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两岸三地名家访谈>>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两岸三地名家访谈>>

13位ISBN编号：9787536042759

10位ISBN编号：7536042752

出版时间：2004-5

出版时间：花城出版社,蓝天出版社

作者：张文中

页数：31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两岸三地名家访谈>>

前言

　　代序　　杨锦鹿（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时事评论员）　　用心用笔记寻的文化旅馆程（代序）
　　知名作家、独立电视制作人张文中最近又推出一部新著，收集了作者近年来行走两岸三地的人生
旅途上，接触政治、思想、学术、文化以及新闻媒体闻人名家的现场记录。
诚如作者所指出，这是他对两岸三地文化现象多元观察的思想集成。
倾听新世纪、记录新世纪初始亢奋与嘈杂的声浪与音响，或许是作者将散见于网际网路、平面媒体以
及电子媒体上的人物专访结集成册的初衷，但却在有意无意之间，给人们搭建一个两岸三地文化互动
的平台，提供了人们窥探两岸三地思想交流的窗口，这是香港文化人在新世纪之初，为两岸三地以及
所有华人所作出的一项值得赞许和肯定的贡献。
　　张文中出生于台北，成长于上海，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举家南迁，在香港谋求人生的更新发
展。
这种人生经验，使张氏与两岸三地结下了不解之缘一他对两岸三地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努力用心
挖掘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和底蕴，相信也是与生俱来的使命承担。
他先后担任过报纸记者、出版经理、杂志编辑、电视专题编导及主持人、电视专题制作人以及网路工
程策划，既有平面媒体的素质养成，也有电子媒体和网际网路的丰富经验，加上作者本身是本港文学
界的一支健笔，长期累积的文学涵养和敏锐独到的观察力，这种独特而多姿多彩的人生阅历，使得作
者对两岸三地文化思想脉动的触摸，以及更深层次的探索，具有与众不同、独具一格的优势。
　　张文中的文章，不仅有平面媒体的行文流畅，也有电子媒体的视觉形象，更有网际网路多媒体的
力度和质感。
张氏在平面媒体所采用人物专访的基础上，以文学的笔触，结合学术研究领域口述历史的特色，避免
人物专访或特写容易出现的乏味、抽象、人性化的勾勒，以及俯拾皆是的感性描绘，使得每一位受访
者的形象鲜活、生动、充满个性、各具特色，与读者几乎是“零距离”的接触，笔者郑重推荐此书的
原因就在于此。
　　由于历史发展际遇的迥异，两岸三地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分别走上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
文化发展道路，意识形态以及价值体系的歧异亦使得彼此之间的交流与交往出现了若干显见的障碍和
区隔，但中华文化仍是联系三地的纽带，只要带着一分虔诚，一点真心，没有思想的商业消费城市—
—香港、充满民粹和激情滥觞多元化的台湾以及曾经禁锢但思想园地已经苏醒的祖国大陆，在文化讯
息的交流中，并没有太多的人为障碍，人们可以找寻愈来愈多的共同语言。
　　张文中所采访的对象，涵盖面很广，多元的观察视角，容纳了不同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这些对
象中，既有台湾左翼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学者思想发展轨迹的追寻，也有大陆自由派学者以及所谓新
左派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转型路程的痛苦思索；既有像李敖“脱下裤子谈思想”的潇洒自
如，也有海外游子的苦吟低唱；既有两岸三地电影人的酸甜苦辣，也有港台传媒人对风云涌动传媒竞
争时代的检视和反省，专栏文学、武侠小说、女性电影、现代美术、流行文化、海派文化以及一些标
新立异的次文化现象都是作者 观察入微的对象。
这些受访者未必有机会济济一堂，彼此交换对两岸三地文化现象研究心得，但在张文中用心搭建的平
台，他们却找到了心灵沟通汇集点，找到了脑力激荡的文化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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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中的文章在平面媒体所采用的人物专访的基础上，以文学的笔触，结合学术研究领域口述历史
