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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遺跡
新出路

從粵語童謠
看文化保育

嘥爆港人
每分鐘棄千件衫

P.2 P.5 P.6

郊野公園除了是港人消除疲勞、鬆
弛神經的好去處之外，或許你沒

有想到，你的腳下，可能就是一個歷
史寶庫！遍佈全港各處，二戰期間香
港守軍誓死守衛香港的軍事堡壘，就
是這寶庫中的一方瑰寶。本報記者日
前隨資深軍事遺跡研究者葉榕，走訪
醉酒灣防線的幾處戰爭遺跡，揭開其
神秘面紗。

　　我們先到位於荃灣城門道山頭的機槍堡

PB 411，當年它用於與另一機槍堡 PB 417 夾

攻由青山道和城門道進攻九龍半島的日軍。遺

跡於戰後被英軍破壞，加上晨運客棄置雜物，

現場一片頹垣敗瓦。經葉榕清理後，混凝土夾

火石岩的外牆重現，歷經歲月依然堅固如昔。

　　第二個勘察點是在 PB 411 附近的機槍堡

PB 419，當年用於攻擊由青山道進犯的日軍，

並支援 PB 411 和 PB 417。香港測量師學會曾

於零三年實地考察，但現場環境惡劣，最終難

逃拆卸命運。

　　第三站是位於金山郊野公園內的機槍堡

PB 313，亦是保存得較完整的遺跡，曾被晨運

客佔用成休閒設施「精神樂園」，部分建築結

構被改變。葉榕花了三日才完全清理好碉堡，

但部分雜物至今仍未搬走。

毋忘歷史意義重大
　　現時全港尚餘約五十個碉堡，葉榕認為，

要妥善保育這些軍事遺跡，單靠義務人士自發

清理及張貼告示並不足夠。政府應與義務人士

或團體合作，設立醉酒灣防線古蹟徑加以介

紹，令港人及遊客能了解更多香港抗日時期的

事跡。他指出，這些遺跡的意義不單在於其歷

史背景，更重要的是透過歷史教育，提高市民

的人文素養，增加歸屬感。

保育前路茫茫
　　他認為，現時政府保育政策過於被動，往

往要待地區組織開腔才有所行動。他最近亦就

PB 411 機槍堡聯絡過古物古蹟辦事處，發現

只有三位相關人員工作，根本無法處理眾多事

務，短期內難以落實保育工作。他慨嘆現今社

會太「政治化」，大部分人將重點放於政治角

力。

歷史與現實結合
　　恒生管理學院人文社科學院陳永浩博士認

為，本港軍事遺跡保育不及外國的主因是遺跡

與港人現實生活脫鈎，未能牽動市民情緒。外

國有兵役制，民眾對軍事設備感受更深，故保

育軍事遺跡容易受大眾歡迎和接受。他建議政

府重新訂立與二戰相關的假期，如重光紀念

日，增加市民對二戰歷史了解及對軍事遺跡的

興趣。

　　保育軍事遺跡在實踐上並不困難。葉榕

認為，問題在於政府根本無心保育。「政府

連遺跡地點都不清楚，經常稱無資料在手，

如何保育？」他建議政府積極翻查歷史文

獻，盡快詳細記錄各遺跡地點。「其實各

個組織，例如香港測量師學會都有公開的資

料，對各個軍事建築的位置寫得一清二楚。」

　　最近古物古蹟辦事處終於派出相關官員

與葉榕會面，聽取他匯報各軍事遺跡資料，

並一同實地考察，希望喚醒大眾對這段香港

二戰歷史的記憶。

　　葉榕強調，保護軍事遺跡的重點是希望

從史實角度教育下一代熱愛和平，它們正是

公民教育最好的教材。他亦不時舉辦軍事遺

跡導賞團，穿上各種二戰軍服，帶領遊客考

察各個遺跡。

　　民間志願團體「摩星嶺之友」，由前皇

家香港義勇軍團成員成立，他們聯同其他志

願者，包括龍虎山及摩星嶺的晨運客，義務

清理港島軍事遺跡。團體早前亦曾取得中西

區區議會資金，於摩星嶺一帶保育軍事遺跡

以及設立介紹牌。

　　葉榕曾辭去工作兩年，自費約十七萬元，

隻身到全港各處清理軍事遺址，並將相關資

料自資出版成書。他稱：「有學者知道此事，

便通知古物古蹟處去考察，由他們定出法定

古蹟級數， 城門陣地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現在有關方面有意找我協助，將新界及九龍

區相關遺址位置作記錄，登記成一份參考存

檔。」

　　位於金山郊野公園內的 PB 313 號軍事

碉堡是葉榕曾經清理過的軍事遺跡。因碉堡

內的去水系統損壞而經常水浸，所以他大約

數月便要到碉堡內清理積水。他也在軍事遺

跡內張貼警告告示，呼籲遊人切勿破壞遺跡。

■日軍進攻香港時軍事碉堡發
揮防衛功效（網上圖片）

■葉榕（左一）不時舉辦軍事
遺跡導賞團，帶領遊客考察各
個軍事遺跡（受訪者提供）

■葉榕在碉堡內張貼告示呼籲遊
人勿破壞遺跡（歐振威攝）

■ PB411 機槍堡主體塌陷，堆積
不少垃圾（歐振威攝）

記者：歐振威　鄧瑩雪

走過戰爭
軍事遺跡探秘

遺跡成公民教育教材

民間團體
自發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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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編輯：歐振威　鄧瑩雪文 化 CULTUREP.2 2016 年 4 月

