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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闵捷、丁梓懿

香港尖沙咀柯士甸道
156 号，一座闹中取静的居
民楼。旁边是一所历史悠久
的教会学校——— 嘉诺撒圣玛
利书院。居民楼门口年迈的
保安、书院里的老教师、楼下
小商店年轻的女店主，都不
知道 80 年前，这里曾住着在
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教
育家蔡元培。

今年是被誉为“北大之
父”的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诞
辰 150 周年，也是北京大学
建校 120 周年。为了追寻这
位在 20 世纪初曾领导中国
文化教育转型的“学界泰斗”
在香港度过的最后时光，记
者近日寻访了蔡元培在香港
的足迹。

柯士甸道：以“周

子余”之名深居简出

前不久，由北京大学香
港校友会联合北京大学蔡元
培研究会、香港北大助学基
金会在香港饶宗颐文化馆举
办“蔡元培与北京大学”主题
展览，展出了蔡元培手迹、珍
贵历史图片及 1916 年他被
任命为北大校长的委任状
等。蔡元培之子蔡英多、孙女
蔡磊砢(现任北大蔡元培研
究会会长)到港出席。

据今年 88 岁的蔡英多
回忆，父亲蔡元培是 1937 年
11月 27 日离开上海，29 日
抵达香港，在港岛皇后大道
中的顺斯酒店住了几天，然
后又由商务印书馆安排在跑
马地摩里臣山道的崇正会馆
住了一阵。当年 12月 29 日，
母亲周峻带着三个孩子来到
香港，一家人于转年 1 月底
在九龙柯士甸道 156 号住了
下来。

记者在柯士甸道 156 号
看到，当年的三层小楼已变
成 11 层高的花园大厦，仅隔
着一栋楼的嘉诺撒圣玛利书

院的读书声声声入耳。据蔡英多回忆，当年姐姐蔡睟盎
在这所学校就读，他和哥哥蔡怀新幼时也在此短暂学
习过。

蔡元培晚年在港深居简出，化名“周子余”在家养
病。期间，依然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并开始自撰年谱。
他还从商务印书馆借来《陆放翁全集》和《王阳明全
集》，爱不释手。蔡英多回忆说，记得那时父亲常读美国
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当时七八岁的蔡英
多对书中的图片至今仍有印象。

虽然蔡元培在港非常低调，但前来拜访的人还是
不少。饶宗颐文化馆名誉馆长、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专
家陈万雄告诉记者，访客中包括北大教授、学生、校友
等，南下文人也很多。而据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荣休教
授、蔡元培研究专家周佳荣统计，在蔡元培留港的两年
多时间里，曾有 300 多人前来拜访过他。

圣约翰大礼堂：最后一次公开演讲

香港中环花园道，日暮时分的圣约翰座堂，少年唱
诗班正在排练。80 年前，蔡元培在这里发表了他人生
中最后一次公开演讲。

1938 年 5月 20 日，蔡元培应宋庆龄之邀出席由
“保卫中国同盟”及“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在圣约翰大
礼堂举行的美术展，并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这也是
他留居香港期间唯一一次公开演讲，他提到，“美术乃
抗战时期之必需品”，并认为“抗战时期所最需要的，是
人人有宁静的头脑，又有强毅的意志。”

“当时正值抗战时期，蔡先生发表抗战与美术之关
系的演说。他依旧提倡美育，期望美育发挥其重要的社
会作用，这是他眼光长远之所在。”周佳荣说。

在港期间，古稀之年的蔡元培尽管身体日渐衰弱，
又患足疾多年，但仍心系民族存亡，为抗战奔波操劳。
他还曾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作会歌一首，
被称为“白头人唱满江红”。歌词中写道：“公理昭彰，战
胜强权在今日，概不问领土大小……我中华，泱泱国，
爱和平，御强敌。”

1940 年 3 月 3 日，年迈的蔡元培在寓所失足跌
倒，4 日入养和医院治疗，3月 5 日溘然长逝，享年 72
岁。

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香江有幸埋忠骨

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墓园
覆盖着半山坡。一块墨绿色的大理石墓碑格外醒目，上
书“蔡孑民先生之墓”，并刻写着他的生平。

