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識香港，撲入眼簾的是鱗次櫛比的高
樓大廈和絢爛奪目的霓虹燈，遊走在繁華
的街頭，隨處可見密密麻麻的人流和秩序
井然的交通。然而，初識香港給我直觀感
觸和印象最深的還是香港的建築。建築是
文化、經濟、政治、社會、理念等無形力
量下產生的有形成果。品讀香港的建築，
自有她獨特的魅力。

香港建築的獨特魅力，在於她的匠心獨
具和獨特的藝術價值。記得剛到港不久，
同事帶我參觀香港中環的建築，中銀大廈
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矗立在香港金融中心
的中銀大廈，以其獨特的三角外形，通過
不同高度的組合，令其看似晶瑩璀璨的鑽
石，成為維港景色的一個標誌性符號。這
棟建築的設計出自華人建築師貝聿銘之
手，通過基座平面的四組三角形分四段逐
一遞減，至最高處的一組三角形把大廈盡
可能向空中拉升（被喻為逐節高升），建
造了當時全港乃至亞洲第一高樓。今天的

中銀大廈雖已不是香港第一高樓，但她以
反常規的設計創意和獨特外形所衍生出的
藝術價值，深深融進香港市民心中。同樣
具有獨特審美價值和藝術氣質的，還有如
香港大學本部大樓、山頂凌霄閣、香港文
化中心、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在香港
這個彈丸之地匯聚了不少世界名家的經典
之作。晚上，不論是從中環望尖沙咀，還
是從尖沙咀望中環，都可以看到維港兩岸
的建築，在燈光的裝飾下煥發出迷人的夜
景，這也是香港成為「東方之珠」的魅力
所在。

香港建築的獨特魅力，在於她歷史與現
代的並存。作為中西文化的薈萃之地，各
式建築和新舊事物交織成香港特有的圖
景。每天上班坐車經過的西港城，是上世
紀初的一棟普通建築物，但其作為古法砌
築的建築，是存世不多的「完璧」。深入
其境，立刻感到一股古樸的風撲面而來，
作為一棟納入保護的歷史遺蹟，不僅沒有
像有些旅遊景點那樣把商販請出去、圈起
來、圍起來，而是讓她一直矗立在鬧市之
中，讓獨具特色的工藝品和花布街繼續經

營，讓宴會廳成為婚宴搶定之地，與市民
共同分享她的獨特魅力。同樣與現代化建
築交織矗立在鬧市之中的，還有獨具特色
的和昌大押、舊立法會大樓、尖沙咀鐘
樓、雷生春……這些歷史建築歷經一個世
紀的滄桑，依然與這座城市的現代化建築
並立在街頭市區。這種新舊並存、中西合
璧成為了香港街頭的獨特風景。

香港建築的獨特魅力，更在於她的便捷
與通達，在於她的以人為本。在香港，隨
處可見的天橋和長廊，構成了香港富有特
色的一景。其中發揮作用最大的莫過於中
區天橋。綿延數公里的中區天橋，從中環
碼頭向西延伸到港澳碼頭，向東連接金鐘
長廊；高達上百米的中環行人電梯天橋，
從山下延伸到半山腰。這種便捷的方式，
實現了商場和海港碼頭、公交總站、地鐵
站之間的無縫對接，在把人流客流帶到目
的地的同時，也讓人能夠風雨無阻地在各
大商場之間自由切換、自由穿梭，給人以
足夠開闊的空間感受。行走在天橋之上，
那種人在空中走、車從腳下過的感覺真是
非常奇妙。香港由於空間不足，在向上發

展不斷刷新城市天際線的同時，人們的活
動空間也不斷向上向高層空間移動。香港
現有各類天橋過道700多座，被喻為「穿
梭於空中的城市」。聯想到內地，在城市
資源和空間的集成節約化利用方面，在有
效破解交通擁堵難題，解決人車爭道、實
現人車分流方面，還有值得向香港學習借
鑒的地方。寸土寸金的香港真正是讓每一
寸土地都發揮出她的最大效益，這也許也
正是香港之所以成為購物天堂的優勢所
在。

品讀香港的建築，是深入貼近了解香
港、走近香港的一種途徑，也是認識香港
歷史和文化的重要一環。那些獨具特色的
建築，是一座城市的心靈印記和精神歸
屬，傳承着香港民眾的獨特情感和心靈寄
託。生活在香港這片土地上，與七百多萬
香港市民同享一片藍天、共飲一庫清水，
需要更多地融入、更多地體驗港人的生活
方式和思維模式。「一國兩制」是一本難
懂的書，作為一名新人，更需要把這本書
讀懂讀好，更需要用腳步丈量香港歷史文
化的寬度和厚度，用心去體會中西文化交