香港現存不少法定古蹟，如灣仔街市和大澳文物酒店等，近年已陸續活化。有學
者建議，對軍事遺蹟的保育，應參照古蹟徑的設立方式，增加大眾對軍事遺蹟

的關注，減少破壞，希望日後能發展成另類旅遊項目。

　　資深軍事遺跡

研究者葉榕認為，不

少國家有較全面以及

有系統的保育軍事遺跡

政策，值得本港參考。

他們在軍事遺跡保育上相

當成功，已經把它們結合

成為重要的旅遊資源，除了

保留遺跡的真實原貌外，亦

會配合相片、影片的播放，放

置真實或仿製模型，帶給遊客

身歷其境的真實感受，增強遊客

與古蹟間的情感聯繫。

 法諾曼第海灘申列文化遺產
　　二戰規模非常龐大，整場戰爭所

涉及的國家逾 60 個。歐洲方面，法國

政府設立諾曼第戰役博物館，依照當年

諾曼第登陸作戰計畫規劃了八條參觀路

線，包含各搶灘點以及後續解放的城鎮。

　　館方設立海鷗圖像立牌以方便遊客參

觀，立牌上清楚記載諾曼第登陸作戰當天的

事蹟，沿途亦有不同的戰爭博物館展示陣亡將

士遺物。

■ 韓 國 戰 爭
紀 念 館 規 模
全球最大（網
上圖片）

■海防博物館每年吸引不少市民
和遊客前往參觀（網上圖片）

軍事遺跡新出路
學者：可成旅遊項目

記者：歐振威　鄧瑩雪

　　韓國戰爭紀念館，是位於韓國首爾的國

家級博物館，為世上最大規模的戰爭主題紀

念館。該館收集、保存和展出韓國歷代戰爭

的史料。它位於首爾的中心城區，於 1994

年 6 月 10 日正式開放。

　　戰爭紀念館大樓由地下兩層、地上四層

所組成，設有 7 個展覽室，分別為：「護國

追悼室」、「戰爭歷史室」、「韓戰室」、

「海外派兵室」、「國軍發展室」、「大型

裝備室」和「發散設備室」。護國追悼室是

以紀念為國犧牲的忠貞烈士為題；戰爭歷史

室、韓戰室、海外派兵室、國軍發展室、大

型裝備室和發散設備室則主要利用展品，陳

述韓國的戰爭史及其軍隊的發展。

　　戰爭紀念館內的收藏庫，收藏與戰爭相

關的資料和遺物達 17,800 件之多。陳列的

展品包括了韓國和不同國家於各戰爭時期使

用的戰爭裝備的實物和模型，例如有各樣的

戰機、大砲、潛水艇等重型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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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宜借鏡
外國經驗

用途較外觀重要
　　研究古蹟保育的恒生管理學院人文
社科學院陳永浩博士認為，本港現時的
軍事遺跡保育較差，即使活化亦不是
最佳方式，因古蹟的價值在於其用途
而非外貌。例如於 1988 年活化成度
假村的鯉魚門軍營，其實可以開放
予制服團體作訓練營之用，此舉較
接近設施的原本用途，更有意義。

古蹟徑有助推廣
　　 陳博士認同保育香港軍事
遺跡困難重重，特別是碉堡
一類，位置偏僻、經濟價值
較低，難以吸引政府或發展
商前往開發。他認為，設
立古蹟徑較可行，而城門
碉堡一帶已有行山人士
開闢的民間古蹟徑。有
系統的古蹟徑可以增加
大眾對軍事遺蹟的關
注，減少破壞，及後
亦能發展成另類旅
遊項目。

保育政策被動 
　　政府現時保育方式主要分為三種。一，
保留古蹟的外貌並活化成其他用途，如舊
鯉魚門炮台和域多利軍營軍火庫，分別發
展為海防博物館和亞洲協會香港分會的會
址作教育用途；二，封鎖古蹟範圍，謝絕
遊人到訪；三，採取被動方式，任由遺跡
空置而不加理會，如本港絕大部分的軍事
遺跡。
　　港大建築學院以 10 年時間勘察，於
2011 年發表報告，發現全港約有 120 個
二戰軍事碉堡。據資深軍事遺跡研究者葉
榕估計，目前只有約 50 個仍然存在。由
於政府一直忽視保育軍事遺跡，這些軍事
遺跡大部分已殘破不堪。

 未評估已鏟平 
　　軍事歷史專家暨古物諮詢委員會前成
員高添強估計，全港原有過千處二戰期間
的英軍防禦工事建築，但政府一直無完整
紀錄，以致部分設施根本未評級就已剷平。
　　葉榕指出，過去的港英政府不想市民

知道戰時軍事設施的
存在，有關的

記錄曾經失傳。英軍在二戰後拆掉有關軍
事建設，廢除其作戰能力，以防國共內戰
時這些軍事設施被重新啟用。
　　他認為，海防博物館是本港較好的軍
事遺跡保育例子，但仍有改善空間。「海
防博物館其實有大量二戰防衛武器儲存貨
倉，並無向公眾展出，亦沒有維修，令這
些珍貴的軍事展形同廢物。」
　　高添強批評港英政府戰後有意淡化二
戰歷史，有意無意地破壞戰時遺跡，以免
港人產生愛國思想，回歸後特區政府仍然
沒有加以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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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編輯：陳家敏　戴瑩誼社 會 SOCIETYP.3 2016 年 4 月

