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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一
條
三
百
餘
米
寬
的
黃
色
巨
龍
在
峽
谷
中
蜿
蜒
向
東

走
，
既
平
靜
而
又
安
詳
。
這
條
黃
龍
，
看
不
到
龍
頭
，

更
看
不
到
龍
尾
。
當
途
經
一
道
窄
口
時
，
黃
龍
由
三
百

米
寬
驟
收
縮
為
五
十
餘
米
，
由
高
處
直
滾
下
去
。
龍
首

乍
現
，
翻
騰
傾
瀉
，
轟
隆
嘩
啦
，
激
起
一
條
條
的
龍
鬚
，
刺

向
夏
日
的
晴
空
，
更
濺
起
一
團
團
的
迷
霧
，
直
奔
河
溝
。
這

條
黃
龍
也
不
知
有
多
少
個
龍
首
，
就
在
這
如
壺
口
的
地
方
，

不
斷
的
昂
頭
、
奔
去
、
吼
叫
。

這
就
是
黃
河
中
游
的
壺
口
瀑
布
。

當
初
，
我
們
這
﹁
山
西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學
者
交
流
團
﹂
還

沒
決
定
是
否
去
看
黃
河
時
，
我

實
感
到
失
望
；
最
後
終
於

成
行
，
終
於
在
旅
遊
車
上
看
到
那
平
靜
淌
流
的
濁
浪
，
再
而

看
到
由
平
靜
而
怒
吼
的
一
幕
，
光
未
然
的
﹁
黃
河
大
合
唱
﹂

頓
時
在
腦
海
中
湧
現
。
於
是
，
我
們
就
在
旅
遊
車
上
放
喉
噴

唱
而
出
。

走
在
河
灘
上
，
走
近
龍
首
，
水
氣
濺
向
我
們
的
頭
臉
，
乘

風
勢
，
將
我
們
的
頭
髮
吹
得
如
龍
鬚
，
根
根
亂
起
。
對

岸
，
一
團
團
的
遊
客
在
平
視
、
俯
覽
，
對
！
不
是
仰
觀
，
是

平
視
、
俯
覽
，
瀑
布
就
在
我
們
的
眼
下
，
由
二
十
餘
米
的
斷

層
石
崖
飛
瀉
而
下
，
跌
下
三
十
餘
米
寬
的
石
槽
之
中
。
這
條

石
槽
，
就
是
龍
槽
，
不
是
牠
的
棲
息
之
地
，
而
是
奔
騰
之

地
，
向
東
矯
若
游
去
。

一
河
之
隔
，
我
們
站
在
山
西
；
對
岸
的
遊
人
，
站
在
陝

西
；
你
看
我
我
看
你
。
這
秦
晉
之
地
，
向
來
是
兵
家
所
爭
之

地
；
在
太
平
盛
世
，
卻
成
了
冒
險
家
的
樂
園
。
當
年
，
聽
說

柯
受
良
駕
車
飛
越
了
黃
河
，
那
險
境
，
今
日
才
目
睹
。
不

錯
，
柯
受
良
就
在
這
壺
口
上
空
飛
越
，
成
了
﹁
世
界
第
一

飛
﹂。
後
來
，
山
西
省
有
個
青
年
農
民
朱
朝
輝
，
駕
的
不
是
飛

車
，
而
是
電
單
車
，
恍
如
飛
馬
般
跨
越
壺
口
。
當
導
遊
向
我

們
講
述
這
些
壺
口
壯
士
的
事
蹟
時
，
看

那
滾
騰
的
浪
潮
，

禁
不
住
悠
然
神
往
。

再
往
古
追
思
，
原
來
這
裡
還
留
下
了
黃
帝
的
足
跡
；
大
禹

治
水
，
也
是
從
這
裡
開
始
。
當
年
壺
口
的
水
勢
，
一
定
比
現

時
更
兇
狠
，
如
果
沒
有
了
大
禹
的
三
過
家
門
而
不
入
，
焉
得

我
們
這
麼
近
距
離
欣
賞
黃
龍
的
翻
身
、
黃
龍
的
挺
首
揚
鬚
？

我
們
身
處
的
是
秦
晉
峽
谷
。
當
一
眾
目
