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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內地文化衝突香港內地文化衝突

2012-04-07  記者 嚴芷茵 文

自從香港回歸中國以來，內地旅客到香港自由行的趨勢日益增加，刺激香港旅遊業的發展。然而

在發展的同時，部份內地的旅客卻沒有入鄉隨俗，遵守香港既有的規則，在香港引起不少的「罵

戰」，使彼此的關係變得緊繃。

 

文化衝擊文化衝擊

近年來由於智慧型手機的普及，不少香港市民喜歡隨手拍一些短片或照片，再把它們上傳到網路

上。這些影片或照片的內容五花八門，其中也不乏香港人與內地人的文化衝突，成為網路上熱門

的話題。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簡稱「港鐵」，是香港人日常使用相當頻繁的大眾交通工具，搭乘港鐵的規則

與台灣捷運差不多，例如不准吸煙以及付費區與車廂內嚴禁飲食等等。但事實上港鐵內乘客在車

廂或在付費區內違規飲食的情況十分常見，即使從外表上很難判斷那些違規的人到底是香港人還

是內地人，但香港人往往會把內地人在車廂內違規的行為拍下來上傳到網路上。

香港人與內地人在網路上的「罵戰」已經屢見不鮮，但在2012年1月期間，YouTube上「內地

遊客香港地鐵內進食引發罵戰」這段影片卻再次引起多方爭議，讓整個事件嚴重度升級。事件的

導火線原本只是一個內地小孩在車廂內吃零食，但經勸阻後仍然繼續進食，有乘客因勸阻不果，

憤而按下緊急停車按鈕，找來港鐵職員處理，才引起這次的軒然大波。

港鐵罵戰是香港人把多年來所受的壓抑一次性爆發出來。（影片來源／YouTube）

 

自從內地自由行開放以來，港人與內地人的間接衝突逐漸變為正面衝突。成功大學馬來西亞僑生

林同學表示，之前到香港旅遊時，覺得香港人似乎都自視甚高，瞧不起內地人。林同學表示因為

從很久以已經耳聞香港人不喜歡被標籤為中國人，她說：「因為香港發展比內地早很多，香港人

都覺得自己比內地人高一等，所以不管內地人做什麼，香港人都看不順眼。」

大部分香港人看到其他港人違規都比較不會出言阻止，但一聽到講普通話的就會目露凶光，甚至

用廣東話咒罵那些違規的人。種種衝突追根究柢，主要是自從2000年以來，中國大陸人民基於與

子女或配偶團聚而移民到香港，大量新移民的湧入對香港文化及經濟都帶來了衝擊。十年來彼此

磨擦產生的不滿被長期壓抑下來，最後爆發出來才引發這次的罵戰。

 

鐵路文化鐵路文化

經常到內地遊玩的香港人羅仲霖說：「在內地地鐵內飲食是很平常的，因為好像沒有明文規定說

車廂內嚴禁飲食，車廂內的環境十分髒。但這樣子我還可以忍受，反而最令我最受不了的是講電

話的文化，內地人講電話的音量可以響遍整個車廂，車上的人都知道他在講什麼。」

另外，交通大學香港交換生龔淮煦表示，自己有時候因為趕時間也會在車廂內飲食，所以他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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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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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在阿爸生日那天，摳摳憶起爸爸與芭樂的故
事。

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覺得其實這不算什麼大事，他覺得只要吃的東西不會弄髒車廂的環境就好了。龔淮煦說：「其實

有時候那些放到網路上的影片，你也不會知道那些人是香港人還是內地人，這樣一概而論也不能

代表些什麼。」

台灣高鐵以及台鐵上都可以用餐，英國及日本的長線鐵路也允許乘客飲食，這是由於不少長程旅

客往往一趟就是好幾個小時，用餐時間如果還不能吃東西未免太不人道。只是香港面積不大，車

程耗時不會太長，港鐵便為了節省資源而設立這些規範，何況所謂「入鄉隨俗」，即使是外地人

還是應該要好好遵守當地的規則。雖說不知者無罪，但遇到他人勸阻的時候，要勇於承認自己的

疏失，兩岸人民的隔閡才不會越來越深。

 

隨處便溺　讓人受不了隨處便溺　讓人受不了

自由行來港旅遊雖然對香港經濟帶來正面的影響，但仍有一部分人做出影響市容的行為，造成香

港人的困擾。除了車廂內的飲食問題以外，內地遊客在大街大巷或是商場內隨地便溺的行為令人

側目。

隨地便溺真的是大陸共通文化嗎？（影片來源／YouTube）

從片段中看到的大都是那些年少無知的小朋友，如果附近真的沒有廁所的話，似乎也是情有可原

。但這些事件的發生地點大部分都是在商場之內，大部分的商場內多少都有洗手間，很多網友指

出影片中他們便溺的地方附近就有個廁所：「他們為什麼不去廁所解決？」恐怕這些問題也只有

當事人才可以解答。不少內地網友指出內地公廁的衛生條件很差，很多人都寧願在街上解決而不

到廁所解決，但在香港，這樣一來不僅污染了城市的容貌，自己的醜態也同時被拍下來了。

 

難以理解的強國文化難以理解的強國文化

顯然有不少中國大陸的文化，對於香港人來說相當難以理解。很多時候，衝突都是出於兩岸的文

化差異，此外，言語不通的問題也產生了不少誤會。其實雙方若願意從多方瞭解彼此的話，肯定

可以減少不少衝突。畢竟就現實層面來看，香港跟中國已經不可分割，雙方都需要互相的資源。

許多網友都表示兩方皆應儘量減少相互標籤，因為標籤效應只會令雙方關係更加緊張，不論是間

接、正面還是網路上的罵戰都只會使問題持續升溫，令大家不得安寧。有時候只要一句不好意思

或是對不起，很多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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