記者：陳家敏　戴瑩誼

恒傳莊友齊創業

　　創業小成的五位恒傳校友，不忘透過

《傳新報》分享他們的創業心得。Ken 認

為，創業就應該要全心全意，不應兼差式

的創業。他建議創業者要有合作伙伴，因

為過程會遇到很多挫折，有人並肩作戰，

中途放棄的機會會大大減低。他表示，創

業者要自律，即使自己是老闆，亦應該有

自 己 的 上 下 班 時 間， 才 不 會 變 得 懶 散。 

　　他認為，創業初期要訂立時限和目標，

預留足夠資金，由於創業

初期收入極不穩定，與家

人商討及達成共識亦非常

重要。而最重要是有堅定

的決心，相信自己一定會

成功！

■荔枝角舉行手作市集 
人頭湧湧 ( 陳家敏攝 )外國流行的假日市集近年在香港興起，市集給予手作人向公眾展現自己

創意和手藝的機會，踏出創業第一步。他們的背後，有一班推手，為
他們籌備、宣傳。五位恒管傳播學院畢業生，一年前成立「麥田捕手•假
日市集 」，專門籌辦大型市集，提供平台讓手作人展示自己的創作產品，
彰顯香港人創新的精神，亦讓市民在假日多了一個消閒去處。

　　五位創業青年在大學時是莊友，他們

閒談間得到創業的靈感，認為市集在香港

逐漸流行，但不夠專業。經過商討，五人

決定放下原本的工作，全心全意投身創

業。一年前他們成立一間專門籌辦大型市

集的公司，希望為手作人提供一個平台，

聚集全港特色手作攤檔，讓藝術家及年青

人發揮創意，一嘗創業夢想。

　　五名股東當中有曾任記者、市場營

銷、展覽行業等方面的專才。宣傳、場地

配置、設計，以及銷售方面都由五人一手

包辦。作為恒管傳播學院的畢業生，他們

認為宣傳是舉辦市集最重要的元素。由場

地佈置、邀請嘉賓到雜誌廣告，只要對市

場宣傳有幫助，他們都不惜工本，希望吸

引更多的市民認識，參與市集。

創業初期親力親為
　　由大學一年級上莊至今，他們既是同

學、好友更是戰友，股東之一的 Ken 認

為，他們之間互相信任，面對爭執，他們

會理性討論。每次市集舉辦完結後，他們

會好像大學上莊時，進行檢討，互相指出

對方的不足之處，坦承交流。日常工作

中，大小事務由五名股東自行處理，不論

是洗廁所、搬搬抬抬都親力親為。

　　公司成立至今，他們已經成功舉辦五

次市集，每次的市集會由不同的人負責管

理和設計主題，務求為公眾帶來新鮮感。

經過一番努力，公司已經有了盈利。為了

更長遠的發展，他們現正積極邀請不同的

檔主加入市集，希望匯聚香港的手作人。

公司亦計劃與大品牌商場合作，籌備一些

商場活動，目標是成為有知名度的市集籌

辦公司，以及轉型成為舉辦商場活動的市

場推廣公司。

　　麥田捕手去年在荃灣愉景新城舉辦了

一個戶外市集。阿 Ken 表示，這是他的

公司第一次在戶外舉辦市集，規模很大，

有 160 檔。起初他們也擔心人流不足、天

氣不佳等等的問題。 幸好有充足的宣傳，

加上聖誕節氣氛濃厚，最終亦非常成功。

他們佈置聖誕燈飾讓市民拍照留念，拍出

來的效果很美，吸引不少人慕名而來。

　　香港近年手作市集遍地開花，發展越

來越有規模，不少手作人在手作市集擺攤

位，既分享自己的作品，又感受做老闆的

滋味。手作市集是以相對低廉的租金，短

期租用地方吸引手作人擺攤做買賣。 

　　 曾 經 參 加 手 作 市 集 的 lokyourheart 

leathercraft 皮革專門店店主樂詩認為，手

作市集不是賺錢的地方，而是賺取人脈的

途徑，藉此與顧客交流溝通，認識更多顧

客，讓他們能夠接觸自己的產品。

政府推動藝術不力
　　「政府並沒有意圖舉辦手作市集，表

面上推動藝術文化，但只是空口說白話，

並沒有實質幫助手作人。」樂詩又指，由

於在旺角開店的藝術家做得很出色，故業

主不斷地加租金，以致他們未能維持收入，

開業僅一年便倒閉。她認為，政府應增加

資源支持手作人，使他們更有動力創作。

同時，政府亦應提供場地給手作人。

■檔主正向顧客示範使用產品（陳家敏攝）■切合櫻花主題的許願卡（麥田捕手網頁）

■ Ken 認 為， 不 要 以
為自己是老闆就偷懶，
因為這份生意是自己的
（陳家敏攝）

■

荃
灣
愉
景
新
城
舉
辦
戶
外
市
集
有160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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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
麥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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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頁
）

市集方便手作人擺攤 年輕股東分享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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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編輯：范穎琛　麥偉思社 會 SOCIETYP.4 2016 年 4 月

