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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精神》 
誰說香港沒有精神！ 
近月的政改辯論、流感政策、以至「沙士」一役，我都看到香港 ─ 彈丸之地獨

有的精神，只是香港在不同的階段有不同精神，正如人生在不同的年紀；有不同

的思想而已。 
開埠初期，香港只是一個小漁村，純樸的漁村風味，簡單的生活，恰似陶淵明的

《桃花園記》中記述村民的自力更生。這種精神是往後年代香港精神的基礎。那

時的香港人民自給自足，是活在當下的精神。 
 五零年代後，香港初經歷了第二次世界大戰、日佔的時代亦逐漸脫離了戰亂的

陰霾，工業在香港創出了一番奇跡，人民明白到只有努力付出才有好的回報。小

孩子亦明白到這道理，他們自小便在家幫助家庭式的工業，只為了多賺一鬧微薄

的收入。「獅子山下」的精神，正正在此時培養並發揚出來。 
  獅子山下的精神，流傳至今，讓我們看到當年大部份的市民都是「打不死」，

每天努力打拼，拼手拼足，為下一代，討取更佳之福利與生活。 
  正因獅子山下的精神的發揚，香港經濟開努掘起，香港 ─ 東方之珠，就於此

時誕生。 
  獅子山下的可貴精神，人所共知，當年人人都自強不息，只為安守本份，問心

無愧。他們就仿如一隻牛，在草原上辛勤地為人們耕種，堅守本份。 
  踏入七、八十年代，香港百業騰飛，經濟之好景令人難以想像。香港精神與以

前的年代完全相反，人們多留意着股市等物質生活。那本來清高的 貴精神頓時

模糊，隨之而來的是「肯捱」的精神。香港人明白到只有「捱」方可成就大事，

擁有豐衣足食的生活。 
  與獅子山下精神比，「肯捱」都共同標誌　發奮，但後者卻代表人們不甘於現

狀。一代人的酸甜苦辣，一一在時代的巨輪中表現了。 

 千禧年代，香港回歸中國十週年。香港在青少年的階段，好像心事當  似的。

遠觀，就像一個心事重重的九少年，盤算　未來；近看，就如一位乖巧的青年，

不知不覺中成長。 

  其實，香港精神總是獨特的，在不同的階段有不同的看法。然而，香港精神的

內在核心都是肯拼搏，努力的。 

  但願香港精神，能永遠延續下去，憑　精神，帶領香港繼續創出另一個奇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