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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離一個半小時飛行距離的香港和台灣，說相似也非常相似，但說不同卻可

以說非常不同。至香港生活的台灣人，首先最不習慣的一定是當地快速的步伐、

急促的腳步和緊繃的情緒。在台灣，當你在一間店用過餐後，除非店內有時間限

制，否則並不常碰見一享用完餐便需要離席的狀況；但香港因為人多地狹、生活

緊湊，當你一桌上的碗盤一空，服務生便會前來將你的盤子收走，便要你買單離

開；若你沒有這麼馬上離開，也會有人「請」你離開。 

另外，和台灣比起來，香港的行政效率並沒有那麼快；舉例來說，所有的台灣交

換生基本上都要到移民署申請「台人於香港多次入境簽證」，以往的學長姐一定

都會提醒你：「一定要在一大早、移民署還沒開的時候就要到那裡排隊。」一開

始的時候，見人沒想像中多，還不明白為什麼要八點多就到；九點半左右遞交完

申請書後，被告知需等待叫號，還以為十點多就可以走了。沒想到，這一等就是

等到中午十二點，且只等到一張紙，紙上表明下禮拜同一時間到同一櫃台取件。

另外，在香港隨處可見的恆生銀行辦理戶頭，也需等待一個禮拜的工作天才可以

拿到；相較台灣的現場辦、當場取是完全不同的。 

  話雖如此，在香港生活仍然是十分有趣的。被英國殖民過的香港混合著與台

灣或中國十分不同的華人文化，造就了如今香港獨有的、無法言喻的特別。在旺

角東通往旺角的人行天橋上往外看，你會以為見到港片中所見的電影場景：各式

各樣寫著琳瑯滿目的招牌、有大有小、有高有低。招牌底下的人潮，偶爾會以為

瞥見古惑仔藏於其中的身影；於中環則會看到時尚的現代高樓之間，夾雜著老舊

的港式低矮建築；又或是在新穎、前衛的商店當中，猛然一瞧卻發現隔壁是一幢

斑駁、破舊的中式住宅；往前再拐個彎，富麗堂皇的住宅區又乍現眼前。香港就

是這麼的多樣化，由曾經的歷史、過往的生活與摩登的現代一一展現在你的面前。 

  香港的不便和人們普遍的急躁個性，反倒突顯了他們的美好和善良。舉例來

說，同為高度發展的日本便在普遍要求有禮、有德的壓力下，讓你於享受日本人

溫暖笑容的同時，卻不確定那樣的互動是「真心」抑又或是「必須」？而當香港

人扯著大嗓門問你需不需要幫忙時，你反而會覺得這真誠的面容如天使一般發亮

著；或是相對於台灣而言，香港的扒手較多，當有陌生人提醒你要將包包拉鍊拉

好時，你便會覺得這個城市溫暖的人事實上不少。加上多數香港人對於台灣的了

解和嚮往，讓你與他們對話時會忍不住驚訝他們對於台灣的熟稔度不下於你，也

能因此非常輕而易舉的與對方搭上話題；更棒的是，因為香港和台灣只有短短一

個半小時的距離，與香港當地的朋友約定下次見面機會，彷彿就像住在台北與高



雄的朋友見面般容易。 

  香港，有一個非常獨特、專屬於他的氣味，是在任何一個地方都找不到的。

當下不會覺得這氣味有多特別，離開後卻開始明白那充滿矛盾的地方是多麼讓人

想念，而這只能自己去親身體驗了。 

（下兩張圖皆於旺角拍攝，滿滿的人及招牌，是這裡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