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羅湖橋20年變遷看兩地融合

香港回歸之後，羅湖橋進行了大規模
的改造，緊挨着羅湖人行橋還有一座鐵
路橋。2002年，這座橋又改成現代化
的密封式新橋。1997 年香港回歸之
初，每天經羅湖口岸進出境的旅客約為
15萬人次。20年後，這個數字已經上
升到25萬人次，相當於一個中型城市
的人口每天在橋上挪來挪去。在寬敞乾
淨的通關大廳裡，不再有等候過關的長
隊，短短15秒鐘，刷卡、按指模、核
對面部資訊，就可以自助通關。

大灣區助拓港人空間

某種意義上，羅湖橋是丈量中國改革
開放程度的一把尺規。香港人通過這座
橋，不僅帶來了國家改革開放急需的資
金、技術和人才，而且為內地輸入了先
進的城市建設和企業管理經驗及模式。
在20年的歷史跨越中，羅湖橋扮演了
不可替代的角色。上世紀 80、90年
代，流入內地的外資七八成是港資，這
些港資可以說是中國市場經濟的培育者
與發展的先驅。
同時，越來越多的香港人通過羅湖橋

移居深圳。據香港特區政府公開的調查
結果，北上創業生活的香港人已超過

40萬人。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及
蓮塘香園圍通道相繼落成後，香港與粵
港澳大灣區城市交通更加便利，有助拓
闊港人發展的空間，北上創業生活的香
港人會更多。
從大灣區的空間特徵、產業聚合、城

際關係、國際價值看，大灣區輻射半徑
更可延展至東南亞國家，成為聯通「一
帶一路」的重要門戶。香港在兩地加快融
合的過程中，不僅不會與內地城市同質
化，相反會更加突出自己的獨特性和優
勢，香港作為與世界聯繫和溝通的視窗、
橋樑和國際通道的地位將更加重要。
過去羅湖橋的香港一邊像城市，深圳

一邊像農村，現在反過來了，香港的邊
界還有一塊禁區要保留農田，而深圳的
邊界則變成高樓林立了。20年來，我
從這座橋進入深圳，親眼見證深圳的發展
突飛猛進，迅速成為一座擁有上千萬人
口，經濟繁榮、社會和諧、功能完備、環
境優美的現代化都市，創造了世界工業
化、城市化、現代化史上的奇跡。
回歸之初，深圳人南下消費香港名

牌，香港人北上深圳購買家用品，已成
為深圳河兩岸最時髦的生活方式。那
時，港人上午喝過早茶後到深圳，玩保
齡球、KTV後再吃頓大餐，已是港人
節假日再尋常不過的選擇。

現在，羅湖橋更加密切地將兩地人民
的教育、婚姻、民生聯繫在一起。隨着
移居深圳的適齡香港學童增加，羅湖橋
上出現了「走讀兒童」，他們清晨身着
樣式各異的香港校服到香港上學，下午
5點再準時返回深圳的家。20年間，這
個群體的數量從500多人變成了6,000
多人。

兩地姻緣一橋牽
羅湖橋還是一座兩地有情人的愛情和

婚姻之橋。有一次我去深圳通過羅湖
橋，橋上迎面走來一群喜氣洋洋的新郎
新娘，他們身上還穿着賞心悅目的新郎
婚服和新娘婚紗，一些人手中還抱着鮮
艷的玫瑰花束。一打聽，原來這群新郎
新娘是香港和內地的跨境婚姻，他們剛
剛在深圳的一個大酒店舉行了集體婚
禮，又集體通過羅湖橋回他們在香港的
家。
回歸20年以來，隨着跨境婚姻的增

加，香港的家庭組成起了重大的變化。
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數據，2015年
香港結婚登記數目為51,609宗，在港登
記的香港與內地的跨境婚姻數為17,953
宗，約佔整體登記數目的35%。其中，
新郎為香港人而新娘為內地人的有
13,123宗；新娘為香港人而新郎為內地

人的有4,830宗。跨境
婚姻已然成為本港婚
姻的重要一環，「港
男北娶」仍舊是主
流，同時「港女北
嫁」也在日益增加。
所謂「千里姻緣一橋
牽」，兩地許多有情
人終成眷屬，正是跨過羅湖橋互相認識
和建立感情的。
羅湖橋作為最早打開國門的視窗，不

僅見證了深圳河兩岸的風雨滄桑，也見
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潮、香港回歸祖
國20年的進程，是跨越歷史長河的百
年之橋。今天，羅湖橋已不再是那座經
歷了百年風雨的孤單小橋了，在深圳河
上，在東西河灣，在深港的上空，已經
架起了15座立體的橋樑，它們交相輝
映，與羅湖橋一起分擔着連接深港連接
內地的重任。
1992年1月19日，鄧小平南巡視察

