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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 20 周年特别报道——

生于1997：香港“回归宝宝”湖南读大学

生 于 1997 年，
让这群孩子有了一个
非常特别的人生——
1997 年 7 月 1 日，
香港回归祖国，香港
特 别 行 政 区 正 式 成
立；约 3 个月后，陈
逸飞在五星红旗和紫
荆花区旗飘扬下的香
港特区出生。据香港
特 区 统 计 处 数 据 显
示，当年共有 59250
名像陈逸飞一样的婴
儿呱呱坠地，外界对
他们有一个亲切的称
呼——回归宝宝。

今年的 7月1日，
庆 祝 香 港回 归 祖 国
20 周年大会暨香港
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
府 就 职 典 礼在 香 港
会展中心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
重要讲话。习近平总
书记说 ：“ 依照中国
的传统，男子二十谓
之 弱 冠， 今 天 就 是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成
年礼。”

对于“回归宝宝”
们而言，这也是他们
的“弱冠之年”。在
这个年纪，他们大多
数进入大学学习，其
中有一部分人便来到
了 湖 南 的 高 校， 在

“惟楚有材，于斯为
盛”的三湘大地接受
文化熏陶。在香港回
归祖国 20 周年纪念
日前后，他们也接受
了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的独家专访，讲述
随着特区成长的人生
经历和在湖南求学的
故事。

对于出生于1997 年的“回归

宝宝”，香港社会关爱有加，不

仅有机构去函了解其身心发展，

偶尔还有不少令同辈人羡慕的福

利“从天而降”。

1997 年出生的陈万宁目前正

在中南大学机电管理学院读大

一。他回忆说，2007 年特区成

立十周年，香港迪士尼乐园曾给

所有 1997 年出生的儿童送上全

年免费通行证，“凭身份证便可

领取”，可惜的是他没去成。今

年 20 周年，陈万宁听说迪士尼

乐园同样给“回归宝宝”们送出

了全年免费畅玩的福利，“尽管

已经不是儿童了，但还是想去玩

一下”。

虽然没能亲历五星红旗和紫

荆花区旗升起的那个庄严时刻，

“回归宝宝”们对于特区与国家

的认识，更多是来自于父母的讲

述、书本的传授以及时不时出现

的“福利”——但“生于1997”，

这个特殊的年份注定让“回归宝

宝”的成长历程中伴随着时代的

符号和印记。

在中南大学读电子商务的陈

逸飞至今仍记得，11岁那年，父

母带他到内地老家——福建省

福清市祭祖的情形。

那天下着大雨，第一次进入

大山里的陈逸飞开始感觉“很不

舒服”，也“不太愿意”，因为爬

山“让他的新鞋子上沾满了泥巴”。

但是，平常很开朗的爸爸妈妈表

情严肃，陈逸飞觉得“这应该是

一件很重要的事”。尽管不懂大

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但幼年的

陈逸飞觉得，这个仪式很庄严，

“整个空气都很凝重。”

陈逸飞说，正是当年祭祖的

场景，让他第一次感觉到了家国

情怀。

在同样出生于1977年的冯丰

（应本人要求化名）看来，他对于

“国家”最初的概念，是在读小

学时每月一次的升旗典礼上，“大

家会一起唱国歌”。冯丰的国歌

唱得比其他小朋友都好，这是因

为父亲买了一个金紫荆花装饰摆

件放在家里，这个金紫荆花“能

够循环播放整首国歌”。

2003 年 3 月，香港爆发非

典疫情。陈逸飞说，当时自己

还小，只记得有过这么一段时

间，长大之后才了解到那段时

间里香港人的精诚团结，以及

内地和香港密切的防疫合作，

这让他“非常感动”。

而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与神舟

载人飞船发射成功，让彼时年幼

的冯丰也感受到了对国家的归属

感和自豪感。2008 年，北京奥运

会的马术比赛项目在香港沙田马

场举行，冯丰记得，当时整个香

港的奥运气氛都很浓，“大人小

孩都在谈论奥运项目”。陈逸飞

回忆：“香港代表队当年在羽毛

球项目上出师不利，结果，坊间、

舆论都在责备香港队不争气。”

湖南气候湿热，湘菜重油喜

辣，这可能是大多数香港学生来

湘遇到的第一个小难题。

姚莹怡刚来湖南，就参加了学

校组织的一次港澳台学生湖湘文

化考察活动。在岳阳的餐馆，她

第一次见识到了小龙虾的辣，这让

习惯了清淡鲜甜口感虾饺的姚莹

怡一下懵了：“小龙虾一入口，我就

开始发热、流汗、流鼻涕，喝了好

多水，胃都像在烧一样。”

有了这次“教训”，姚莹怡每

次回香港，都会带一些零食放在

行李箱。但很快，姚莹怡就习惯了

湘菜浓郁猛烈的口感，带来的零

食大多分给了内地同学。

陈逸飞来长沙之前，“以为这

里物资很匮乏”，他在背包里带了

很多费列罗牌的巧克力；到了之后，

“发现学校的超市就有费列罗卖”。

如今，陈逸飞已不再大包小包地从

香港带东西过来，因为“很多东西

长沙也有”，而且，内地的同学教

会他用淘宝之后，“什么都不愁了”。

语言交流，则是“回归宝宝”

