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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罵戰
校內徵文比賽高中組亞軍

5B   譚兆聰

	 早前內地網絡視頻一節目中，孔慶東的言論引起廣泛爭議。

這位孔教授的「獨到見解」引爆了兩地人民長久以來對彼此的不

滿。

	 在香港，網絡上早已廣泛流傳著各種激烈言論──批評內地

人如何到本地享受福利，網民大肆提出「蝗蟲論」、「禁雙非」。

孔教授的言論終於激發內地人憤然反撲，說要斷絕兩地關係。

	 你會認為，這是大家一時無名火起的衝動，單純是個別人意

氣用事的鬧劇嗎？那讓我用望遠鏡把此事放大倍數，從看本地、

看內地，一直到放眼國際吧！唯有遠近相瞻，古今相照，我們方

能看清棋盤全局，不致誤墮陷阱。

	 我以為中國文化有其弊端，沿習下來，便「造就」罵戰。兩

地對立，實非一日之寒。

	 首先，中國人愛面子的性格是罵戰的根源。在是次事件中，

雙方對壘必先數落對方，抬高自己。這邊廂，港人說內地孕婦、

大陸人民白吃白喝享受社會福利，把他們貶得一文不值。那邊

廂，內地人仍自豪地說自己像父親般為香港供水、供糧。於是，

港人便嘲弄中國的食水水質之劣、食品質素之差。來來去去，沒

完沒了，兩地人民從不嘗試放下成見，只執著於中國人所着重的

體面；全然談不上彼此包容、互相體諒。

	 其次，現今社會重金不重德，令罵戰升溫。中國經濟發展之

可怕，在於不需兼顧道義，只管奪取個人利益。重利不重德的特

質，小至隨地吐痰，大至毒品、假食品事件，皆令部分內地人民

成了害群之馬，他們又怎會不成為被唾罵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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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至今日，各國皆加強了對人權、民主、國民教育等民生素

質的重視，這些都是兩地人民在怒髮衝冠的情況下，忽略了的重

要事項。

	 早兩天看了一套名為《逆戰》的電影，片中一家人分離二

十多年，兄弟重遇時，一人說著粵語，另一人只懂普通話。縱是

語言有別，始終血濃於水。中港兩地人民，何不互相理解，放下

眼前仇怨，放遠目光，遠近相瞻共同改進？這不止香港人、內地

人，更是世界公民該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