1940 年 3月 10 日，商务印书馆主持为蔡元培先
生举殡。当日，全港学校和商店下半旗志哀，他的灵柩
由礼顿道经加路连山道，再经波斯富街、轩尼诗道、皇
后大道、薄扶林道入南华体育场公祭，市民在沿途列队
目送。

“公祭时，参加者万余人，那真是荣哀。”香港著名
学者、作家小思在她的《香港文学散步》一书中写道。

周佳荣教授告诉记者，上世纪 40 年代香港人口只
有 50万，万人公祭足见有何等隆重。参加公祭活动的
有学校师生、政商界和文化界人士及市民等。

香江有幸埋忠骨，蔡元培的遗体曾暂厝东华义庄，
后葬于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

1978 年，北京大学同学会为老校长重修了墓碑。
每年都有来自各地的北大校友、乡亲以及仰慕蔡元培
的海内外人士前来悼念。

2018 年 12月，也就是蔡元培诞辰 150周年之际，
蔡元培之子蔡英多、孙女蔡磊砢及众多北大校友来到
蔡元培墓前，共同缅怀他们的先辈和“永远的校长”。当
天下午 3时，祭奠活动刚开始，天空中持续已久的阴霾
忽然散开，出现一线阳光。

“祖父旧学深邃，新学广博。今天我们追思祖父的
功业，缅怀先生的精神，意在发扬光大祖父的志业，为
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而努力。”蔡磊砢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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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洪雪华、闵捷

创办 80载以来，香港国际工业出口展销会
(以下简称“工展会”)已成为香港市民的生活符
号，也是他们辞旧迎新的纪念仪式。

港人的集体记忆

“工展会是香港最大型的户外展览会，包罗
了各类香港产品，很多香港市民都会去，我曾在
工展会上听过著名歌星邓丽君唱歌。”68 岁的
香港市民王春林七八岁就随同父母逛工展会，
至今回忆起来仍不掩兴奋。

“以前的工展会规模比较小，摊位比较少，但
每年我们都能买到一些新产品。”每年的工展会
上，都不乏和王春林一样的香港市民，他们身背
背包，带着小推车，成为展区里的“购物达人”。

“自参加第四十届工展会起，南北行已成为
工展会的常驻参展商，工展会之际，我们推出了
很多新产品，增强了品牌知名度。”南北行业务
经理林飞跃介绍，香港开埠后，部分内地南方货
物会经香港运到北方，从事这种业务的商行被
称为南北行。20世纪 50 年代，南北行开始经营
参茸海味，在香港参茸药业界享有盛名。

“我第一次参观的工展会是在红磡举办的，
当时展出很多纺织机器，主要以宣传工厂技术
和机械为主，推广香港的工业产品。”香港中华
厂商联合会副会长徐晋晖回忆道。

“印象最深的是‘工展小姐选举’活动，很多
香港市民都会入场观看。”徐晋晖介绍，为了让
大众关注女性在工业界所担当的角色、吸引女
性投身工业，1952 年第十届工展会首度举办
“工展小姐选举”，开创了香港选美比赛的先河，
也成为工展会的标志性盛事。

“近年来，除了香港市民，很多内地居民和
旅行团也会专门到工展会购物。”徐晋晖表示，

随着广深港高铁和港珠澳大桥的开通，未来工
展会将会吸引更多内地游客。

80 载兴衰见证历史

“工展会曾多次停办又复办，虽有 80 年的历
史，但实际上只举办了 53 届。”徐晋晖说。

上世纪 30 年代，内地征收高额关税，港商
转而开拓南洋市场，并于 1935 年参与在新加坡
举行的“第一届中国国货展览会”，自此港货在
南洋备受欢迎。

成功开拓海外市场后，为了加强香港市民
对本地工业产品的认识，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
与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于 1938 年在中环合办

工展会，40家参展商共设 86 个摊位，展出超过
200种产品。次年，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开始独
自主办工展会。

然而，“二战”期间日军侵略香港，工展会于
1941 年被迫停办。直至 1948 年，工展会才复办。

1967 年，工展会选址于红磡新填海区，首
次设立“国际机器原料陈列馆”，展出英国、美
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等国家的最新原料及
工业机械，从此名声大噪。

