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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寻找到种种旧时代的痕迹。如今，从港铁香港大学站步行前

往港大校园，通道两侧墙上也不乏有关张爱玲的介绍，其中就

有《倾城之恋》中的桥段。哪怕小说中提及的浅水湾饭店如今

早不复存在，可旧址上的新建筑，总还要在露台饭店里吊几只

怀旧的吊扇。似乎那吱吱呀呀风扇转动，能吹出范柳原带到港

岛的来自上海的风……

在上海来说，改革开放伊始，市民从或许黑白或许彩色的

电视机镜头里看来自香港的电视剧《上海滩》，熟悉又陌生……

因为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一些港商带着资金与项目北上。

除了近水楼台的广东省之外，不少人锚定上海。全国人大代

表、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胡晓明称，自己 24 岁的时候，亦即

1978 年就曾来内地考察了。之后打算到内地发展，第一站当然

选上海。其中一个原因，自然是他的父亲胡法光 1924 年出生于

上海南市，直至大学毕业才离开在渔阳里租住的那个家。1949

年从上海出发前往英国怡和洋行学机械技术的胡法光，原本准

备 1952 年回沪，可没有回成，于是就在香港住了下来。这逢着

在内地有机会发展，上海自然是胡家人重点谋划的地方。

而当时更实际的一个原因是，经过胡晓明的考察，发现还

是上海各方面的条件比较好。“我们又熟悉，还有些各方面的

朋友。”胡晓明后来如此回忆。从与锦江集团合作新锦江大酒

店，到虹桥开发区的锦明大厦，再到淮海路闹市区的上海广场，

及至徐家汇地区的嘉汇广场，胡家在上海的生意越来越顺，也

为上海牵线搭桥，带来了合资电梯企业的机会。

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港商到上海，沪港合作

的空间也越来越大。从诸如新天地这样如今看来已经堪称经典的

地产开发项目，到引入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并最终使之本土

化，港人在上海的发展，在其自身赢得了财富的同时，也为上海

这座城市的整体发展贡献了不小的力量。

2003 年，在沪港合作来说是有着里程碑意义的年份。在香

港回归祖国 5 周年之际，沪港双方在香港召开了沪港经贸合作

会议第一次会议，正式宣布建立沪港合作会议机制，决定根据

需要由双方协商不定期举行会议，沟通交流沪港两地合作情况，

讨论合作交流重要事项，研究安排重要工作。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港澳研究室主任张建说，在中央政府

的支持下，1997 年香港回归以来，特别是 2003 年《内地与香

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签署以来，香

港与内地省区市层面的政府共同推动、建立了多个地区性合作

机制。其中，沪港合作会议机制是香港与内地省、直辖市一级

设科技强国做出贡献”。“东方之珠”香港与“东方明珠”上海，

正携手新未来……

不断拓宽合作空间

好几次在香港采访商界人士，特别是上了点儿年纪的，聊

着聊着就会从普通话转到上海话。“侬也是上海人啊？”

回头看上海与香港的联系，自可以从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

香港维多利亚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