光
全
傾
注
在
黃
龍

身
上
時
，
我
仰
頭
四
觀
，
但
見
兩
側
山
崖
陡
峭
，
層
巒
危

峰
。
是
日
也
，
無
雨
，
陽
光
不
猛
，
有
風
，
吹
過
兩
岸
山
崖

上
，
看

那
些
大
小
參
差
的
懸
石
，
禁
不
住
想
起
明
．
薛
瑄

所
云
：
﹁
若
人
形
、
若
鳥
翼
、
若
獸
吻
、
若
肝
肺
、
若
疣

贅
、
若
懸
鼎
、
若
編
磬
、
若
璞
未
鑿
、
若
礦
未
爐
，
其
狀
莫

窮
。
﹂

由
山
西
回
到
香
港
，
得
知
黃
河
上
游
地
區
降
雨
和
萬
家
寨

水
庫
調
節
放
水
的
影
響
，
壺
口
瀑
布
迎
來
入
汛
第
一
次
漲

水
，
水
量
大
增
，
主
副
瀑
布
連
成
一
片
，
形
成
一
個
特
大
的

瀑
布
群
，
濁
流
滾
滾
洶
湧
瀉
下
。
我
便
禁
不
住
嘆
息
：
這
壯

景
怎
不
早
些
來
？

其
實
，
我
們
在

壺
口
只
停
留
了
兩

個
小
時
，
很
多
景

象
只
是
匆
匆
一

瞥
，
所
謂
壺
口
八

景
，
我
們
看
了
哪

一
景
？
然
而
，
就

只
看
了
那
滾
滾
而

下
的
一
道
瀑
布
，

我
亦
心
滿
意
足

了
。
要
深
入
認
識

這
條
巨
龍
，
留
待

他
日
重
臨
吧
。

香
港
有
了
可
自
選
車
牌
後
，
街
頭
多

了
一
些
﹁
無
厘
頭
﹂
的
汽
車
牌
子
。
有

的
可
能
是
車
主
的
人
名
或
是
什
麼
的
，

但
也
有
些
沒
有
人
看
懂
它
的
意
思
。
這

也
無
傷
大
雅
。
政
府
的
庫
房
既
然
能
為
拍
賣

車
牌
多
了
一
筆
收
入
，
市
民
也
多
了
一
些
資

助
。
大
概
苦
的
是
交
通
警
察
，
要
記
住
這
些

八
個
英
文
字
母
的
牌
子
，
抄
牌
也
增
加
點
麻

煩
罷
了
。

內
地
更
妙
，
據
最
近
報
章
報
道
，
在
安
徽

蕭
縣
，
當
地
城
建
局
、
城
管
局
等
部
門
，
居

然
可
以
在
他
們
的
公
用
車
上
，
掛
上
自
製
的

車
牌
，
如
﹁
城
建
一
號
﹂、
﹁
城
管
二
號
﹂，

看
得
途
人
目
瞪
口
呆
。
難
道
這
個
縣
城
竟
可

以
自
顯
神
通
，
不
經
交
通
當
局
而
自
訂
車

牌
。於

是
有
人
寫
了
一
首
打
油
詩
，
詩
曰
：

﹁
無
牌
勝
有
牌
，
蕭
縣
一
大
怪
，
橫
行
隨

意
開
，
路
人
常
驚
駭
。
車
為
執
法
來
，
人
在

國
法
外
。
你
說
力
不
逮
，
他
說
很
無
奈
。
監

管
獨
徘
徊
，
歪
風
已
成
害
。
﹂

由
此
一
端
，
已
可
見
有
的
﹁
山
高
皇
帝
遠
﹂

的
地
區
，
自
行
其
是
達
到
何
等
駭
人
的
地

步
。
這
種
自
訂
車
牌
還
只
是
小
事
一
樁
，
有

的
傷
天
害
理
的
違
法
亂
紀
的
事
兒
多

。

最
近
有
一
位
小
村
官
，
因
為
為
民
請
命
，

為
某
些
權
貴
收
購
村
內
土
地
爭
取
合
理
補

償
，
據
說
被
人
以
假
車
禍
壓
斃
，
轟
動
一

時
。
網
上
議
論
紛
紛
，
但
當
局
自
辯
是
無
可

置
疑
的
實
實
在
在
車
禍
。
姑
勿
論
此
案
是
真

是
假
，
但
小
﹁
土
皇
帝
﹂
恐
怕
不
是
個
別

的
。
他
們
魚
肉
村
民
，
為
非
作
歹
，
才
