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家橋 

1.     那是充滿歷史色彩、香港與中國大陸互相融合的街道——中英街。它的

位置十分特別，它的起點位於香港北區沙頭角，終點則在深圳市鹽田區的沙

頭角，是一條「一街兩制」的街道。 

2.     我向警察展示過禁區紙後，緩緩的踏進中英街。仰頭一望，映入眼簾的

是一座充滿英國色彩的建築物，它的露台是白色的，歲月又給它罩上一層薄

薄的灰色；它的欄杆則是用大理石雕刻而成，上面雕有一隻戴上皇冠的獅子， 

氣勢驚人，獅子身上的的鮮紅色與建築物的灰白色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但卻

敵不過歲月的洗禮，鮮紅色開始逐漸脫落；屋頂上則插着隨風擺動的中國國

旗及香港區旗。 

3.   「噹……噹……」忽然傳來一陣鐘聲， 只見不少穿着制服的官兵在不斷

敲鐘，我感到大惑不解，這時，身旁的路人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友善的對

我說：「這是警世鐘，每到三月十八日，政府便會敲鐘十八下，以警示後人勿

忘國恥。」看着黑沉沉的鐵鐘，沒想到它有如此深刻的功用。我繼續向前走，

看到路中央有一面石碑，灰色的石碑上刻着鮮紅色的大字「光緒二十四年中

英地界」。原來這是中英街界碑，只見它灰沉沉的，上面有着不少裂痕，想不

到原來它是一個界碑。 

4.   人來人往，喧嚷聲此起彼落，我看着街上的歷史文物，緩緩往街尾走去。 

5.     用「排列有序」四字來形容這街尾是最合適不過了。只見街道兩旁的店

舖整齊地站着，而且還是按種類排列，其中金燦燦的首飾店與電器店並排一

起，由於這類店舖的貨品最受歡迎，且免關稅，故此門前長期有不少顧客排

隊選購，但是舖前秩序毫不散亂，長長的人龍如ㅡ把鐵尺般筆直的排列着。

黃金首飾店的招牌是用繁體字的，但電器舖的招牌則用簡體字，繁簡字體並

列一起，更顯出「一街兩制」之妙﹗此時，忽然聽到有兩店主在交談︰一位

用廣東話說着：「我現在要外出，可不可以替我顧舖?」另一位則用普通話答

道：「沒問題， 咱們不是鄰居嗎?」我心想：香港人竟這麼放心的把自己的店



子交給中國大陸人？ 

6.   此刻，我深深感受店主倆的情誼，他們彼此互信，我想這條街道正反映

着香港與中國大陸互相融合之情。想到這裏，心中沒有一點喜悅，反為這個

現實社會感到嘆息，連中英街這條小小的街道也能體現中港互相融合之美，

何解香港社會卻不能呢? 為甚麼現在香港與中國大陸有如此大的矛盾衝突

呢？我看着繁簡體字相間的招牌，陷入深深的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