深圳皇崗口岸時，曾站在高高的落馬洲
橋面上，面朝北，眺望深圳市容和皇崗
口岸全景，隨後他轉身向南一動不動地
深情凝視香港。如今20年過去了，香
港終於在老人家的目光牽引下，在與祖
國內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寬廣道路
上不斷前進。

羅湖橋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聯結着深圳與香港。在建國初

期，許多仁人志士就是走過羅

湖橋回到祖國的懷抱，投入新中國的建設，成為中國現代科學的

奠基者，華羅庚、鄧稼先、錢學森、李四光等人均由這座橋入

境。而改革開放初期，也是這座羅湖橋，香港人懷揣着夢想一次

次從上面走過，把最新的資訊、技術，甚至產品帶到了內地；而

香港、台灣的投資者也是從這裡回到內地，開始新的創業之路。

在歷史研究者看來，羅湖橋不再是「唯一的一扇窗」，恰恰象徵

着「中國打開了整扇門」。

堅守「一國兩制」符合國家與香港利益

今年是香港特區成立20
周年，也是「一國兩制」
實行20年的日子。在「一
國兩制」的安排下，香港
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繼續
回歸前的生活模式制度
下，確保了香港市民不受

回歸而改變生活。
社會上，很多人都害怕香港變得與內地

沒有區別，更指內地試圖將香港「內地
化」，這些都是對兩地關係的誤解。首先，
國家實行「一國兩制」這種特別的安排，最
大原因就是要保持香港的特色。若香港變得
如深圳、上海等國家級金融中心一樣，那對
於國家有何用處呢？
香港有國際化的制度、語言能力、法治
等，又有物流、資金流、人流的自由進出與

貿易。這是香港成功之處，也是國家需要香
港的地方。因此，只有真正落實「一國兩
制」，保持香港競爭力，既是國家亦是香港
市民想見到的。
近年，國家經濟發展快速，成為世界經

濟的火車頭。香港作為國家的一部分，也肯
定會受到影響。內地市民經濟條件越來越
好，追求生活質素，來港購買服務和物品，
如質量有保證的物品、先進又安全的醫療服
務、與國際接軌的教育服務等，在某些時候
造成了奶粉、床位、學位的短缺。但香港作
為國際城市，對此不應排斥，歡迎世界各地
的人來港購買服務才是香港成功的根。
我們應該要認清「一國兩制」，更要了
解國家為何要實行「一國兩制」。當我們明
白到「一國兩制」的存在價值，便會知道香
港會繼續保持自身特色。

楊莉珊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北京市政協常委

顏汶羽 青年民建聯主席紀碩鳴 資深評論員

特朗普不願做蔡英文的籌碼

一直以來，我們
都認為，台灣會是

美國對待中美關係的一個籌碼，在中美
關係到了關鍵時刻，美國會不時拿出來
挑逗一下，以刺激中國。美國知道，中
國重視兩岸關係，台灣主權是中國的核
心價值，不容侵犯。特朗普當選美國總
統，尚未上任，就打破中美關係數十年
的約定，直接和台灣的蔡英文通電話，
並想以此來要挾中美關係。但這一招並
不管用，中方只稱為這是台灣的小動
作，達不到目的。
隨着中美兩國領袖於美國海湖莊園漫
步，兩國關係和緩，蔡英文又使招想與特
朗普通電話，被美國總統特朗普斷然拒
紹。有人說，美國是放棄將台灣作為籌
碼，但其實，應該反過來，是美國不想被
台灣當作籌碼！北京時間4月28日上午，
路透社在同一時段公佈了對特朗普和蔡英
文的專訪。借助這次採訪，蔡英文對執政
剛滿100天的特朗普進行了一次隔空喊
話。採訪中，蔡英文提到了和特朗普舉行
再次通話和購買美軍F-35戰機的可能性。
特朗普表達了拒絕。特朗普說：「對我
來說，問題是我已經和習主席構建了非常

好的私人關係。我真的感覺到他正在盡其
所能幫助我們應對這一嚴峻形勢（朝鮮半
島危機）。所以，我現在不想給他增添麻
煩」；「所以我當然願意首先和他通
話」。有觀點認為，特朗普此番言論顯
示，擅長於做交易的特朗普，已放棄將台
灣作為與中國交易的籌碼。
不管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最近美國總
統特朗普拒絕了蔡英文再次通電話的要
求，這一刻，不管是主觀上怎麼想，客觀
上就是特朗普不想再以與蔡英文通電話來
刺激中美關係，因為中美關係在海湖莊園
的「習特會」之後有明顯的改善，特朗普
已經沒有必要再用這一招來應對美中關
係，這個籌碼可以入庫。