會
產

生
成
千
上
萬
的
﹁
上
訪
﹂
個
案
。

最
近
﹁
公
正
﹂
成
為
熱
門
話
題
，
連
︽
人

民
日
報
︾
也
要
專
門
為
此
發
表
大
塊
文
章
。

其
實
只
要
施
政
透
明
、
司
法
公
正
，
理
應
沒

有
這
麼
多
的
冤
案
、
錯
案
，
也
就
沒
有
那
麼

多
人
千
里
迢
迢
到
京
上
訪
。
就
以
這
宗
蕭
縣

城
建
局
、
城
管
局
自
製
車
牌
一
事
，
有
人
投

訴
到
該
縣
交
警
部
門
，
據
答
稱
﹁
無
能
為

力
﹂，
甚
至
縣
政
府
有
關
負
責
人
也
表
示
﹁
頗

為
無
奈
﹂。
這
樣
問
題
就
嚴
重
了
，
政
出
多

門
，
各
部
門
可
自
把
自
為
，
各
級
政
府
如
何

施
政
？

陝
西
省
政
協
主
席
馬
中
平
主
持
了

向
港
區
政
協
委
員
陝
西
考
察
團
匯
報

會
。
或
許
是
陝
西
是
具
有
深
厚
歷
史

文
化
底
蘊
的
地
方
，
這
裡
的
領
導
官

員
都
是
出
口
成
章
、
引
經
據
典
、
滿
口
詩

詞
的
文
化
人
。
當
日
匯
報
會
由
省
常
務
副

省
長
婁
勤
儉
作
基
本
省
情
、
﹁
十
一
五
﹂

經
濟
社
會
發
展
情
況
、
﹁
十
二
五
﹂
發
展

思
路
和
關
於
幾
項
重
點
工
作
推
進
情
況
的

匯
報
。
政
協
委
員
考
察
團
曾
參
觀
過
﹁
高

新
科
技
區
﹂
和
﹁
港
務
區
﹂。
別
以
為
陝
西

只
是
歷
史
文
化
名
城
，
其
實
在
中
央
西
部

大
開
發
政
策
扶
持
下
，
近
十
年
來
，
陝
西

在
社
會
經
濟
方
面
有
飛
躍
發
展
。
據
介

紹
，
其
實
航
天
航
空
核
心
技
術
正
是
在
陝

西
。
該
省
很
注
重
民
生
，
在
﹁
十
一
五
﹂

規
劃
有
關
保
障
性
住
房
做
得
很
好
，
而
在

今
年
上
半
年
已
造
好
四
十
七
萬
套
了
。
陝

西
全
省
有
百
所
大
學
，
千
多
間
研
究
所
，

科
研
人
員
逾
百
萬
人
，
科
技
優
勢
明
顯
，

還
為
珠
三
角
產
業
轉
移
、
科
研
開
發
提
供

技
術
支
持
。
政
策
好
，
有
人
才
，
經
濟
綜

合
實
力
大
升
，
基
礎
設
施
建
設
亦
取
得
重

大
突
破
。
凡
此
種
種
，
增
強
了
該
省
上
下

一
心
，
對
打
造
成
高
端
能
源
化
工
之
地
、

打
造
成
為
國
際
化
大
城
市
信
心
大
增
。
事

實
上
，
在
西
安
看
到
該
市
城
市
規
劃
甚
有

泱
泱
大
度
的
氣
魄
哩
。
展
望
未
來
，
把
西

安
和
咸
陽
一
體
化
的
︽
西
咸
新
區
總
體
規

劃
︾
已
公
布
了
。
現
代
城
鎮
化
發
展
更
進

一
步
要
把
這
個
新
區
打
造
成
﹁
現
代
田
園

城
市
﹂，
我
們
正
拭
目
以
待
。
其
實
，
西
安

的
綠
化
工
作
做
得
不
錯
，
全
城
有
百
分
之

四
十
的
綠
化
，
令
人
羨
慕
，
該
市
人
民
生

活
在
高
質
素
城
市
中
。

難
怪
全
國
政
協
副
主
席
鄭
萬
通
對
陝
西

近
年
發
展
作
出
高
度
評
價
。
他
說
：
﹁
陝

西
獨
特
的
魅
力
，
我
們
要
好
好
品
嚐
。
﹂

鄭
萬
通
對
茅
台
酒
有
很
高
的
品
嚐
能
力
，

他
的
酒