記者：范穎琛　麥偉思

　　領展參照外國街市運作模式及建

築風格，優化旗下街市，包括天水圍

天盛街市。但檔主因而「捱貴租」，

市民亦要「食貴餸」，令人質疑在街

市多元化發展的同時，卻失去了方便

市民買到新鮮、價格合理餸菜這一街

市的「核心價值」。

　　強國偉認為，街市應該是能滿足

當區居民每日三餐買菜之需。但天水

圍很多居民要跨區買菜，可見區內街

市售賣的貨品，沒有考慮到居民基本

需要和天水圍居民的經濟能力，即使

它售賣多元化食材，市民也用不著、

買不起。

　　街坊謝太光顧天耀街市多年。自

天耀街市關閉後，她開始轉而往元朗

街市買菜。她表示，由位於天水圍的

家步行至西鐵站，以及乘西鐵至元朗

站一共需時 20 分鐘，相較前往天盛街

市足足多達 10 分鐘，但她寧願多花一

點時間也不願「捱貴菜」。

　　天盛街市於 2014 年進行翻新，並

於 15 年聖誕及 16 年農曆新年前後，

分兩階段投入服務。同時，領展宣佈關

閉天耀街市，改建成售賣乾貨的商場。

於 1992 年開業的天耀街市，主要服務

天耀、天慈和天佑邨等約八萬名居民。

街市翻新本應是美事一樁，但領展旗下
天水圍天耀街市即將關閉重建，檔

戶搬遷至隔鄰翻新後的天盛街市「焗交
貴租」，居民也擔心因而「食貴菜」，
成了「街市靚咗，好睇唔好食」的犧
牲品，「悲情都市」再添難題。「暖
啲啲，食平啲」的飲食節目口號，
在天水圍想必難以夢想成真。

領展：提供舒

適
購

物
環

境

　　領展電郵回覆本

報查詢時指出，領展一直提

倡優化街市，期望帶給區內市民

一個舒適的購物環境。整個天盛街

市的優化工程將於今年 5 月完成，

擴建後的街市比舊街市大一倍，

包括地下全層。內部樓面面積

超 過 1.7 萬 平 方 呎， 設

有冷氣。

天盛街市翻新居民「食貴啲」

　　最近，電視台一個收視率頗

高的飲食節目《暖啲啲，食平

啲》節目部分取景的街市環境

優美整潔，羡煞旁人，其中一

個最新景點便是領展旗下的天

盛街市。記者實地採訪了解，領

展將於今年二月底關閉旗下的天

水圍天耀街市，重建成售賣乾

貨的商場。天耀原有六十七檔

商戶，有部分會遷至翻新後

的天盛街市，或另覓其他街

市，亦有部分選擇黯然結業。

原因是翻新後的街市比原本街市加

租五成，生意難做。

租戶被加租五成
　　距離天耀街市正式關閉日子只有數天，部分檔主已經搬

遷到天盛街市，部分則選擇搬到附近的新北江商場。經營中

西藥房的胡先生說，天盛街市本來有很多天耀街市的商戶

「中標」，但天盛街市大部分賣外國進口貨，搬過去的商

戶慨嘆「小本生意根本無法加入競爭」。搬至新北江商場

又覺「唔就腳」，真是進退兩難。

　　搬到天盛街市的豆腐舖老闆黃小姐說，租金由以前 2 萬元

增加至近 3 萬，但店舖面積卻減少了。領展加租，她只能將成本

轉嫁予消費者。她坦言「加價驚失客，唔加價又賺唔到錢。」 

　　商戶遷至天盛後，除了要「捱貴租」，亦限制多多。濕貨檔

主劉先生搬至天盛，舖位面積減少，租金增加。天盛街市不允許

他放置貨物於舖外，又要加設八達通機。劉先生為了生計，只能

照做，以免被領展列入黑名單。

政黨促建食環署街市 
　　工黨社區幹事強國偉表示，有很多居民曾向工黨反映天盛

街市物價高。工黨亦多次向政府爭取於天水圍興建由食環署

管理的街市，引入競爭。他相信，食環署街市能夠有效控制

租金，令消費者得益，從而減輕居民負擔。街坊林太表示，

「有食環署街市一定好好多，有競爭菜價才有可能降低。」

　　強國偉指出，街市翻新本來應該為天水圍居民帶來

更多選擇。他質疑領展重整天耀街市的必要性，關閉街

市只會令居民買菜的地方減少，變成「食貴菜」，做法

本末倒置。

重整失核心價值

　　由三個天水圍組織所發起的一

項調查發現，當區街市物價高於屯

門、元朗，甚至灣仔街市，平均貴

半成至一成半。連最基本的食材雞

蛋，都較其他地區貴大約兩成四。記

者現場所見，大裝修後的天盛街市所售賣的大

部分是高檔食品，包括每隻售價近二千元的凍蟹、日

本和牛及有機水果等，還設有「深宵立食街」，方便居民

吃夜宵。光鮮亮麗新街市的背後，是百物騰貴。

物價貴
街坊跨區買餸

■

天
盛
街
市
售
賣
不
少
高
檔
食
品
（
麥
偉
思

攝
）

■領展旗下的天盛街市斥
資 至 少 1000 萬 元 裝 潢，
並設有冷氣（范穎琛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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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編輯：王港玉　冼嘉澄　張美芝社 會 SOCIETYP.5 2016 年 4 月

