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棠轩，再见不会太遥远

中山大学 陈 敏

“海棠轩”是我们在香港城市大学访学期间的住所，没去香港之前，我就很

喜欢这个雅致的名字，特别是查看地图时，发现它周围的道路竟都是以花命名的，

更是惊喜。比如海棠路、紫藤路、牡丹路、石竹路、丹桂路、玉兰路、地锦路、

寿菊路等，对我这个痴迷于花花草草的人来说，这实在是太诗意的栖居了，不能

幸福更多。

尽管海棠路上并没有海棠花，但在那里度过的整个三月，我依然觉得是我近

几年过的最诗意、最充实、最快乐的一个月。我和一起访学的 7 位小伙伴听课、

爬山、聚餐、谈天，每天走很多很多的路，睡很少很少的觉，却还是觉得时间不

够用。直到 4 月 1 日恋恋不舍地离开香港，我还在遗憾有太多地方没来得及去看、

去感受，但我知道，我一定会再来、常来香港的，再见不会太遥远。

香港初印象

鉴于这几年内地和香港之间日趋紧张和微妙的关系，我来港之前还是做了一

些心理建设，准备好可能遇到的不快，但当我入关时仅仅因为忘记贴好签证纸就

被关员粗暴地把通行证甩回来并好一顿埋怨时，当我在红磡站向一位女士问路却

遭遇对方眼皮也不抬地径直走开时，当我看到闹市街头悬挂的“守护香港，拒绝

大陆化”的标语时，我内心还是有小小的受伤。

但是，我并没有把自己个体的经历脸谱化地解读为内地人和港人之间的矛

盾，毕竟，在香港我同样感受到很多来自陌生人的善意，比如，当我在公交站探

头探脑地拍标语、做调研的时候，会有路人主动问我要坐车去哪里、是否需要帮

忙；当我在超市排队结账时，前面的阿婆会主动让只买一件水果的我优先买

单……这些细小的美好让我感受到香港的温情，我也更愿意记住这些温暖的瞬



间。

进一步地，我也试着去揣测和理解，如果我是一个香港市民，我对内地人是

一种怎样复杂的感情？内地和香港的民众，特别是官员，应该通过怎样的政策调

整来缓和目前的对立情绪？在香港街头，最触动我的一条标语是，“社会撕裂，

大家都输。是时候改变了”！但如何改变，谁来推动这些改变，目前都还是未知

数。

（图为香港的花花草草）

虽然我所工作的城市广州距离香港很近，但生活在这两个城市的体验还是极

为不同，在港期间，我会忍不住比较这种种不同：

第一点最触动我的，就是香港的干净整洁。海棠轩附近和城大学术楼附近分

别有一个垃圾收运站，堆着很多垃圾桶，但你在任何时间走过，都闻不到一丝异

味，看不到一点点污水横流、垃圾乱扔的迹象，这与内地垃圾站有何不同想必不

需我赘述，我是真的很惊讶，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香港能做到而内地做不

到？还有香港的卫生间，不论位于闹市区还是郊外，总是干净、无异味，且备有

卫生纸。两相对比，足见文明程度之差异。

第二点就是香港秩序井然，规则明确，在什么地方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是很有规矩的。因为我访学的研究计划是分析比较香港和内地街头的标语，我在

观察形形色色的标语告示的时候，发现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比如，香港昭示个人

权利的标语很多，路边经常可以看到“私家道路”、“私家重地”的字样——道路

竟也可以是“私家”的，非“公家”的地盘竟也可以叫“重地”，这对内地人来

说，是很新鲜的体验；还有就是比较标语落款的话，往往会发现，内地和香港有



权力介入空间意义生产的主体是很不一样的，比如香港标语的落款多是区议会、

某位议员、某业主立案法团等，而内地街头标语要么没有落款，要么大都来自政

府部门。

香港和内地的不同还有很多很多，在此无法一一描述，我想，正是这些细节

堆积起来的香港让我喜欢和敬佩，我很希望，内地城市有一天也能像香港一样，

干净，有秩序，让人有安全感。

（香港美食，现在看照片还会流口水）

城大好师友

感谢城大的老师们无私地和我们分享做研究的经验得失，每一次思想碰撞，

都有让人激动的火花，在拓宽我学术视野的同时，更激励我见贤思齐，补上自己

研究的短板。

请允许我在这里再次向城大老师们一一致谢：温文儒雅的祝建华老师、完美



主义者李喜根老师、睿智犀利的何舟老师、谜一样美丽的林芬老师（林老师“返

场加映”的论文写作讲座，我很受益）、帅的不要不要的小林哲郎老师（我真的

不是外貌协会的~），还有Marko 老师、梁励敏老师、林宛莹老师、蒋莉老师、

李宇宏老师等，谢谢你们！

关于此行学术上的收获和启迪，一同访学的几位多友的文章已经总结得很全

面了，我在这里特别想补充的，是城大老师们在治学态度和气度上对我的影响。

在香港时，我曾和同行的多友谈到，假如内地学者和香港学者坐在一起的话，似

乎很容易在气质上将二者区分开来，这恐怕不是简单的“崇洋媚外”或妄自菲薄

所能解释的，因为我确实感觉，香港学者做学问很从容，很踏实，他们似乎不大

需要考虑学术之外的很多东西，研究目的相对纯粹一些，研究方法相对内地而言

更是规范，这都是值得我学习的。

（图为城大老师们在分享研究经验。

恕未能将每位老师的照片都拼进来，真的特别感念老师们的无私分享。）

此次能来香港访学，要特别感谢的，当然是李金铨老师。无论是治学、为人，

还是为师，李老师都堪称一代学人的表率、我等后辈学习的典范。而李老师和师

母之间的爱情，更是让人艳羡不已。

记得在本届多友答谢李老师、师母的晚宴上，我不知天高地厚地说了一句，

“李老师学问做得好，这个并不稀奇，因为他是李老师啊！”我接着说，“但李老

师与师母在一起，却是特别特别难得的。我一直记得李老师给学生主持婚礼时的

那句致辞，‘希望你们今后回想起来，会觉得这是毕生做的最好的一个决定’，这



句话一定是李老师有感而发，因为这分明说的就是李老师和师母之间的爱情啊！”