量
被
稱
為
﹁
衝
出
亞
洲
，
走
進
世

界
﹂。
我
笑
稱
萬
通
副
主
席
對
陝
西
魅
力
之

品
嚐
是
否
如
同
對
茅
台
酒
的
滋
味
：
濃
濃

的
歷
史
文
化
底
蘊
，
高
新
科
技
的
功
力
以

及
創
新
產
業
的
新
鮮
香
醇
？

在
書
店
喜
見
董
啟
章
的
新
書

︽
夢
華
錄
︾
、
︽
繁
勝
錄
︾
與

︽
地
圖
集
︾
，
台
北
聯
經
出
版
，

三
書
原
是
九
七
至
九
九
年
間
，

分
別
由
香
港
三
人
出
版
的
︽T

h
e

C
atalo

g

︾
、
香
港
藝
術
中
心
出
版
的

︽
V
城
繁
勝
錄
︾
和
台
北
聯
合
文
學
出

版
的
︽
地
圖
集
︾
；
現
在
三
書
經
重

新
裝
幀
設
計
再
版
，
並
列
而
成
一
明

顯
系
列
。

三
書
並
列
再
版
實
有
其
意
義
，
在
書

店
把
三
書
捧
在
手
上
，
一
幕
一
幕
一
九

九
七
年
前
後
的
香
港
往
事
、
時
代
的
詭

變
、
人
事
的
離
合
，
一
一
如
電
影
鏡
頭

接
連
放
映
，
觸
動
之
情
無
法
自
已
。
我

還
記
得
，
九
九
年
在
洪
葉
書
店
買
到

︽T
he

C
atalog

︾
和
︽H

ard
C
opies

︾

︵
韓
麗
珠
、
劉
芷
韻
、
葉
愛
蓮
合
著
︶

二
書
的
情
景
，
︽
V
城
繁
勝
錄
︾
則
好

像
在
藝
術
中
心
二
樓
的
書
店
購
得
？
當

年
三
人
還
出
版
過
幾
種
詩
集
和
小
說
，

藝
術
中
心
課
程
部
曾
分
別
由
也
斯
開
設

過
文
化
評
論
課
，
董
啟
章
開
設
過
小
說

創
作
課
，
王
良
和
、
杜
家
祁
和
我
分
別

開
設
過
詩
作
坊
；
由
︽T

he
C
atalog

︾

至
︽
夢
華
錄
︾，
由
︽
V
城
繁
勝
錄
︾

至
︽
繁
勝
錄
︾，
一
方
面
是
九
七
故
事

︵
書
寫
或
論
述
︶
的
再
現
，
另
方
面
也

在
某
程
度
上
見
證

香
港
文
化
空
間
的

斷
裂
。

這
也
許
是
另
一
種
話
題
，
當
然
就

︽
夢
華
錄
︾、
︽
繁
勝
錄
︾
與
︽
地
圖
集
︾

三
書
來
說
，
最
重
要
的
還
是
三
書
的
再

版
，
讓
散
落
的
九
七
故
事
重
新
排
列
，

當
中
的
文
學
意
義
，
自
有
待
專
文
另

議
，
其
間
本
涉
更
廣
泛
的
九
七
論
述
問

題
，
特
別
是
香
港
文
學
作
品
對
一
九

九
七
年
香
港
主
權
交
替
事
件
，
即
香

港
回
歸
祖
國
，
那
年
頭
各
種
現
象
的

反
映
、
描
述
和
想
像
，
學
術
界
未
見

有
系
統
的
整
理
和
論
述
，
部
分
原
因

由
於
作
品
分
散
難
尋
，
而
更
關
鍵
的

原
因
，
恐
怕
還
是
本
土
文
化
空
間
斷
裂

的
問
題
。

《夢華錄》、《繁勝錄》與《地圖集》

離
開
日
本
大
阪
市
不
到
一
小
時
車
程
的
圓

環
範
圍
，
分
別
有
兩
個
安
藤
設
計
的
博
物
館

建
築—

—

狹
山
池
博
物
館
及
飛
鳥
博
物
館
，

兩
個
都
是
大
阪
府
立
建
設
。
對
於
土
生
土

長
、
建
基
立
業
於
斯
的
安
藤
忠
雄
，
雖
然
成
名
前

屢
遭
白
眼
，
對
大
阪
卻
有

理
所
當
然
的
鄉
土

情