記者：王港玉　冼嘉澄　張美芝

領展：提供舒

適
購

物
環

境

　　為衣櫃「換季」已成不

少港人的指定動作。想

滿足購物慾望，又不想

浪費，二手時裝是個

不錯的選擇。

　　 經 營 超 過 二 十

年的本地古著店美華

氏，前身是衣物進出口

貿易公司，後來專注出

售古著。負責人 Jacky

表示，有感於製衣過

程嚴重污染環境，所

以想將美國古著文化帶到香港，推動環保。

美華氏能在本港扎根二十年，自然有一群捧

場客。Jacky 指：「香港很多人喜歡古著，

年齡由 18 至 68 歲都有。」

　　每年，Jacky 都會到美國採購二手衣物，

再送到本港洗衣店專業清洗才出售。店舖亦

有把古著拆件，再自家設計重組新款出售。

扭轉傳統觀念
　　「二手」這字眼一貫予人殘舊、過時印

象。事實上，到過聖雅各福群會轄下的二手

女性時裝社企 Green Ladies 的人，無不對二

手時裝的印象改觀。Green Ladies 分店經理

Michelle 表示，透過嚴格的衣物篩選過程和

店內美觀的裝潢，她希望令顧客更容易接受

二手時裝，支持重用的環保概念。

年收 33 萬件衫
　　Green Ladies 自 2011 年經營二手時裝

寄賣，至今衣物重用率達七成，即 100 件二

手衫就有 70 件能找到新主人，一年回收近

33 萬件衣物。Michelle 稱，店裡貨品定價相

當便宜，大多賣百餘元，而寄賣者能最高獲

得售價的 3 成作回饋，鼓勵他們把閒置家中

的資源與他人分享。

每當轉季，港人紛紛添置新衣，
時裝店趁勢大減價促銷，消費

者買呀買呀。添了新衣過後舊衣又
何去何從？綠色和平最新一份報告
顯示，香港人每年棄置超過 11 萬噸
紡織物，相等於每分鐘丟棄約 1400
件 T 恤。而丟棄衣物到了堆填區後，
最少需時 200 年才能分解。

　　現時民政事務總署委託四個非政府機

構，在全港 184 個非街道地點設置「社區舊

衣回收箱」，去年回收的衣物大約 500 噸，

只佔本港衣物總回收量的 12%。近年香港的

衣物回收率大跌，由 2011 年佔總回收量的

12% 下跌至 2014 年 3.9%，舊衣物回收率

只及日本和歐美的三分之一，可見港人很不

環保。

　　一直以來，本港回收所得的衣服大部

份會出口至第三世界國家。環保署的資料

顯示，在各類出口的廢物中，紡織品是回收

價值較高的廢物。可是近年出口市場不斷萎

縮，加上回收物品質下降，衣物回收出口並

不能解決本港的棄置舊衣物問題。

　　綠色和平分析指，港人大量棄置衣物的

原因，是速食時裝及網購盛行，增加消費者

購買慾。一時衝動的購物習慣，令到不少衣

物還未剪商標牌就被丟棄了；一些大型比賽、

團體 T 恤用完即棄，都造成大量浪費。

環團批政府支援不足 
　　綠色和平項目主任鄧敏琳批評政府支持

不力，「現時舊衣物回收箱是由民政事務署，

而非環保署負責。環保署在舊衣回收方面做

的很少，香港資源循環十年藍圖，提及如何

處理廚餘、玻璃樽，但完全無著墨舊衣回收。

環保署沒有清晰的政策，亦無任何相關措

施。」目前，民政事務署只是外判回收計劃，

而外判後再有三判，大大影響回收成效。

　　綠色和平建議政府應仿效英國舊衣回收

計劃，先了解香港市民現時浪費衣物的情

況，再對症下藥。他們亦呼籲市民要節制衣

物消費，從源頭減廢。

生產商責無旁貸
　　在速食時裝盛行的時代，面對龐大的棄

置衣物，社會不少聲音將矛頭直指消費者， 

但綠色和平認為，生產商也要負上責任。鄧

敏琳批評生產商，只追求銷量，放棄質素、

放棄環保成本。

　　 近 年 不 少 大 型 連 鎖 速 食 時 裝 店， 如

H&M 和 UNIQLO 推出舊衣回收計劃，鼓勵

市民捐出二手衣物。當市民捐贈衣物後，即

可得到購物優惠券。時裝企業這樣做到底是

要盡環保責任，還是在鼓勵消費、促銷？

嘥爆港人
每分鐘棄千件衫

■ H&M 聲 稱 是
全球第一間時裝
公司發起全民舊
衣回收行動（冼
嘉澄攝） ■ Green Ladies 年收 33 萬件衣物（受訪者提供）

■ Green Ladies 店內貼有很多告示牌，提
醒顧客勿過度消費（受訪者提供）

　　「執嘢」是低成本環保物品交換、
「以物易物」的平台。創辦人 Sam 指
出，起初沒有預料活動會發展得這麼具
規模。最初只是在朋友聚會中，將購買
後未曾穿過的「新衫」，互相交換禮物，
才萌生開辦換物會的念頭。
　　其後，他們在觀塘的工廈租場地
試辦，透過在社交網站宣傳，吸引很多
市民支持，後來因經營成本如租場費、
租用陳列架、衣架等費用增加，收取數
十元入場費，捧場客仍絡繹不絕。市民

帶來的物品，主要以衣物、書和飾品為
主，物品需經過義工嚴選，方可帶入場
內交換。他們規定參加者必須「執走」
一些有需要的物件，剩餘的則會轉送至
二手店、教會或孤兒院。
　　經過幾年累積的經驗，「執嘢」的
經營模式漸趨成熟，不少社福機構主
動邀請合作，為他們提供資金。未來他
們將著力推動上門回收，將物品轉送給
有需要人士，讓資源可以有效地重新再
用。

以物易物 各取所需

二手古著
綠色時尚

■本地古著
店美華氏負責人
Jacky（王港玉攝）

■ ( 網上圖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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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編輯：潘耀昇　王誦賢　鍾世文文 化 CULTUREP.6 2016 年 4 月