融交匯所帶來的不一樣的體驗。只有這
樣，我們才能更加了解和認識香港，更加
理解香港市民的所思所想，更好地融入香
港。

完善跨境福利 還鄉老有所「醫」
民記邀專家共議神州安老 冀增港醫支援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民建聯昨日舉行「跨境安老服務發展

和挑戰」圓桌會議，邀請相關專家就跨境養老進行討論，與會者均指

出，長者返鄉養老最需要的，是香港的醫療保障。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梁志祥表示，民建聯的一項調查顯示，有20%受訪長者定居或有意

定居內地，當中只有部分人受惠於「廣東計劃」和「福建計劃」，政

府有必要研究如何幫助這些長者返鄉安老。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

財指出，隨着大灣區建設，長遠而言相信返鄉養老是一個趨勢，政府

應為他們提供便利和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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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讀香港建築的獨特魅力
人事部 許安勇

■中銀大廈匠心獨具。香港文匯報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勞工顧
問委員會僱員代表選舉將在下月10日
舉行，工聯會鄧家彪獲香港社工及福
利人員工會提名及工聯會推薦，參加
今次勞顧會選舉。鄧家彪期望繼續為
僱員謀福祉，又以「踢波」形容強積
金對沖，「現時已過禁區位置，要成
功入波就要傳波予立法會議員。」他
可以從中提供協助，期望方案讓各方
可以接受。
鄧家彪昨日下午在工聯會副會長唐

賡堯、秘書長馬光如及香港社工及福
利人員工會副主席陳義飛陪同下，到

勞工處遞表報名。
唐賡堯說，支持鄧家彪的理由很

多，除了他非常努力及有承擔，「事
無大小都親力親為」，也對勞工議題
十分熟悉，以及在捍衛勞工權益上付
出很大努力，直言常務理事會一致通
過支持他。

竭力爭取勞工假至17天
鄧家彪表示，今次參選爭取連任，
是想團結全港勞工界及工會，爭取香
港廣泛的僱員福祉，提升僱員及其家
庭的生活質素。

他承諾會傾盡全力爭取標準工時立
法，推動取消強積金對沖，爭取增加
勞工假期至17天，增加男士侍產假日
數及婦女產假日日數及保障等。他續
指，會在外勞申請上「把好關」，維
護打工仔的利益。
被問及近日有消息指，行政長官將

於下周三發表的新年度施政報告中，
交代優化版的取消強積金對沖新方
案，包括延長補貼過渡期，由原先的
12年增至25年，補貼金額亦由172億
元增至290億元至300億元之間。
鄧家彪認為政府將消息保密是不想

政策受到拖延，「政府不是擔心商家
討價還價，而是擔心時間一再延長，
要再實行就有難度。」

勞顧會勞方選舉 鄧家彪爭連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
再為「港獨」主張護航。針對前行政長
官梁振英此前所指，禁「獨」就如禁電
子煙一樣，香港大學法律系教授陳文敏
昨日在報章撰文，稱危害健康的吸煙行
為亦沒有被全面禁止，故不應禁制「港
獨」言論。梁振英昨日在 fb發帖指，世
上絕大多數地方已經全面禁止所有形式
和所有場合的香煙廣告，而「民族黨」
等人就是在為「港獨」賣廣告，理應可
以全面禁止。
陳文敏在昨日的文章中聲稱，國家安

全是一個「相對空泛的概念」，又聲言
「不打壓『港獨』會令『港獨』思潮蔓
延是『很籠統的說法』，並以吸煙危害
健康為例，聲稱法律至今仍沒有全面禁
煙，質疑稱︰「政府可透過龐大的宣傳
機器平衡『港獨』這種思潮，卻以較高
壓的方法禁制相關言論，是否合理的平
衡？」
他質疑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違反人

權法案，並稱危害健康的吸煙行為亦沒有
被全面禁止，故不應禁制「港獨」言論云
云。

禁「獨」如禁煙廣告
梁振英昨日以《香煙廣告可以全面禁，

『港獨』廣告不可以全面禁？》為題在fb
發帖反駁。他首先舉例，雖然至今沒有一
個企圖用小剪刀劫機的個案，但小剪刀不
准帶上飛機是全世界所有機場的保安要
求，是「防微杜漸」，並質問若按陳文敏
說法，是否亦要「合理平衡」帶小剪刀上
飛機的「權利」。同時，樽裝蒸餾水不能
帶上機亦是同樣道理。
他隨即反駁陳文敏以禁煙等同「禁獨」