，
這
裡
就
擁
有
十
多
個
他
的
建
築
作
品
。

當
坐
火
車
經
過
狹
山
市
時
，
一
定
會
見
到
一
個

乍
看
醜
陋
的
長
方
形
匣
子
巨
型
建
築
物
，
這
個
就

是
大
阪
府
立
狹
山
池
博
物
館
。
許
多
人
對
博
物
館

有
一
個
誤
解
，
以
為
是
先
有
博
物
館
，
然
後
才
會

有
收
藏
品
，
但
其
實
許
多
時
候
，
是
先
有
收
藏

品
，
才
需
要
建
立
一
個
博
物
館
去
保
護
。
這
是
雞

和
雞
蛋
的
關
係
。

大
阪
府
立
狹
山
池
博
物
館
︵
二
○
○
一
年
作

品
︶，
設
計
成
一
個
長
方
形
匣
子
，
因
為
裡
面
珍
藏

了
一
件
巨
大
無
比
的
展
示
品
，
底
幅
六
十
二
米
，

高
度
十
五
米
，
具
有
一
千
四
百
多
年
歷
史
的
堤
壩

斷
層
，
不
是
唯
一
，
但
也
是
世
界
上
極
少
有
的
土

木
博
物
館
。
不
需
要
支
付
任
何
入
場
費
用
，
沒
有

限
制
拍
攝
範
圍
，
但
幾
乎
一
個
觀
光
客
也
沒
有
。

這
是
一
個
寂
寞
的
博
物
館
，
可
是
，
為
了
看
安
藤

忠
雄
的
設
計
，
值
得
一
遊
。

大
阪
飛
鳥
博
物
館
︵
一
九
九
四
年
作
品
︶
位
於

日
本
大
阪
一
處
古
墓
冢
眾
多
的
山
林
之
中
。
為
了

盡
量
減
少
對
已
有
環
境
構
成
的
干
擾
，
博
物
館
大

部
分
形
體
隱
埋
於
地
下
，
俾
參
觀
者
能
夠
真
切
地

感
受
到
日
本
遠
古
飛
鳥
時
代
的
風
俗
和
祭
祀
觀

念
。
安
藤
採
用
抽
象
簡
潔
的
大
台
階
與
景
觀
塔
，

為
參
觀
者
提
供
觀
賞
周
圍
環
境
全
景
的
場
所
。
兩

者
作
為
室
外
空
間
制
高
點
形
成
對
比
，
具
有
強
烈

的
紀
念
性
效
果
。
博
物
館
室
內
則
設
計
成
具
有
典

型
古
王
陵
風
格
﹁
鎖
孔
形
﹂
展
示
空
間
，
暗
示
出

遺
址
的
存
在
。

寂寞的博物館

香港成為世界之都，不但表現在經
濟發展和金融方面，其實另一個

令世人感嘆的則是樓宇建築的發展和多
種多樣新穎坐標不斷出現和變化，樓宇
的高度（層數）節節攀升，像雨後春筍
般拔地而起。欲與天公試比高之勢。讓
這個彈丸之地世界驚奇，世人注目。
近年港人興起懷舊之風。若說值得懷

舊者，不能不說—說香港近五六十年來
的樓宇建築變化和變遷，以及每個年代
具有代表性的地標建築。筆者在上世紀
六十年代初就入行當三行建築學徒，因
而對此甚有印象。
說到香港樓宇建築的設計和高度，差

不多每十年就有一番劇變。在上世紀六
十年代之前，港島或九龍半島的樓宇高
度普遍只有三層或四層。建築材料大多
都是木樓梯及木窗框。樓面面積卻比現
在的樓宇大一倍兩倍，設計也較為單
調，有些建有露台，有些則有騎樓（地
下）。事隔五十多年，此類樓宇已經碩果
僅存，若想看一看它的廬山真面目，在
港島的中西區和灣仔區尋一尋，大抵不
會令人失望。例如筆者在六十年代初住
過的灣仔巴路士街就有一幢，一梯兩
伙，貼近灣仔道，樓梯全是木造的，上
落樓梯就會產生咯咯之聲。筆者每每經
過那裡都會駐足良久，緬懷一番。此幢
屬戰前建造三層高樓宇，僥倖得到當局
青睞得予保留，且作整幢重新修飾，作
為重點保護。此幢舊式木樓特色，臨街
有個約三尺多寬的大露台。當年筆者租
住二樓中間房，頭房就是包租婆一家。
而露台則作飼養大籠白鴿之用，另一半
則是其他住客用作晾衫。
在六十年代，市區的樓宇建築則有新