記者：潘耀昇　王誦賢　鍾世文

從粵語童謠
　看文化保育

 《何家公雞何家猜》、《氹氹轉》、《洗白白》等粵語兒歌，是不少港人
從牙牙學語開始，聽著父母口耳相傳，一同成長的信物。原來這些名

曲大都出自「粵語童謠之父」韋然之手。本報記者特別訪問韋然，了解千多首
粵語童謠的創作歷程。

　　近年本港及廣州兩地都興起粵語文化保

育，廣州最近更舉辦首屆嶺南童謠節，推廣粵

語童謠文化。「粵語童謠之父」韋然表示，近

年不少家長選擇讓小朋友讀國際學校，從小學

習英語作母語，令本港出現「棄粵潮」。小朋

友從小學習唱英文歌，沒有機會接觸粵語童

謠，粵語童謠漸被忽視，有失傳危機。

童謠以疊字為主
　　韋然表示，童謠是小孩就著身邊環境所創

作衍生的短詩，沒有完整記載。童謠分成兩

種，一種是親子童謠，另一種是「屎尿屁童

謠」，兩者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以疊字為主，

內容多是父母與小孩的溝通，例如 : 食飯飯、

屙臭臭等。

　　若要認識粵語童謠，先要了解它的歷史。

韋然說，1958 年廣州管弦樂團指揮喬飛，創

作了《月光光》一曲的歌詞和旋律，為廣州第

一首粵語童謠，其後來才被加上「月光光照地

堂，蝦仔你乖乖瞓落床」兩句歌詞。可惜，當

時成立不久的新中國正在進行政治鬥爭，令不

少童謠創作人不敢發佈作品。

廣東話一字一音
　　韋然透露，自己在大學時期很喜歡創作英

文歌曲，然後找同學演繹作品。他說，當時冒

昧地找了周梁淑怡 ( 現為自由黨榮譽主席 ) 推

薦自己到 TVB 綜藝部，參加「TVB 流行歌曲

邀請賽」。雖然最後未能獲得任何獎項，但

由於他是唯一非業內音樂人參賽，又能晉身首

12 名，故他的作品受到廣大傳媒關注。

　　當年對填詞毫無概念的他，獲得麗的電視

兒童節目「荔園小天地」的青睞，擔任填詞工

作，每星期為兩首外國兒歌填上廣東話歌詞。

當時節目音樂總監黎小田，對韋然作品並不滿

意，指出「廣東話是一字一音的 !」；令韋然

茅塞頓開，摸索到粵語童謠填詞，主要是要找

出拍子的規律。

　　韋然表示，西方國家對童謠非常重視，但

香港一直沒有人完整紀錄及創作粵語童謠，也

令他下決心要為粵語童謠下一番工夫。

花三個月採風 
　　韋然透過書籍文獻及民間等渠

道，向小朋友及老人家收集童謠

創作元素。經過三個多月的

採 風， 他 創 作 了 300 多

首粵語童謠，平均每

首歌只需用上十多

分鐘時間創作。他

笑言 :「我只擁

有五級樂理知識，但拿起筆桿時就像上了身似

的，一天能寫上很多首歌曲 !」

　　韋然筆下的粵語童謠，包括《何家公雞何

家猜》、《氹氹轉》、《洗白白》、《排排坐》

等，題材都以小孩遊戲為主。為了將當時 300

多首作品發佈，韋然不收分毫將作品贈予唱片

公司發行，他解釋 :「當時根本無唱片公司肯

出兒歌 !」，這並沒有令韋然感氣餒而放棄，

其後他還積極參與唐詩譜曲工作。

粵語需要保育
　　九十年代的香港，有很多播放兒歌 MV 的

兒童電視節目，例如 :《430 穿梭機》、《閃

電傳真機》等，而現在本港電視兒童節目大幅

減少，影響兒歌傳播空間。韋然坦言，兒歌變

得更難生存，而香港人對內地有恐懼感，不願

接受和認識中國文化，也不利粵語童謠保育。

　　2010 年廣州市政協向市長提交報告，建

議廣州電視台將普通話作為主要頻道的基本播

音用語，被指是打壓粵語方言，但韋然對廣東

在粵語文化保育感到樂觀，「只要未來國家強

大，令粵語變得強勢，方能有利粵語文化保

育」。

　　粵語，又稱廣東話，兩廣當地人慣稱「白

話」，而海外華人則稱為「唐話」，是漢藏

語系漢語族的聲調語言。粵語名稱源於秦人

趙陀於古代嶺南地域所建立的第一個國家

──南越國〈《漢書》寫作南粵國；簡稱南

越或南粵，古代的「粵」和「越」互為通假

字〉，以廣州作為嶺南政治、經濟和文化的

中心，是嶺南文化和粵語的最早發揚地。

　　全球以粵語為母語的約為 1.2 億人。在美

國、加拿大及澳洲等的華人社區中使用人數最

多的漢語。粵語也是除了普通話外，唯一在外

國大學有作獨立研究的漢語。

　　粵語以珠江三角洲為分佈中心，在中國的

廣東、廣西、香港、澳門、海南，東南亞的新

加坡、馬來西亞、越南、印尼等，以及北美、

歐洲和澳洲、新西蘭、聖誕島等華人社區中廣

泛使用。在粵語核心地區廣東省近 8000 萬本

地人口中，粵語使用者近 4000 萬。

粵語的由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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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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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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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

為
主
（
潘
耀
昇
攝
）

■粵語讀音貼近古時的長安語，都是「一字一
音」（潘耀昇攝）

韋然筆下的故事
《何家公雞何家猜》

來自一班小孩玩「何家公雞何家猜」遊戲，

本來只是念謠，後來為它譜曲。

《洗白白》
來自哥哥剛出世的兒子，

主要描述家人為小孩洗澡的情景。

《排排坐》
一共寫了四個版本，另包括《排排坐吃粉果》、

《排排坐吃果果》、《排排坐唱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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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丁區議員 難覓辦事處