们面对的另一个小问题。

“我们说话以粤语为主，夹着

英文，这边的同学都讲普通话，

有的方言口音很重，刚开始很难

听懂。”虽然香港从幼儿园就开始

教普通话，但姚莹怡的普通话同样

“口音很重”。不过，年轻人接受

新事物快，在湖南的“回归宝宝”

们很快入乡随俗。喜欢打篮球的

陈万宁加入了院里的篮球队，经

常代表学院“出征”。姚莹怡经常

和内地的同学相约一起去图书馆，

学习到闭馆。夏日蚊虫多，有同学

贴心地给姚莹怡传授“防蚊秘诀”，

这让她感觉“很暖心”。王浚岳则

很享受老师和同学们“没有把香港

来的我当作外人”的感觉。陈逸飞

认识了“很多天南地北的同学，‘魔

性’的东北话真的很有意思”。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立  供图：受访者

自幼喜欢历史的陈逸飞，对

长沙非常感兴趣，因为长沙有浓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我爸非常

钟爱抗日题材作品，在我小的时

候他就告诉我，是湖南人拖住了

日本的侵略，有一半日军在湖南

阵亡，长沙也是二战时损失最严

重的城市之一。所以我下定决心，

有朝一日一定要来长沙看看。”

虽然“文夕大火”烧了大半

个长沙，但陈逸飞看见岳麓书院

和天心阁时，依然能感觉到历史

文脉的延续。

同样被长沙的历史人文所吸

引的，还有在中南大学 2016 级

法语专业就读的香港人王浚岳，

对语言和文化很感兴趣的他，“想

要去不一样的城市感受不一样的

文化氛围”。

陈万宁则感觉，“能和很多

优秀的内地同学在一起学习生

活，很有挑战性”。

在中南大学商学院国际贸易

家国情怀：“回归宝宝”享受“家国福利”

湖南情结：自小就下决心要来长沙看看

关于学习，一些“回归宝宝”

担心课业跟不上，一来教育方式

有差异，二来内地同学实力很强。

陈万宁、冯丰和陈逸飞均向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表示，目前让他们最

头疼的学科是数学。中南大学国

际合作与交流处的一名老师告诉

记者，因为课程设置的差异，香

港学生的数理基础和内地学生相

比还是有差距，“但香港学生的优

势很多，他们思维活跃，敢于表达，

并善于独立思考”。

课余，“回归宝宝”们免不了

被内地同学问及香港旅游购物、港

式美食、粤语金曲、影视剧……

聊起流行文化，年轻人们的共同

话题总是很多。张国荣、周润发、

刘德华、周星驰、邓紫棋等新老

港星受到很多内地同学的喜爱，

而陈万宁本人，也非常喜欢内地的

邓超等明星。在不少“回归宝宝”

看来，香港值得了解的地方，并不

仅限于流行文化。

姚莹怡认为，香港的创新精

神与国际化的视野非常值得推崇，

“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每年

都会举办很多场大型展览以及交

流会，吸纳各种文化以及创意。”

陈万宁则认为，香港的城市规

划比内地要好，民众的公共利益

意识比内地要强，“在长沙过马路

我有点怕，车和人都横冲直撞的。

还有很多人在公众场合大声喧哗、

吸烟……”

不过，“回归宝宝”们也非常

肯定内地城市的优点。

“说实话，香港很多地方还不

如内地。就拿高铁来说，要是一

直在香港，我可能一辈子都没有

机会坐这么快的车。”陈逸飞告诉

记者，他很喜欢长沙，在湖南比

在香港要自在很多，“香港人每天

工作结束后都要回到狭小的屋子

里，工作重压之下，人情味也越

来越淡了，反而是内地比较有人

情味。”

尽管两地存在着诸多不同，但

来湖南就读的“回归宝宝”们无形

中也成为了两地文化交流的使者。

在国家教育部港澳台办主任刘

锦看来，越来越多的香港学生来

到内地就读，推动了两地教育交

流，有效促进了港澳师生对国家

历史文化、基本国情、发展道路

的正确认知，增强了港澳青年的国

家认同。

喜欢抗战历史的陈逸飞，接下

来准备去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怀

化芷江受降纪念坊看一看，“记忆

中的历史，会让你眼前的景象产生

一种让人着迷的魔力，我想用自己

的脚去发现祖国的这种魔力。”

“湘港”差异：当虾饺碰上麻辣小龙虾

文化碰撞：连接两地的沟通使者

     香港回归 20 年，近 7 万名香港人来内地读大学
香港回归之后，与内地的各种交流日渐频繁。国家教育部港澳台办

主任刘锦 6月28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香港回归20 年来，

内地 200多所高校培养香港学生近 7万名。截至目前，有超过 1.5万名

香港学生在内地 23 个省（区、市）的233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就读。据

记者了解，湖南的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等都

有香港学生前来就读。

专业读大二的姚莹怡告诉记者，

之所以选择内地的大学，是因为

比较看好内地的市场及经济发

展，“国家不是在推进‘一带一路’

吗？习主席这次还说要支持香港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优势

和作用。我相信以后香港与内地

的合作更会加强，正需要了解两

地情况的人才。”

姚莹怡

扫一扫，看香港“回
归宝宝”的湖南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