的變化，多是六層至八層高的石屎樓。
鐵窗代替木窗。外牆裝飾用料則是意大
利洗水，俗稱「石米」，遠看好似石塊。
當年新建樓宇外牆非常時興這種材料。
目前在市區的一些環頭環尾都能看到此
類六層高樓宇建築，而且外牆都劃一採
用意大利洗水，這是六十年代樓宇建築
的一大特色。所謂意大利洗水（批盪）
屬三種材料混合而成，一是沉灰，二是
水泥，三是石米。至今雖然少用少見，
但一些政府公園也有採用這種意大利洗
水做法，如石壆圍牆及花槽。

至七十年代，樓宇的建築又翻了一
番。其高度多在十多層至二十層。例如
西環尾聯邦大廈及北街的五福大廈，外
牆用料也開始多樣化。時興紙皮石，而
紙皮石也分多種款式和設計及色澤。樓
宇內部除了喜用紙皮石之外，還有水磨
石地台磚。紙皮石是外國進口，而水磨
磚則是國產貨，非常實用美觀，且有防
潮防濕之效。現在一些新界樓宇丁屋還
喜用這種水磨石。
到八十年代，樓宇的建築高度又翻了

一番，普遍都在二十多三十層，連政府
眾多的公共屋 都不甘落後，甚至高達
三十多層，如筆者居住的利東 就達三
十六層，比之六十年代後期入伙之華富
高近一倍。無論是私樓或公屋的外形

設計都層出不窮，變化多端。
九十年代，樓宇的建築也比八十年代

更高了，三十多層以上已是常見之事。
而最大特色就是採用鋁窗代替鐵窗。私
樓不在話下，然政府的公屋也都採用鋁
窗。價錢當然昂貴，但實用有說不及鐵
窗。鋁窗的優點據說不生 ，但易鬆
脫，不及鐵窗實淨。
然近年的樓宇建築也正不斷向高空發

展。寫字樓自不待言，而住宅樓宇和新
型屋苑的建築高度普遍都在五六七十層
以上，分別只是寫字樓的外牆十之八九
都採用玻璃幕牆為主。住宅或豪宅普遍
都用瓷磚和意大利雲石作為外牆裝飾。
然內部的用料建材則千變萬化，非常
「科學」，以外國進口高科技先進材料裝
潢，美輪美奐。
從上世紀六十年代至今，數十年的日

子，樓宇的建築，每個年代都有不同的
變化，而且是一倍一倍而上，大抵因是
人口增加的關係吧。然樓宇的設計和質
素所反映的就不僅僅是人口增加問題，
而是香港各種經濟發展的象徵，一種與
眾不同的創新思維，實現香港這個國際
大都會。
回頭看看香港的建築地標，在上世紀

六十年代初，港島的建築地標應是中環
碼頭對面的恆生銀行大廈吧，即原早的
「股票交易所」，高達二十層，現今還
在，只是外牆改變到面目全非。過去全
綠色的玻璃幕牆，一上碼頭就映入眼
簾，當年更是絕無僅有的一幢玻璃幕牆
的最高建築物。
到六十年代後期，代替舊恆生銀行大

廈地標的又是在中環，分別在恆生銀行
大廈的左右街口，一幢是國際大廈，一
幢是聯邦大廈，高達三十二層，用工字
鐵建築。現在改名為中保大廈和永安集
團大廈。
七十年代，香港建築地標則是天星碼

頭對面之康樂大廈，即現在之怡和大
廈。樓高五十二層，外形設計非常獨
特，全部圓形窗口，白色紙皮石外牆。
當年許多掛曆（月曆）都以這幢大廈為
封面，內地同胞爭 搶購哩。
及後的中銀大廈和灣仔合和中心，中