的特色，避免人物专访或特写容易出现的乏味、抽象。
人性化的勾勒，以及俯拾皆是的感性描绘，使得每一位受访者的形象鲜活、生动、充满个性、各具特
色。
　　张文中，记者，作家，电视制作人。
曾任报纸记者、出版经理、画廊主管、周刊编辑、电视专题编导及主持人、电视专题制作人、网络工
程策划等。
现为香港某大报副刊主管。
　　《两岸三地名家访谈》收集了作者对两岸三地各界文化名人的精彩访谈二十多篇。
作者利用自己均在三地多年居住过，现又是香港资深媒体人的独特资源，用细腻的生活笔法，特别的
采访技巧，使读者轻松了解到三地学术、文学、流行文化等领域的前沿动态。
李敖、陈映真、何冀平、陈果等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跃然纸上，在《两岸三地名家访谈》构成的平台
上共同组成多元的文化碰撞和交流的激烈状况，极具可读性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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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文中，记者，作家，电视制作人。
曾任报纸记者、出版经理、画廊主管、周刊编辑、电视专题编导及主持人、电视专题制作人、网络工
程策划等。
现为香港某大报副刊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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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深圳经济刺激香港需求　　张文中：你觉得未来香港和深圳两地经济互动的趋势，可能会有哪些
方向？
　　国世平：可能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深圳的高科技公司的总部，将来会放到香港去，它要利用香港的融资渠道。
你在香港上市或融资，如果只是在香港租一个很小的写字楼，那么银行对你这家公司是不会有信心的
。
现在香港股市的红筹股都遇到这个问题，第一步的融资都做得很好，第二步，人家一看你的门面，你
是一个小办事处，他怎么对你有信心？
怎么去买你的股票？
假如我把公司总部搬到香港去，人家一看，啊，国际跨国公司，对你就有信心了。
那些公司通过香港的融资途径，筹集源源不断的资金，将来甚至可能上升为蓝筹股。
另外，它还可以利用香港的市场，因为香港对国际市场的敏锐度是非常高的，而且非常方便，它搬到
香港去，利用香港的市场人才，开拓整个全球的科技市场。
还有香港的讯息市场，是全球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利用它，深圳的高科技产业可以更快更多地获得高
科技信息。
在这些方面，香港的优势是无法取代的。
这些公司总部进驻香港之后，会稳定香港写字楼的楼价，也解决了香港高层管理人才的就业问题，带
动香港经济的增长。
　　张文中：你的意思是说，让深圳一定数量的高科技公司到香港建立起有规模的营运总部，从而刺
激香港本地的各种市场需求？
　　国世平：是的。
未来两地经济互动趋势的第二个方向，是大量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的香港低层次的劳工，将来可以
流向深圳去求职。
微软的副总裁曾经对我说，深圳没有劳工。
我听了大吃一惊，深圳这么多人，怎么会没有劳工？
他说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原来意义上的工厂的劳工，一个月两个月就能把技术学会了，不过现在最大
的问题，这些劳工都是农民工，汹涌而来，汹涌而去，做几个月就回去结婚了。
但是高科技企业的劳工要有一定的积淀，要对他们进行系统的培训，所以希望对他们培训完了，不要
走，最好是两三年内不要流动。
在上海，就有这个优势。
那些高科技企业招收的都是当地人，比较稳定。
但是深圳不行，深圳大多都是外来人口，高素质的技术人才多，外地农民工也多，中层的技术工人比
较缺乏。
怎么办？
我认为，这个断层可以由香港本土低层次的劳工来填补。
我看到现在就有很多香港人到深圳来打工，现在分布的行业主要在精品店、名牌时装店，她们懂粤语
，还会说英文，每月工资2000元，做生意比较灵活。
请一个内地人也要1500，多500就可以请一个素质好得多的香港人，老板愿意。