　　頌安區區議員葉榮較幸運，他上任後隨

即獲房署安排辦事處，惟他一開始並未接受，

「本來嗰個辦公室係錦濤區區議員用開，我

覺得應該係由陳國強（現屆錦濤區區議員）

用返，但依家卻安排咗畀我，而佢就無辦公

室用。」他認為若接受房署的租賃編排，對

自己和現任錦濤區議員陳國強極不公道。故

上任後設立流動辦公室，告知街坊有落選的

區議員「霸佔」辦公室，引起關注。

　　為抗議房署安排不公，葉榮坐著輪椅，

冒著冷雨寒風，天天設置流動辦公室。抗爭

盈月，一月底房署向葉榮「發最後通牒」要

求其於四天內答覆是否租用，否則將單位公

開抽籤，有機會四年都沒有辦事處。

　　他迫於無奈接受了租用單位。「為什麼

用區議員身份租賃單位，落選卻不交出來？

要兩個現任區議員爭一個辦事處？」而新辦

事處最快半年後才能遷入，現階段還需「寄

居」於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辦事處。 

陳國強樂觀面對
　　錦濤區議員陳國強仍未有找到辦事處，

他不滿房署做法不公，因為按優先編配議員

辦事處的機制，任期屆滿的議員的辦事處單

位，應先安排給當區區議員。他現在每天在

室外開辦「正義辦公廳」，最不方便是難寄

放活動物資，幸得區內居民「拍硬檔」幫忙，

讓其存放物件，而自己亦租用附近車位放置

部分物資。陳國強表示「我很享受擺街站同

街坊接觸，希望能成為其他區議員的榜樣！」

指引存灰色地帶
　　漁灣區議員徐子見批評房署指引欠清

晰，存在灰色地帶。他表示，雙料議員能續

租已表露編配機制優先次序有矛盾。他稱房

署的答覆對新任區議員的不公平，「房署表

示，不希望卸任議員搬走，以免浪費資源，

造成他們的尷尬。但這麼做根本在浪費我的

資源。」徐子見指出，區議員合租辦公室更

難處理，「若下屆登記租用的區議員落選，

其餘連任的區議員可否續租？」現行指引模

稜兩可，他希望藉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完

善制度，解決編配制度存在的問題。

　　徐子見批評指，政府對議員辦事處問題

視而不見、置之不理：「最低限度都應該喺

區議會安排一個位畀區議員處理文件、擺下

嘢。」他苦笑道：「其實我哋都係想為居民

服務啊！」

房署：無責任確保編配
　　房署回應表示，編配指引只適用於公屋

空置單位。無論是立法會議員或是區議員，

有權續租單位而毋須讓給當區區議員。如果

當區已無剩餘公屋空置單位，區議員需自行

另覓辦事處單位，「我們只會按程序安排單

位的租賃，沒有責任確保或協助區議員租用

辦公室。」

新一屆區議員上任三個多月，部
分卻仍未有辦事處，只能以流

動辦公室接見街坊。三位新丁區議員
葉榮、陳國強及徐子見一月中到申訴
專員公署，投訴房署未有按指引編配
區議員辦公室，編配制度對新任區議
員不公平。房署回應只按程序辦事，
無責任確保或協助區議員租用辦公
室。

■葉榮現時「寄居」於張超雄辦事處，居民求助很不方便（許晴攝）

風雨中宣揚信念
　　新丁議員上任三個月，部份因未有辦公室

而成「街頭議員」。漁灣區區議員徐子見雖已

租用商戶舖位，十一月亦將搬入房署安排的辦

事處，惟他表示會繼續擔當「街頭議員」。「我

希望透過呢種模式，去令居民更加了解唔同嘅

社會議題，宣揚我所堅守嘅信念！」他笑言，

曾經有婆婆對單張上的內容有疑問，他便向對

方解釋該社會議題背後的問題，「十幾分鐘其

實都好難令佢完全了解，但我相信我呢幾年任

期繼續默默去解釋畀每一位居民聽，最終係會

有成果嘅。」

　　徐子見表示，當初成為「街頭議員」，並

非因為一開始沒有辦事處，「我當選前已經計

劃好要建立外勤辦公室啦，希望可以多啲同佢

哋傾下計，了解佢哋嘅需要，咁先至可以服務

到佢哋！」

外勤三寶　貼心服務居民
　　徐子見每次到街頭「上崗」總會帶上他的

「外勤三寶」，即影印機、電腦、掃瞄器，絕

不兒戲。「漁灣區都有好多老人家唔識用電

腦，所以我希望喺街頭做到辦公室做到嘅嘢 !」

■外勤辦公室好評如潮，徐子見（中）期望能
每兩星期「擺一次檔」 ( 網上圖片 )

■流動辦公室三寶：電腦、打
印機、掃瞄器，特別協助不懂
用電腦的老人家（吳曉彤攝）

■臨時辦公室 5000 元租
一個月，百呎空間不足以
放置物資（吳曉彤攝）

房署優先編配議員辦事處次序
第一優先組別 當區的民選區議員

第二優先組別 所屬區議會的其他議員

第三優先組別 地方選區的立法會議員

第四優先組別 功能組別的立法會議員

資料來源：房屋署  

■陳國強 （右）每日開辦「正義辦公廳」，「貼
地」接觸區內居民 （網上圖片）

　　徐子見當選後花近一個月才找到辦公

室，但要 11 月才能遷入，目前他只能租用

區外商場單位做臨時辦公室。他表示，區議

會有 10 萬元基金去設立辦公室，但卻令沒

有辦公室的區議員求助無門，「區議員服務

自己的選區合情合理，最起碼都應該俾一張

枱、一張櫈去接見街坊。」他建議政府應該

清晰規劃出區議員、立法會議員所屬的辦公

室，解決「無殼區議員」的問題。

　　徐子見的外勤辦公室好評如潮，他稱即

使有正式辦公室，流動辦公室都會一直做下

去，方便接觸居民做地區工作。徐子見更期

望四年任期內能透過擺街站「開咪」及籌辨

居民大會，不論是社會民生抑或政治議題，

盡量帶更多訊息給市民。

流
動
辦
公
室
會
見
市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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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被喻為「文化沙漠」，人們大都注重經濟發展和物質生活，發展藝文被視
作不切實際。即使如此，依然有年輕人希望能在這片「文化沙漠」中播下藝