環廣場分別成為香港建築地標。今日的
建築地標，應是港島國金二期及對面海
之環球貿易廣場，高達一百一十八層，
傲視全港。
日後還有沒有另一個建築地標代替？

不妨拭目以待。

壺口瀑布

自訂車牌

黃仲鳴

客聚

與
太
平
天
國
拉
上
關
係
的
﹁
港
人
﹂，
除
了
欲
訪
洪
秀

全
不
果
的
第
三
任
港
督
文
咸
爵
士
，
還
有
洪
秀
全
族

弟
、
後
封
為
﹁
干
王
﹂
的
洪
仁
玕
。

洪
仁
玕
嚴
格
來
說
並
不
算
是
香
港
人
，
只
是
寄
居
幾

年
的
過
客
而
已
，
但
他
對
中
西
交
流
卻
起
了
微
妙
的
作
用
，

從
這
方
面
看
，
他
可
算
是
個
典
型
的
港
人
。
洪
仁
玕
本
欲
於

廣
西
投
靠
洪
秀
全
，
但
去
路
為
清
兵
所
阻
，
至
一
八
五
三
年

太
平
軍
攻
克
並
定
都
南
京
，
洪
仁
玕
便
取
道
上
海
，
想
往
南

京
與
天
王
洪
秀
全
會
合
，
但
還
是
過
不
了
清
兵
一
關
，
只
好

輾
轉
在
一
八
五
四
年
來
到
香
港
。

之
後
的
四
年
，
洪
仁
玕
在
港
研
習
聖
經
，
受
洗
成
為
基
督

徒
，
並
在
巴
色
教
會
協
助
會
務
，
幫
忙
傳
教
。
洪
的
人
緣
很

好
，
中
外
朋
友
都
喜
歡
他
，
他
在
港
也
廣
交
各
路
人
物
，
包

括
熱
心
把
西
學
傳
入
中
國
的
傳
教
士
、
和
致
力
翻
譯
中
國
經

典
的
學
者
。
這
些
人
之
中
，
又
以
兩
人
對
洪
仁
玕
最
為
重

要
，
一
是
瑞
典
籍
傳
教
士T

heodore
H
am
berg

，
他
精
通
客

家
話
，
根
據
洪
仁
玕
口
述
太
平
天
國
冒
起
和
早
期
的
奮
鬥

史
，
寫
成
英
文
記
錄
，
並
在
香
港
出
版
，
成
為
時
人
和
後
來

者
研
究
太
平
天
國
史
的
重
要
文
獻
。

另
一
個
對
洪
仁
玕
很
重
要
的
人
，
是
英
國
傳
教
士
兼
名
漢

學
家
理
雅
各
︵Jam

es
L
egge

︶。
理
雅
各
深
信
要
成
功
向
中
國

人
傳
教
，
必
須
先
了
解
中
國
幾
千
年
來
的
思
想
，
因
此
他
親

自
英
譯
了
九
部
國
學
經
典
，
包
括
︽
詩
經
︾、
︽
禮
記
︾、

︽
易
經
︾、
︽
春
秋
︾、
︽
論
語
︾、
︽
中
庸
︾
等
，
並
於
一
八

六
一
年
獲
怡
和
家
族Joseph

Jardine

和R
obert

Jardine

出
資
，

陸
續
在
港
出
版
，
可
說
是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的
先
驅
。

理
雅
各
十
分
喜
愛
和
敬
重
洪
仁
玕
，
不
但
傳
授
宗
教
和
其

他
知
識
，
還
成
為
好
朋
友
，
而
且
力
勸
洪
留
港
，
切
勿
加
入

洪
秀
全
一
伙
。
可
惜
洪
後
來
還
是
按
捺
不
住
，
趁
理
雅
各
回

英
期
間
，
帶

滿
腦
子
﹁
現
代
化
﹂
思
想
和
︽
資
政
新
篇
︾

建
議
，
在
一
八
五
八
年
北
上
南
京
投
效
天
王
。
一
八
六
四

年
，
洪
秀
全
逝
世
，
天
國
隨
即
崩
解
，
洪
帶

少
主
逃
亡
，

不
久
被
捕
，
同
年
在
南
昌
處
死
。
他
締
造
一
個
開
明
天
國
的

夢
，
也
隨
之
幻
滅
。

「干王」與香港

百
家
廊

文
滿
林

陝西的變化

香港樓宇地標的變遷和發展

蘇狄嘉

天空

思 旋

天地
吳康民

語絲

陳智德

留形

伍淑賢

乾坤

■ 遊人在平視、俯覽黃龍的奔瀉而下。
（作者攝）

■ 中國銀行大廈。 網上圖片

■環球貿易廣場和國金二期成為了

香港的新地標。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