地生已和遊客
的表現很不一樣，「我覺得他們應該面對現
實，如果他們對香港的法治很引以為傲，就應
該去教內地這方面的事，大家彼此學習，才可增
進認識。」 ■記者 歐陽文倩

■為求名字易寫易記，他決定將中
文名字叫作王大中。 劉國權 攝

■已有一定中文能力的王大中，還可以用中文
在fb發表簡單字句。 王大中fb圖片

■王大中一直積極參與大學活動，圖為迎新營
活動相片。 王大中fb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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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了，一切理所當然，一磚

一瓦，皆屬我城，「本土」

二字從不必刻意提起。

近 期 有 「 本 土 派 」 的 冒

起，大家起初都沒有太在

意，認為他們不過是激進的

少數。然而，當農曆新年旺

角暴亂擲磚縱火之時，他們

竟稱自己在捍衛「本土」。

這一刻，大家都遲疑了。

這是「本土」嗎？經常談

「本土」的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憤慨表示：不，這絕對不是。

當捍衛「本土」、排斥內地

的「本土派」頭目被揭發是在

內地出生時，他們也自亂了陣

腳，又要重新去定義「本

土」，「本土」不再是香港

人，而是認同香港價值的人。

到底「本土」是什麼？我

們同樣由年輕人出發，從一

個既非內地、亦非香港，卻

居於香港、研究中國的外國

學生說起，再去拉闊視野，

看一看那些需要被捍衛的

「本土」，有着怎樣的香港

故事，面對怎樣的處境。本

系列就由視香港為家的新來

者、老香港、專門研究本港

歷史文化的學者等娓娓道

來，他們眼中的「本土」，

是怎麼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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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如金

■對於為何會積極
參與校園和社會事
務，王大中表示
「因為我在這裡生
活」。 劉國權 攝

「港獨」？一個不好笑的笑話

帶着中國首都是北京的認知，以及
普通話的「你好」二字，王大中

就幾近如一張白紙般來到香港，然後
漸漸地了解香港和內地的異同、了解
同輩眼中的「兩地矛盾」、了解突然
人人都談論的「本土」，「這些都是
我在香港學到的。」

「不覺得香港內地好大分別」
那什麼是「本土」呢？王大中毫無
背景也因此說得毫無負擔，「就是在
這裡土生土長的人吧？但其實我不覺
得香港和內地有很大的分別。
「他們把很多東西說成是香港文
化，這不是，這其實就是中國文
化。」這段說話大概又會惹來一些同
學的白眼，但王大中聳聳肩接着說︰
「民主就是這樣，大家會有不同的意
見，我也會有我的意見。如果所有人
都有同一個想法，這是很瘋狂的。」
從沒有去細想「本土」的意思，但
王大中的一舉一動就很融入本土，例
如多數香港大學生也不曾想過要選學
生會，他作為一名外國學生，卻躊躇

滿志地去參加，第一個去拿報名表，
更收集了約二百人的支持，不過遞交
表格時，王大中卻被告知「遲了兩
天，恕不受理」。

冀還原港多元社會實況
選不了學生會，王大中旋即又有新
想 法 ， 他 和 朋 友 開 設 fb 專 頁
「PlumJuice 酸梅湯」，就不同議題做
街頭訪問，製成短片，希望還原香港
本來就是意見多元的社會實況，建立
「和而不同」的氣氛。所設的問題同
樣和平日閒聊的實況類似︰「最想和
哪位名人結婚」、「最怕什麼」、「
相信有外星人嗎」、「怎樣看大學的
dem beat（叫口號）文化」。他說，
酸梅湯醒神可口，他希望這些短片亦
有此形象，也有一定娛樂性。
校園以外，王大中還走入社區當
中，例如加入民建聯的沙田支部。不
少人都覺得不可思議，他直白地解
釋︰「我視自己為『Pro-Hong Kong
（親香港）』的人，我希望自己在校
園、社區等不同層面都可以參與。該

政黨和我的理念最相近，而且也很注
重政策議題，所以我想加入其中。」
入會後，他曾幫忙派過傳單，也參
加過一些環保相關的活動。未來9月立
法會換屆選舉，王大中也表示可能會
幫忙，「不過我也有暑期課程要上，
所以要看看怎樣分配吧。」

建設再論心安 盼北上看更多
中國人喜歡說「此心安處是吾
家」，有了歸屬感才有進一步的貢
獻，王大中未說得出這些文縐縐的句
子，他只能簡單說「因為我在這裡生
活」，用「逆向」的方式，深入本
土，加以建設，再論心安。
有些人說「捍衛本土」，然後轉身
掘磚、傷人、縱火，王大中「捍衛本
土」的方式，則是跑到不同地方看看
自己可以做什麼。
畢業後，他還希望留在香港，因為
不想自己學到的知識，隨着回國而漸
漸淡忘；他還希望取得永久居民身份
證，將來有機會時，再從這片土地，
北上去探索更多。

由一個外國人來說「本土」，

或許有點格格不入，但若真如「本土派」所

言，「擁抱香港價值」就是「本土」，那麽從荷蘭來到中文大學修讀中國研究、還為自己改了

個中文名叫王大中的Emir Mustafa Iş ler，可謂名副其實。他比大多數的大學生更積極，曾組織

內閣去參選學生會，希望服務同學；他比大多數香港市民更「Pro-Hong Kong（親香港）」，

為了參與社區事務，他加入了政黨參與義工活動；他比大多數「鍵盤戰士」更尊重多元意見，

並建立了一個facebook專頁，就不同主題做街頭訪問、拍短片。為什麼如此積極？他說得簡

單直接，「因為我在這裡生活。」 ■記者 歐陽文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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