1974 年，因缺乏合适的展览场地，工展会
再次停办。在此之前，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于
1938至 1974 年间，共举办 31 届工展会。

1994 年，第 32 届工展会重现于香港会议
展览中心，短短 4 天展期吸引了 20 万人次入

场。2003 年，工展会转移至铜锣湾维多利亚
公园，场地沿用至今。“维多利亚公园无疑是
大型户外展览的理想场地。”徐晋晖说。

与时俱进的“岁末嘉年华”

工展会上至今仍能看到不少香港老字号
的身影。在展会现场，一个摆放巨型甜醋罐模
型的摊位吸引了不少香港市民，这是香港百
年老字号同珍的摊位。同珍以生产酱油和甜
醋为主，至今已参展十余年。

“历届工展会，我们都会做出适当的调整
和创新，增加品牌的吸引力。”香港百年中医
药老字号位元堂高级销售经理张煜俊介绍，
位元堂新设血管健康测试站，为入场市民测
试血管硬度及评估心脑血管风险。

“香港老字号都会参展，很多本土新品牌
也会在工展会亮相。”徐晋晖表示，工展会已
成为众多香港本土品牌的宣传平台。

80载春秋，时代风云变幻，工展会在不
断创新。“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市民们可以
网上购物，然后来工展会取货。”工展会与香
港网上购物平台 HKTVMall 合作，改变市民
的购物方式。

“为了更好促进香港制造业的持续增长，
工展会除了全面展示香港产品，还包括香港
企业于海内外制造或持有的各种产品及品
牌。”在徐晋晖看来，工展会的产品早已不再
局限于香港。

市民们数十载的支持，也让工展会一直
致力于履行社会责任。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
与东华三院合作，于展会期间邀请 80 位 80
岁的长者与工展会共同庆生。地中海贫血儿
童基金、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禁毒处、惩教
署、香港单亲协会等社企通过义卖的方式，也
在工展会中有了“一席之地”。 新华社香港电

80 岁的工展会，港人的集体记忆

新华社记者朱宇轩

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精密工程……越来越
多香港青年“创客”正不断投身这些热点领域。
他们依托香港，整合内地资源，在各自的领域精
益求精，努力让世界刮目相看。

释放潜力 建设国际创科中心

背靠香港中文大学、面朝吐露港的科学园
是香港目前最大的研发基地。园区内，9000 多
名科研人员在近 700家科技公司内从事研发工
作。香港青年廖永超就是其中一员。

从香港大学毕业后，廖永超加入科技园一
家研发纳米技术的高科技公司，负责系统设计
和开发项目。

廖永超坦言，他曾听到有人评价“香港没有
先进的科技，香港的创新科技无法适应市场”，
这激励他选择加入科技公司。为将高科技转化
为贴近市场的产品，廖永超一直细心摸索，终于
和团队成功将纳米技术运用于钻石防伪，并被
不少香港珠宝商采用。

廖永超说，很多项目从研发到回本往往需

要 10 年，但无论需要多长时间，他都会细心打
磨，认真雕琢。“因为我想让全世界人知道，香港
绝对有能力发展创新科技。”

为了加快建设香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香
港特区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为充分释放
香港科研力量，特区政府增加对香港高校拨款，
促进技术转移及研发成果实践；为培育香港的
初创文化，推动“再工业化”发展，香港生产力促
进局成立“知创空间”，为创客、设计师、学生等
提供完善的配套设施和一条龙技术支援……

随着国家科技部、财政部等中央政府部门
出台多项支持香港科技发展的政策措施，香港
科研人员也将更广泛参与国家科技建设，切实
挖掘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潜力。

港深联手 前海筑梦

成立于 2014 年的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以
“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为目标定位，
成为不少香港青年创业的舞台。