術的種子，他們努力不懈，讓香港多塊「藝術濕地」。街頭藝人盧俊賢（ice）就
是這樣的年輕人，他畢業後以賣藝作全職，與市民分享自己的音樂歷程。

　　現年 25 歲的 Ice 從香港知專設

計學院畢業後，開始全職成為街頭賣

藝者（Busker）。現時香港越來越多

人從事街頭藝術表演 (Busking)，但像

Ice 全職投入的並不算多。他每個星期

有四至五天到人流集中的尖沙咀、旺

角、銅鑼灣等地演唱。熱愛香港文化

的他認為，大眾不應只專注外國的音

樂，本土作品也有其值得欣賞之處，

香港人應該多點支持本地文化。

以追夢維持生計
　　「就算是街頭藝人，也要勤於練

習，對自己有嚴謹的標準，不能讓

聽眾的耳朵受罪。」Ice 指出，很多

Busker 重視與市民的互動，聽眾能

點唱，有些聽眾更成為 Busker 的朋

友。他每次演唱四至十多小時不等，

市民的反應十分熱烈，一天平均能夠

賺取一千元。他坦承，以夢想為職業

在香港十分困難，當初作出這個決定，

完全因為想分享自己的音樂給更多港

人。現時的收入雖然能夠維持生計，

但未來難以預測。

市民欣賞街頭藝人 
　　香港大學學生 Angel，Phoebe 和

Athena 每逢假日便會到尖沙咀海旁

演唱。「香港比較少街頭音樂文化，

而我們三人都喜歡音樂，所以想嘗試

Busking，分享自己的音樂。」主音

Angel 認為，市民的反應比預期好，

不論年輕人或中年人都很支持街頭音

樂文化。

　　她們認為，政府在推廣街頭音樂

文化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她們試過被

警察驅趕，要留下身分證。Angel 認

為，現行噪音或阻街條例對 Busker 的

發展有很大的阻力。她希望政府仿效

外國，列明能夠賣藝的位置，讓香港

有發展街頭音樂藝術的地方。

　　不少藝術愛好者即使面對很多困

難，仍執著於他們的逐夢之旅。大家

下次遇到這些 Buskers 時，請記得為

他們加油打氣！一個欣賞的眼神，一

聲鼓勵的擊節，都是給予這些藝術逐

夢者最大的支持。

街 藝頭 人

　　根據 VidStatX 統計數據，香港頭

一百名的 Youtuber（YouTube 影片上

載者）裡，有十五位是以拍攝打遊戲

機影片成名。本報記者採訪了其中一

位Youtuber  Andrew Yun，他以打「神

魔之塔」遊戲出名，短短兩年就有十

萬多人訂閱。

　　Andrew 當初拍打機影片，是源

於一個打機夢，純粹喜歡打遊戲機，

繼而開始上載第一個影片，完全沒想

到會因此成名。其最高點擊率的打機

影片多達四十多萬人觀看，也是始料

未及的。不少網民把他打「神魔之塔」

的影片當作攻略，看他如何過關、配

對。Andrew 表示，影片給人一個清

晰的圖畫和想像，觀眾可以透過影片

知道他是怎樣玩的，分享整個過程。

 理想與現實
　　Andrew 除了是名以拍攝打機影

片為主的 Youtuber 外，他亦是教會的

心理輔導員。他會利用打機與有需要

輔導人士交流，傳遞正能量。

　　 他 表 示：「 其 實 每 天 都 在 猶 豫

是 否 轉 做 全 職 youtuber， 只 可 惜

youtuber 賺錢不多。但如果放棄拍片，

又覺得浪費了之前所建立的東西。在

網路世界所建立的東西本是無形的，

我唯一得到的是名氣，別人在網絡世

界認識我，我們繼而有了交流和互動，

建立了一種特別的關係。有人支持我、

看我製作的影片，是我堅持下去的原

因。」

■ Youtube 打機影片上載者 Andrew
（梁潔如攝）

　　旺角行人專用區自 2000 年設立以來，

一向是不少街頭藝人的聚集點，但基於噪

音污染的問題，政府在 2013 年曾下「封殺

令」，行人專用區恢復周一至周五通車，「步

行街」不再每日開放。

　　原本駐唱旺角的街頭藝人表示，旺角行

人專用區並不是他們表演的唯一地方，平日

亦會到銅鑼灣、中環、尖沙咀等地方演唱。

旺角行人專用區的限制，對街頭藝人而言並

沒有太大影響。

　　警方在 2014 年共接獲 634 宗旺角行人

專用區噪音投訴，較 2013 年的投訴個案減

少一半。旺角市民黃先生表示，噪音問題依

然嚴重。「雖然政府有限制時間，但係就算

未瞓覺都會覺得好滋擾，嘈住晒，根本做唔

到其他嘢，閂實啲窗都無用。」

　　非本區市民李小姐十分支持街頭賣藝，

她說：「我放假過嚟旺角行街，當睇下表演

聽下歌，如果唱得好，我都試過畀少少錢支

持下，如果旺角無晒人表演反而仲唔慣。」

播散文化種子 播散文化種子 

噪音問題難以解決

■尖沙咀海旁不乏行人聽眾（任詩鈉攝）

■盧俊賢在尖沙咀海旁
街頭賣藝（任詩鈉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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