我们做过一个计算，香港和深圳的生活指数比较，是四比一，2000元的工资，可以达到香8000元收入
的消费水准，所以即使深圳工资只有2000元，也有不少香港人愿意来做。
如果将来在深圳的高科技企业大量招收香港劳工，一方面为深圳解决劳工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为
香港减轻了就业压力。
　　张文中：我想，恐怕大多数香港人还不会接受这样的生活方式。
到深圳来做管理阶层或许还可以考虑，做普通劳工不太可能。
在观念上也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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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世平：还有两地居民互动，现在每天都有很多香港人跑到深圳来消费，到深圳来买便宜货，香
港政府现在也只是想怎么样把这些到深圳去消费的香港人拉回去。
其实，也可以换一个思维方向，有没有想过把一部分深圳人吸引到香港来消费呢？
深圳的有钱人很多，他们很想节假日带着全家大小一起到香港来消费，但是手续很不方便，他们根本
并不在乎香港买的东西很贵，只在乎服务质量和名牌，而且他们认为到香港来度一两天假是一种权力
或地位的显示。
香港总是担心深圳人过来了，会去做黑市劳工，而没有看到这些深圳的高收入阶层到香港来度假会大
大带动香港的消费，大大带动香港的饮食业、零售业，而且这些深圳居民本身就很有钱，怎么可能到
香港来做黑市劳工？
让他们做什么工作？
香港可以创造一些条件，让这些深圳居民来往方便，出入自由。
　　张文中：不过，这可能牵涉到香港出入境管理的一些大的政策的改变，实施起来恐怕不是那么容
易。
要看港府有没有决断？
　　国世平：还有教育。
深圳的教育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现在深圳的高中生出国读书，每年四五十万学费和生活费，那些家长很愿意拿出来。
他们有的去英国，有的去美国，有的去新加坡，就是没有去香港的。
不是不想去香港，而是去香港读大学的手续，比到英美那些国家更难、更麻烦，或者说，简直没有可
能。
其实，教育是+门非常赚钱的行业。
许多国家都明白。
像澳洲、日本等国家是作为一个产业来做的。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香港就不去做？
现在深圳的社会趋势是向高学历提升，国内的名校满足不了需求，香港的大学完全可以顺应这种需求
，向深圳扩大招生，这样立刻就会产生经济效益。
这些深圳学生到香港来要消费，要租房子住，对大学区附近地区的楼价也有支持的作用。
香港不做这件事，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我对香港的官员提过这个建议，他们也说不错，但是不知道如何着手去做。
香港的大学没有私立的，都是公立，由政府拨款。
如果是私立大学，早就去开拓这条财路了。
所以，我觉得大学也好，政府也好，都是养懒人的地方。
这是香港一个很大的问题。
　　香港仍然抗拒一体化趋势　　张文中：我看你经常来往深港两地，又在香港大学兼课，教中国经
济，还有许多研讨会请你来，有的还是香港政府部门出面的，看起来对你的观点还是相当重视的。
你的感觉里，香港的学者或官员，现在已经接受了你的观点吗？
　　国世平：没有。
我觉得香港到现在还是很抗拒的，不太认同我的观点。
学术界好一点，有几个从事工业研究的学者同意我的看法，但是，大部分学者和官员是不同意我的看
法的。
对于深圳方面提出的许多有关科技合作的建议，香港是不太接受的，到现在还是放不下“大香港”的
架子，看不起深圳。
我认为，香港深圳一体化的趋势，是必然的，如果你认识到了，顺应这种趋势去做，过程可能顺畅一
点。
如果你不认识，甚至抗拒这种趋势，但是经济的力量是无法抗拒的，任何人为的因素都是没有用的，
这个过程仍然会自然地走下去，可能缓慢一点，而这样缓慢的自发过程会让香港付出更高的成本，更
大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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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文中：你的意思是说，让深圳一定数量的高科技公司到香港建立起有规模的营运总部，从而刺
激香港本地的各种市场需求？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两岸三地名家访谈>>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