在香港科技大学读完本科和硕士后，彭奕
亨选择来到内地创业。在读书期间，他就创建过
供同学进行书籍交易的网站。在随后的学习中，

彭奕亨心中创业的蓝图愈加明确。
彭奕亨说，香港信息畅通、物流便利、管理

经验丰富，因而他将营销部门设在香港，以开拓
海外市场。但由于香港场地狭窄且租金高昂，于
是，他将硬件部门迁至内地，节省研发成本。

起初，彭奕亨在东莞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
业基地，进行早期研发与产品测试。随着产品需
求的增加以及团队的扩大，彭奕亨将部分团队
迁至深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驻扎在园区内
香港 X 科技创业平台。他说，这两大孵化平台
不仅为团队提供了资金支持，还提供了可用于
产品测试的场地。

“深圳年轻人聚集，前海提供人才房，并且
深圳政府还有政策优惠，这些优点十分有利于
我们初创公司发展。”彭奕亨说。

大湾区合作 产学研模式迎

来新机遇

在来内地工作前，刘颖在香港科学园担任
了 12 年研发工程师。目前，刘颖致力于研发机
器视觉技术和系统。为深挖市场，刘颖的公司也
分别入驻深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和东莞松山

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
刘颖说，香港多所大学世界排名高，高新

技术领域人才资源丰富，而内地制造业发达、
市场广阔，发展潜力大。

“目前我们团队在香港和港科大等科研
机构合作，从事研发工作，然后在深圳将技术
转化为产品实体，最后再去东莞进行大规模
生产。”刘颖说。

大湾区特有的产学研合作模式，为香港青
年带来了更多新机遇。如香港可以依托大湾区
广阔的市场，推动科研和产业结合，促进香港
生物医药等发展，推动更多内地研发部门落地
香港，与香港科研人员发挥协同效应等。

“随着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和港珠澳大桥正
式通车，大湾区内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
更加畅通。”刘颖说，依托大湾区，她有信心未
来能研发出更优质的科技产品，让世界惊叹。

习近平主席在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
家改革开放 40周年访问团时强调，广大港澳
青年不仅是香港、澳门的希望和未来，也是建
设国家的新鲜血液。港澳青年发展得好，香
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

新华社香港电

香港青年“创客”：要让世界刮目相看

▲参观者在工展会现场品尝小吃（12 月 15 日摄）。 新华社记者吴晓初摄

新华社记者王旭、王迎晖

逼仄的街道，狭窄的高楼，假如没有熟人指
点，你很难发现混杂在斑驳高墙和一众斑斓店
招中的白底黑字———“四姐川菜”。

高居 10 楼的店面不大，装修也很朴素。她
周旋在一桌桌酒客中，似乎跟每个客人都熟稔。
随意地说笑，随意地端杯，粤语和普通话随时转
换，乡音在不经意间流淌。这就是四姐，香港小
有名气的“四姐川菜”的老板娘。

四姐的名气，在香港食客中是川味之正，在
漂泊香港的内地客中则是酒兴之烈、酒风之豪。
食客转而成为酒友，老板娘变成座上宾，浓情烈
酒巴蜀风，成就四姐的人生风景。

墙壁上没有与名人的合照，照片只在四姐
手机里珍藏。不时有熟悉的面孔闪现，一张张醉
意朦胧的笑脸，满溢友情，令人开怀。

如今有些发福的四姐给我们展示 32 年前
的高瘦和青涩。泛黄的照片中，四姐还是重庆大
足烟草公司的干部。

人生对四姐似乎是一条安排好的路，四姐
只是随波逐流。第一次的随遇而安是 1986 年到
香港。“那时不愿来香港，来了也不觉有什么
好。”抚摸着照片，四姐很有些怀恋。她到香港投
奔嫁人的姐姐是因为一段感情看不到希望。初
到香港很不适应，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语言，让
她一天都不愿多待。“那时不像现在，拿个身份
证要等足一年。”她只有耐心忍下去。

这一忍，就嫁人了。嫁人也是姐姐和看到她
满心欢喜的婆婆商量的结果。四姐继续在命运
之河中随意飘荡。洗碗工干了俩月，贸易公司文
员干了 6 年，家庭主妇做了 4 年。假如不是到了
1997，假如不是姐姐的面店赔了两年要她去接
手，四姐的命运之河不知会把她带到何方。

接手面店并不是四姐主动的选择。但决定
了，她就异常坚定。一向疼爱她的婆婆不同意，
谨小慎微的老公不同意，婆婆是怕她吃不了苦，
老公是怕她干不好赔钱。但自小对下厨很有些