蔡英文放誘餌 特朗普不上當
倒是特朗普看懂了蔡英文的心思。兩岸

關係處於低潮，蔡英文的民調也處低迷，
要改變現狀的僵局，她希望刺激一下對
岸，美國就是台灣最好的一張牌。尋求美
國親密台灣，衝撞對岸底線激怒北京，以
換取北京改變對台灣的態度。蔡英文是想
把特朗普作為一張牌。
所以蔡英文還放出誘餌，認準了特朗普

是生意人，她認為用錢能解決的都不是問
題。所以用購買美軍F-35戰機的可能性作
誘惑，但還是被特朗普識破，斷然拒絕。
他不願意因此而毀了和習近平的關係，毀
了美中合作正在下的一盤解決朝核問題的
大棋。他接受媒體訪問時說了，貿易也比
不上解決朝核問題的重要。更重要的是，
特朗普看穿了蔡英文想打美國牌，要把美
國作為籌碼對付北京的心思。
也有觀點認為，特朗普其實並未徹底放

棄台灣這一對華博弈的籌碼。特朗普之所
以果斷拒絕蔡英文，主要還是和中國在朝
鮮半島問題上的合作有關。如果中美在半
島問題上的合作破裂，或者說中方努力未
達美方預期，特朗普對蔡英文還會保持如
此強硬的「回絕」口吻嗎？屆時特朗普會
不會同樣「不擇手段」，採取一些比較極
端的策略？
這只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政治沒有如
果，只有結果，一切假設最後都可能有不
一樣的結果。我們也可以假設，萬一兩岸
統一了，萬一蔡英文承認「一中」了，台
灣的籌碼不是無用了？最重要的這一刻，
可以認定的是，特朗普不願再與蔡英文通
話，是不想把自己作為人家的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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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的青年機遇

近日，為配合國家粵港
澳大灣區的規劃工作，特
首梁振英組團北上考察，為
香港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探路」。同行的政務司司
長張建宗發表以《青年成
長，實現夢想》為題目的網

誌，表示政府將透過參與大灣區規劃工作，
為本港年輕人開拓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香港的角色在國家發展的戰略地位和角

色是獨一無二的，更是不可或缺的。在「一
國兩制」下，香港可以憑藉自身獨特優勢，
充分發揮好「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建立更
強大的關鍵主題量（critical mass），引領
區域發展，引進更多商機，帶動經濟發展，
為青年搭建更大平台。
首先，粵港澳大灣區是香港青年認識國

家的一個重要窗口。過去，香港青年的優勢
及競爭力都比內地青年強，國際視野也比較
開闊，但隨着國家的不斷發展，現在內地的
青年可透過各種渠道得到非常豐富的資訊，
兩地青年的優勢差距逐漸拉近，不少內地青
年的優勢甚至已超越香港青年。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為香港青年提供了一個認識國家的重
要窗口，這裡「人文習俗同宗，語言氣候相
近，交通網絡便利」，香港青年可以在這裡
發揮自己的優勢，與國家共同成長。
其次，粵港澳大灣區將成為香港青年工

作創業的樂土。粵港澳灣區面積達到5.6萬
平方公里，人口達到6,000多萬，GDP總量
為9.35萬億元，將提供數以萬計的就業機
會和千載難逢的時代機遇。這裡必將成為青
年工作創業的樂土，香港青年可以為大灣區
的創新創業貢獻國際化的香港智慧，跳出香
港的地理範圍來加入到香港參與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的大規劃中。
此外，粵港澳大灣區將延續香港青年的

新獅子山精神。識時務者為俊傑。幾千年的
文明史早已顯示，青年認清時代發展大勢、
國家發展大勢、民族發展大勢等是極為關鍵
的問題，把握好了這一點，才能在時代、國
家、民族的前進步伐中建功立業。21世紀
是中國人的時代，歷史和現實都期盼香港青
年在大灣區建設中發揚獅子山下精神、發揮
香港中外文化交匯的優勢，在中華民族的偉
大復興中發展自己、成就自己。

陳曉鋒 法學博士

拆解經濟民生難題才能大和解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早前拋出「特赦
論」，惹來全城嘩然，一眾激進派議員狠批
說法不切實際。結果，原本附和胡志偉的反
對派中人「聞到燶味」，紛紛縮沙改口，胡
志偉則在群情洶湧下道歉兼收回言論。
一場「特赦論」鬧劇，再次暴露了反對
派只顧個人政治利益，從不為全局、法治等
範疇着想的醜陋面。早陣子，一眾激進派在
特首選舉期間，才倡議特赦「瀆誓四丑」，
以換取與特區政府「和解」。如今他們卻恍
如患上「失憶症」，對「特赦論」群起攻
之，變面技巧令人「歎為觀止」。
香港政治大和解是主流方向，中央、特
區政府及普羅市民也樂見其成。候任特首林
鄭月娥甫當選，即表明上任後首要工作是修

