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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年前剛來香港的時候，總不免要拿香港與

內地做比較，比如城市規模、衛生、高樓大廈、地

鐵火車、購物旅遊等，日子久了，倒也麻木起來，

實際上，內地經濟的快速騰飛，兩地的差距越來

越近，驟然有人問起我來，真的還不知道從何說

起，不過一件偶然的事，讓我知道兩地的真正差

距在哪裏了。

我的一位朋友，在香港期間，不幸打球扭傷

了腳，送到醫院，在醫生打上石膏，包上雪白的繃

帶，還說不要輕易地運動那個所謂的傷的腳後，

出院時，在鏡子裏看自己，被他自己鄭重其事的

形象也嚇了一跳，出了醫院，可謂是嚇怕了沒有見

過世面的港人，走到哪裏，人們紛紛給投之以同

情的眼光，處處以優先的行動來對待他，享受著

殘疾人的待遇，讓這位本身覺得並不是很嚴重的

人覺得受盡了「歧視」，回到科室，老闆看到這情

況，也說回去吧，這幾天別幹了，不分配任務，變

成了沒事幹的人。幾番思考之下，這位好強的人決

定暫別香港，暫別這受盡「歧視」的地方，回到深

圳去，讓在深圳的老婆來照顧未來的傷病日子。

從香港坐巴士，坐火車到羅湖，一路之上，享

盡了萬千寵愛於一身，上巴士，司機還離開坐位，

到門口來放下專為殘疾人輪椅用的擋板，一邊還

扶住他，邊退邊說慢點慢點，讓他一路不費力氣

地走上來。上了火車，車上擠得跟沙丁魚罐似的，

但仍無礙於他的座位，一路順風，到了羅湖，他拄

著拐杖，出了車門，正站在那裏東張西望，想等別

人都走過之後再慢慢地走，一輛輪椅已經推到跟

前，這位老兄心裏面想，「這也太誇張了點吧，我

也就是不方便而已，慢慢來還是行的，你這樣子

一個輪椅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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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當我整個一個殘疾？」想歸這樣想，但人家

輪椅已推過來，並且堅定地要他坐上去，一番推

卻之後，這位老兄真的坐了上去，一路不用擔心地

出了車站，到了關口，那位海關的老兄推著他走

殘疾人通道，手續都是人家代他辦，辦手續的關

員也不斷地跟他打招呼，但就是坐在輪椅上不用

起來，這根本就是優先待遇，順風順水，他心裏

正為這一些又慚愧又高興時，車已推到羅湖橋中

間了，這位送人的職員老兄用不標準的普通話對

他說，「兄弟，送君千里，終有一別，這就是邊界

了，我再過就犯法了，後面你可要好自為之了。」

我這位朋友滿心感激地謝了這位職員，下了

車，站在羅湖橋的中間，轉過身來，再往大陸羅

湖方向來的時候，笑容就再也出不來了。

沒有職員來接，更沒有輪椅，在入口的

橋面上，穿制服的大陸工作人員來來往往，但

沒有一個人對他多看一眼，對於他的至少是外

表的重殘疾相無動於衷，我朋友後來歸納說，

「他們都是見過世面的人，你那點傷算啥，別

拿繃帶嚇唬我，比你重得多的我都見過，不是

一樣自助地過關了？！」

這位老兄後來說起當時的感覺，說：「我當

時覺得臉上直發燒，為自己心裏的期盼很慚愧，

一路走，一路拚命地給自己做思想工作：你就這

點傷，能處理就自個處理，本來不就是想逃避歧

視才回來的嗎？怎麼到這時全變了，自做多情地

以為會有人來接你，你以為你是香港政權交接

啊，真的是讓香港人給慣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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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想著，一路慢慢地行來，算是好受了一

點，可是，真要「平等」起來，還真的付出了不少

的代價和艱辛，病不算重，但不能動傷處，拄著拐

杖站在那裏，和別人一樣「平等」地排隊，等了半

小時才輪到自己，那樣的經歷，無論是心理上，還

是體力上，都算是一個比較難以承受的煎熬。

出了關口，他仍然與人「平等」著，要慢慢地

一步一步地走向羅湖商業城，沒有人上來問他要

不要幫助，甚至沒有一個同情的眼神，他想著，這

樣子的丟人現眼，倒不如花點錢買個平安算了，

原本一腔的豪氣要去坐公共汽車，顯示自己不是

殘疾人，最終還是沒走到二十米，就將這念頭打

消得乾乾淨淨，打的像逃跑一樣似的逃回了家。

那時出口處還給停計程車，據說現在因治安的原

因，不給停了，要是現在出了這件事，都不知道要

走多久。

輪椅可以輕易地買到，輪椅的差距卻並不是

那麼容易抹平，要我說，這才是中港之間的真正

差距。不過，可悲的是，現下的香港，好像也並不

真的重視這把輪椅了。

評審的話

董　橋：意義深長，文筆也不錯，平實，言之

有物。

劉再復：可以考慮入選。

得獎感言

知道得獎，當然高興。可是同時也很慚愧，因

為這只是我的一篇舊文，最多只算是一種感想，

正好趕上這個主題，才有機會。所以，最終還要感

謝主辦者，否則可能這文章就永無天日了。

作為大陸來港者，我想每個人都不免會把香

港與大陸做個比較，確實，香港在各方面具有非

常大的優勢，但這些硬體上的差距，正在縮小，

未來的幾年內，可能會縮小得更快。做為大陸人，

最欣賞香港的地方在哪裡？我想可能更多的是

人文方面的東西。許多人說香港是文化沙漠，但

香港人並不是沒有素質，他們普遍受過良好的教

育，即使沒有高的文化，也有較好的素質教育，

尊重別人，真的做到了眼下大陸提倡的「以人為

本」，我想「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些精神層面

的「道」，才是眼下大陸急需要的。

本來這篇文章想發表在大陸，無奈卻沒有

一家雜誌報紙願意發表。而現在卻在香港獲了

獎，雖然不是什麼大獎，也算體現出中港兩地的

差距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