兴趣的四姐理由很充分：“养孩子把积蓄花光
了，必须找事做。”店名嘛，干干脆脆以排行取
名，“四姐川菜”由此而生。

开餐馆进入门槛低，但干起来辛苦。四姐从
上午 11点一直干到晚上 11点，天天如此。她把
妈妈的味道揉进了一碗碗浓香扑鼻的重庆小面
里。为了保持家乡最醇厚的味道，四姐常常托人
把调料从四川带到深圳，自己再到深圳运回来。

命运之河在四姐最辛苦的时候拐了一道
弯。一位在成都留过学的日本人怀恋正宗川菜
味道，常来光顾四姐的小小面店。有一天，四姐
兴之所至，拿龙利鱼做了一道水煮鱼。这位日本
食客既惊喜鱼的滋味醇厚，又满意不像通常川
味水煮鱼那样有讨厌的鱼刺。他郑重建议四姐

开个更有挑战性的川菜馆，因为他的日本朋友
圈经常有人抱怨在香港找不到合口味的川菜。

日本食客的赞赏让四姐有了新的斗志。她
潜心考察，决定打造一家以正宗川味为号召的
私房菜馆。

私房菜在香港兴起，高房租是一大原因。由
于店铺租金高昂，一些餐馆业主便将经营地点
搬到住宅楼里，申请私人会所许可。会所不像餐
馆那样，对安全、消防等有严格要求，但限制也
较多，往往开的是小店面，以独具的特色菜取
胜。用老饕的话说，私房菜更像是各个食客内心
里最认同的一份保留节目。

四姐川菜开张。三套房子打通，也就 150 平
方米。凭着正宗川味，更凭着四姐待人的真挚和

热情，菜馆一路走红。有人劝四姐做大店面，
也有人出主意开连锁，承诺投资的人也不少。
四姐都笑着婉拒。

“不愿受累，不是操劳那种累，是不愿心太
累。”四姐做私房菜有乐趣，“你要做大酒楼，就
要上海鲜，整天盘算成本收益，坐在大桌子后
面算账。现在多好，食客都跟家里人一样。我
喜欢跟客人在一起，说说笑笑，喝喝酒。”

四姐很清楚，香港看似海纳百川，但川菜
在这里还是小众。香港的气候、环境、人群，决
定了这里高档菜是海鲜的天下。家常菜为主
的川菜，接纳的是欣赏它特色的人群。川菜馆
一拨拨起来，又一批批倒下去。内地不少出名
的馆子都来香港开过分店，火的不多。

四姐的菜馆，食客大致三类。日本人，长
住香港的内地人，本地人，三分天下。日本人
对正宗川菜情有独钟；常住内地人是以家乡
味慰思乡情；本地人是来换口味。

不知不觉，四姐的私房菜馆开了 20 年。
多少名人来来去去，多少客人变成了朋友。四
姐的店铺地址换了，铺面大了，租金也涨了不
少。200 平方米，月租 11万港币。只有四姐的
风格没变。她在店里徜徉，与到来的每一位食
客打招呼、聊天。她的神态安详了许多，但在
与食客兼朋友喝酒时，酒风依然豪放：来者不
拒，酒到杯干。

人生如能复盘，四姐会作何选择？“还是
做餐馆。”四姐答得毫不犹豫。没有野心，不
会去做更能发财的生意。她喜欢餐馆的氛
围，餐馆不仅是她谋生的手段，更是交友的
场所。餐馆还是她观察人生的舞台。食客中
起起伏伏，太多事业兴替，太多悲欢离合，人
生况味，到头来才知平淡之宝贵。

人生怎能没有遗憾？“没谈过轰轰烈烈的
恋爱。”四姐很爽快，“从认识到结婚只有三
天，哪怕是丁点儿浪漫都没有！”就在旁边，四
姐的丈夫默默忙活着，给又一拨客人端上茶
水。 新华社香港 1 月 6 日电

四姐的“麻辣人生”

▲四姐在介绍菜品（ 1 月 5 日摄）。 新华社记者吴晓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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