補撕裂及解開鬱結，團結大家向前。但觀乎
反對派向來視法治如無物，今次窩裡鬥更加
把他們表面「民主」、本質獨裁的真面目表
露無遺，林太要在堅守「一國兩制」和《基
本法》的底線和原則下，促成反對派放棄鬥
爭，長路既漫長又崎嶇。
事實上，林鄭月娥除了要跟這班不斷搬

龍門的反對派交手外，更重要是團結整體社
會，抓緊時間落實政綱，解決房屋、教育及
經濟這三大難題。同時，林太還要不失時
機，帶領香港坐上國家發展列車，鼓勵港人
積極配合國家政策，做好香港與內地的融合
性措施，包括落實好一地兩檢、融入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等。只有經濟和民生問題也得以
解決，才能稱得上大和解。

趙秀嫻 新社聯副理事長 元朗區議員

黃熾華

五四愛國精神催促港青夢醒

98年前的1919年5月4日，以北京大學
學生發起的、有12所學校參加的3,000多
名學生，衝破教育部代表和軍警的阻撓，
匯集在天安門廣場，抗議巴黎和會分贓山
東、青島，侵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
定，抗議段琪瑞政府應允日本留在山東。
隨即，這場抗議集會得到北京市民、商界
和工人、農民的支持和加入，並蔓延至全
國各大城市成為勢不可擋的洪流，終迫使
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政府代表拒絕簽字。
這就是載入史冊的「五四運動」！香港人
特別是香港青年學生今天紀念「五四」，
有着特別巨大、深刻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
義。概言之：「五四」愛國精神催促港青
快夢醒！
首先，約百年前的中國學生就慷慨以身
許國，今天的港青應夢醒不可賣國。「五
四」愛國運動發源於北京大學，高舉的標
語是「還我青島」、「內懲國賊，外爭國
權」，北大作為愛國民主運動的發源地，
至今仍教育、鼓舞着千百萬中國青年學生
並指明着青年運動的方向。而98年後的香
港大學的學生會呢？不僅背叛了「五四」
青年運動的愛國方向，還通過《學苑》刊
物，鼓吹分裂和背叛國家，製造所謂「香
港民族」、炮製「本土」分裂理論；在行
動上更由教師戴耀廷等發起「佔領中環」
79天動亂，掛出「香港城邦建國」分離標
語。與「五四」運動比較，「五四」是豐
碑、是光焰萬丈的愛國民主運動；而港大
的《學苑》和「佔中」，是動亂、是危害
中華民族的背叛行為，港大和各校青年應
夢醒！
其次，「獨派」組織須幡然悔悟，以免
成歷史罪人。近來，自梁、游因播「獨」
被取消議員資格和一批參與衝擊立法會、

涉及旺角暴亂青年被逮捕、檢控或定罪判
囚後，一度在社會上甚為猖狂的「港獨」
活動轉趨低沉。然而所謂打着學生組織旗
號的「港獨」分子仍不死心妄圖再滲入中
學校園播「獨」。因此，各中學必須通過
紀念「五四」，大力弘揚「五四」愛國民
主運動的精神，以它為「照妖鏡」戳穿及
抵制「港獨」分子散佈的裂國謬論，引導
學生認清自己的國民身份，到祖國內地去
感受國家翻天覆地的變化和成就，感受作
為中國人的榮耀和自豪！
其三，在紀念「五四」愛國民主運動的
今天，我們呼籲香港青年應夢醒。繼梁頌
恆、游蕙禎因違法被褫奪議席，劉小麗、
羅冠聰、姚松炎等4人也正排期等候依法

判決他們是否也應失去議席之後，近日又
有一批旺角暴亂者被定罪判刑，例如23歲
港大女生許嘉琪、20歲專業教育學院學生
麥子晞、33歲廚師薛達榮等等。上述犯罪
實例都讓我們和社會深思發問：香港的年
輕人怎麼了？香港的教育怎麼了？
「五四」運動近百年，但年年如燈塔照
耀着中國青年運動的方向，那就是愛國、
民主和科學。沒有愛國理念的民主，只
會被外國反華勢力或極端恐怖分子所收
買和利用，成為被聲討、譴責和繩之以
法的罪人；而沒有科學知識武裝，便將
成為不學無術的畸形人、多餘人而被社
會所唾棄。唯望「五四」愛國精神催促
港青應夢醒！

■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動委員會舉辦香港五四青年節2016「金紫荊廣場五四升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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