或是因为我这段祝酒词，李老师将杯中红酒一饮而尽，师母则在旁边略显害羞地

笑意盈盈地看着李老师。

说实在的，此次香港访学，虽然和师母只有几次一同行山时的短暂接触，但

师母优雅的气质已让我深深折服，还记得我们几位同学在饭桌上猜师母是学什么

专业的，大家猜测的都是舞蹈、音乐、文学等专业，因为我们觉得，师母举手投

足间的优雅，简直比专业学习过的人还要优美。“班长”陈经超开玩笑称师母是

“台湾优秀女性的杰出代表”，我是深以为然的。

至于李老师和师母之间的默契，他们看待彼此时眼神里的爱意，真是体现在

很多很多小细节里，比如行山遇到山路陡滑时，一向在最前面带路的师母会慢下

来，等等走在后面的李老师；两个人一起出门喝早茶时会佩戴红色情侣围巾（见

下图）……只有看到他们的时候，我才真正明白那句“只羡鸳鸯不羡仙”的含义。

（图为周末大家一起行山。请留意李老师和师母的情侣围巾~）

在香港的一个月，我全程参与了四个周末的行山活动，每一次，不但有迷人

的风景可欣赏，有可口的美食满足味蕾，更重要的，是有机会听几位高山仰止的

前辈学人“论道”。

说起行山队伍的豪华阵容，除李老师、师母外，还有原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

信刚教授及其夫人，城大“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张隆溪教授及其夫人，以及在文

学领域有深厚造诣的张宏生教授等。能有机会和大师们一起行山，在游山玩水、

吟诗作赋中学习和感悟，这样愉快的游学，大概就是古人倡导的“从某某人游”



的学习方式吧。

每次行山，大家都会用各自的方言读一首诗，从《春日即事》《春日》《后游》，

再到《春游湖》，每次大家先听张隆溪教授细细讲解，然后各自用方言把诗歌读

一遍。作为一个自小迁徙多地生活、没有方言的人，当其他同学用方言读诗的时

候，我就只能悲催地在一旁暗自神伤，感慨不仅仅是“没有方言的人就没有故乡”，

现在更是“没有方言的人就没有发言权”啊！

（图为李老师签字赠书，和李老师一起坐地铁去爬山，以及城大媒体与传播系的

大楼。）

访学小伙伴

相信很多多友都会认同，在一个月的访学时间里，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

了一群如家人般亲密的朋友，这段友情注定会在这一生中留下很深的烙印。

作为本期多友中年纪最小的一位，我有幸结识的不仅仅是几位学术上可以交



流学习的诤友，更是以后人生中可以倾吐衷肠的哥哥姐姐：

儒雅博学的刘鹏兄，无论是着装谈吐还是学术造诣，都是极有品位的带头大

哥。他是本届多友中在港买书最多的一位，分批托人带了数十本书回内地仍意犹

未尽。

精通韩、英、日等多种语言的徐玉兰姐姐，气质如兰，大概是因为受了韩国

文化的熏陶，玉兰姐对师长尤为尊重，特别注意日常礼仪，这一点让我特别欣赏。

帅气严谨的朱鸿军兄，多数时候都是忧国忧民的不苟言笑状，不过与他讨论

论文时，他总能又诚恳又一针见血地点出文章的种种不足，让我心悦诚服。

被授予“暖男”绰号的陈经超兄，是本期多友的“班长”，幸有他的热心张

罗，我们才能到浅水湾、赤柱、西贡、塔门岛等地深度游；任何时候只要跟着“班

长”，我们都不需要操心路线、吃喝甚至拍照问题，因为他连自拍杆都帮大家举

好了。

哲学专业出身的王鑫姐姐，是本期多友的“书记”，和班长共同操心访学间

的各种活动安排，鑫鑫姐文采极好，出口成章，一般聚餐结束时大家都请她总结

陈词，她更创作一首融入了八个人名字的诗词，妙不可言。

同为江苏老乡的曹书乐是本期多友中的学霸，英语极棒，每次听课都会举手

提问，细聊后发现她还是个心思细腻的才女，文笔很好，也喜欢养花、赏花。

周逵兄与我同年，是传媒大学的青年才俊，本期多友中脑洞最大的段子手，

访学期间流传的很多经典段子都是他的创作，他的“八卦学术化”实践和“学术

模仿秀”表演，现在想起来还让人忍俊不禁。

此刻，翻看和他们的合影，真是惟愿时间静止，我们不老，青春永不散场。

（图为本期多友合影，遗憾书乐当日缺席）

最后，就用歌曲《祝福》中的歌词送给在香港结识的各位师友，特别是同期



访学的小伙伴们吧：

情难舍 人难留

今朝一别各西东

冷和热 点点滴滴在心头

愿心中 永远留着我的笑容

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

伤离别 离别虽然在眼前

说再见 再见不会太遥远

若有缘 有缘就能期待明天

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

亲爱的你们，今年 7 月，广州再见！

（图片摄于西贡海边、诚品书店、城市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