的說法。他指出，世上絕大多數國家，雖
然沒有全面禁煙，但已經全面禁止所有形
式和所有場合的香煙廣告，並採取其他措
施，遏制煙草的銷售和使用，並質問陳文
敏這做法是否「違反人權」。
梁振英進一步以香煙廣告為類比，指
「民族黨」等人的所作所為正是為「港
獨」賣廣告，「宣傳香煙可以禁，宣傳
『港獨』不可以禁？用陳文敏教授的邏
輯，是不是應該任由煙草商賣廣告，政府
只要『透過龐大的宣傳機器平衡這種思
潮』就可以了？」

昨日出席圓桌會議的還包括香港國際
社會服務社行政總裁邱浩波，香港

復康會總裁梁佩如，港大深圳醫院院長盧
寵茂，港大秀圃老年研究中心總監樓瑋
群。
林正財在會上表示，香港作為關愛社
會，政府應該關注返鄉養老長者，不應
因為他們離開香港就不再理會。目前無
法準確統計有多少長者定居內地。
他說，其實世界上大部分城市的福利
都不能離開地域，香港作為「一國兩
制」的特殊城市，在可行情況下應推行
一些福利遷移，支持返鄉養老長者。

林正財：合推醫券值借鏡
他強調，政府不是鼓勵長者回內地退

休，這應該是長者的一個自由選項。而
在研究福利北遷政策，需謹守幾個原
則，包括可行性、福利便攜性、內地制
度相容性，以及財政可持續性。他表
示，知道退休長者最擔心醫療保障，可
是內地和香港的醫療制度有很大差異，
難以將香港的醫療保障移植到內地。
如何將香港的養老福利北遷，需要各界

在幾項原則下多討論，他認為需要私營機
構先於內地試行，由政府提供幫助。比如
與港大深圳醫院合作推行使用長者香港醫
療券計劃，就是很好的經驗。
邱浩波說，他們是社署唯一指定內地

代理機構，為「廣東計劃」、「福建計
劃」和綜援長者提供支援。
據他們調查，參與計劃的香港長者

中，75歲以上佔大多數，其中綜援長者
大於75歲的佔84%；廣東及福建計劃大
於75歲佔59%。而近年相關計劃新申請
個案均呈下降趨勢，主要原因是內地醫
療負擔重，人民幣升值、內地通脹、物
價和傭工薪金上升，令長者難以負擔。
他續說，不少長者都因花光積蓄而回
流香港。他指香港對長者應有承擔之
義，不能將返鄉養老作為安老問題解決
方案。如果大量長者返鄉，亦會影響兩
地關係，並影響家庭倫理。對於在內地

定居的長者，政府應積極在醫療和安老
院舍方面提供支持。
盧寵茂表示，香港和內地的公共醫療
體系區別很大。內地是市場主導，醫生
以獎金提成為主要收入，內地定居長者
普遍對當地公共醫療缺乏信心，亦難以
承擔高昂醫療費。
港大深圳醫院堅持港式管理贏得長者

信心，但長者也只限使用香港醫療券看
門診，無法滿足他們的需要。如何改
進，需要各界多討論、多研究。

CY駁陳文敏歪理 反擊不應禁「獨」謬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特首林鄭月娥將於下周發表任內第
二份施政報告。她昨日透露，施政
報告會有支援航運界的措施，又指
「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會為業界帶來機遇。
林鄭月娥昨日在一個國際航海

論壇致辭時表示，香港過往的港
口吞吐量是世界第一，但去年下
跌至第五，航運業界面對不少挑
戰，而中美貿易摩擦升溫以及國
際海事組織對燃油的新規定，都
令業界的經營成本增加，政府會
密切留意事態進展，為業界提供
一切可行的支援。
她表示，雖然在貨運方面對激烈
競爭，但香港在專業服務方面仍有
不少優勢，包括船舶融資和租賃、
保險、船舶管理、法律和仲裁服務
等。
林鄭月娥指出，「一帶一路」及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亦為香港提供不
少機遇，創造大量有關法律、爭端
解決、投資、風險管理、研究、金
融、保險及會計服務的需求，而香
港有這些方面的人才，為希望「走
出去」的內地企業和希望進軍內地
及亞洲市場的國際企業提供高增值
服務，為香港帶來競爭優勢。
林鄭月娥說，香港船舶註冊噸位
名列全球第四，約為1.2億噸，而
為了令國際注意到香港在航運業方
面的實力，投資推廣署成立了專責
航運業的部門，以推廣香港廣泛的
航運專業知識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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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尹妮 攝

■民建聯邀請專家，舉行題為「跨境安老服務發展和挑戰」的圓桌會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與會者聆聽講者意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