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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歷史可以補充正史的不足，透過訪問歷史的見證人，以
文字、錄音、影像等方式紀錄過去，還原歷史的原貌。而口述
歷史劇則可以重現歷史場景，讓觀眾更容易投入其中，以互動
的方式述說歷史。歷史本是一個嚴肅的議題，但出自長者口中
的「過去」少了一分嚴肅，反而充滿了情感，道盡生活的不由
自主、生命的無可奈何。

口述歷史劇形式多變
香港的口述歷史劇有很多，但大多局限在社區內，因此一般

人聽到口述歷史劇都感到
新奇有趣，覺得很新穎、
很特別。「很多人一直做
口述歷史的工作，例如耆
康會以道具述說故事，用
龍鳳被帶出媽媽當年怎麼
湊大子女等，不同導演有
不同的處理手法。」導演
黃振輝表示。他在五年前
因緣際會看到一個台灣劇
團的演出，那是一個客家
劇團，他們用口述歷史的

形式講養女的故事，指母親養不起女兒，
在她年少時將她送給別人，女孩長大後
心裡依然有根刺。黃振輝深受觸動，進
而亦產生做口述歷史劇的想法。
做口述歷史劇的前提是要有故事，鄰

舍輔導會從不同的途徑收集故事。「長
者經歷了太多，一時之間他們想不起那

些事，我們用相片、物件勾起他們的回
憶，亦以畫畫、遊戲的方式去誘發

他們思考。」鄰舍輔導會社工蔡
永慧說。有些長者對自己的經
歷不以為然，不認為值得
紀錄，黃振輝在排練時亦
兼任輔導工作，經常鼓
勵他們，讓他們明白故
事的重要性，從而肯定
自己的價值。
《留住㝸城香》與一

般舞台劇的做法不一樣，
不是單純的說故事或純粹

演戲。「我們一直探討說話
以外還可以加入甚麼去豐
富戲劇，並嘗試用藝術
的手法，讓每個演員都

可以講故事。」因此戲劇主要由兩個部分組成，一部分是群
戲，另一部分則是演員個別現身說法，訴說當年情。導演特別
安排兩兄弟穿梭演出，在演員說完個人感受後將他們導回故事
中。這個做法既可以生動地表達歷史，又從微觀的角度了解這
段歷史對長者的影響。

從回憶探索社會
「除了個人的回憶及生活態度外，戲劇亦反映了社會的狀

態。因為社區不斷變化，我們不得不去想如果他日深水㝸亦被
地產商發現其價值，要開發，那怎麼辦？」黃振輝一直反思這
個問題，如何賦予這段真人真事更強的地域性是他最大的考
量。考慮到深水㝸最大的特點是經歷了很多第一次，他以石硤
尾大火、第一次暴動、第一個公共屋㢏等事件作為故事的脈
絡，令戲劇多了一點地區色彩。同時他創造了一個角色，以一
個在舊區出生、出國回來後成為地產商、卻被街坊唾棄的人帶
出整個故事，從而透過戲劇探索舊區在開發與保留之間該何去
何從。
「人們一直批評地產商為了發展不擇手段，街坊也很擔心這

個問題。新聞講到如今年輕人買不起市區單位，要住郊區，其
實長者亦有這個顧慮，郊區好像有很多配套，但最重要的鄰里
關係卻失去了。」在這個前提下，《留住㝸城香》不只是一齣
講述回憶的劇，更多了一點深度，在回憶以外引發人們思考一
些社會現象。

細數演員滑稽事
說到與長者排戲，黃振輝與蔡永慧均大歎他們頑皮。「排練

的時候有很多趣事，你會發現這班老人家很『百厭』，他們一見
到面會互相問候、會嘻笑玩鬧，他們的心態很年輕，讓人有一
種回到大學的感覺。」蔡永慧表示。導演亦指演出有缺陷，台
詞的表達、舞台效果未夠好，但這群長者並非專業演員，他們
沒有收錢，但依然很投入。
「他們很好笑，經常講錯對白，一時講了別人的對白，一時

跳了對白自己也不知道，一個不留神便會跳去下一場對白。我
以為這些老人家很傳統，但有一次一個伯伯跟我說要先離開，
因為他要回家煮飯給老婆吃。」黃振輝笑言。與一群老人家合
作，在歡笑以外亦有很多顧慮，他們記憶力比較差，只要三四
個星期不排練，台詞已經忘得七七八八，而且舞台劇的台詞經
常變動，但老人家很落力記台詞，一旦記入腦便很難改。最搞
笑的是工作人員顧慮到老人家的狀況，道具做得特別穩固，以
至太重了，要重做。「排練及演出都很開心，其實他們背後亦
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在這裡他們找到了寄託。」

是演出，也是教學
口述歷史的意義不在於說故事，而
是以微知著，去探索大歷史未能覆蓋

的社會面貌、精神價值。故事有喜有悲，上世紀五六
十年代的香港瀰漫㠥動盪的氛圍，那段歷史算不上愉
快，放諸在現今社會可算是災難。有人身陷火海，全
靠丈夫奮不顧身相救才得以保存性命；有人為了避難，
離鄉背井來到香港；有人與丈夫失散二十多年才再相聚；
這些故事幾乎是老一輩人的集體回憶，如果他們不說，我們
永遠不會知道大歷史背後人民最真實的生活。
「香港人知道得太少，近代歷史不受重視，所謂繼往開來，

不知道過去，如何談將來。政府派6,000元，學生很雀躍，但他
們沒有想過自己對社會有甚麼貢獻。你問長者，他們也很開
心，但他們並不特別渴求，因為以往甚麼都沒有，生活依然要
過。」黃振輝說。從口述歷史可以窺探過去，亦明白為甚麼兩
代人有迥然不同的價值觀。

不一樣的長者精神
看㠥一眾長者緩緩踏上台階，有些人一拐一拐的，有些人需

要別人攙扶才能順利走上舞台，與尋常舞台劇不一樣，參與演
出的演員皆年過半百，年齡由63至93歲不等，他們說話比較
慢，動作有點生硬，間或忘記走位，間或忘記台詞。當中有獨
白、有群戲，他們唸的是台詞，亦是自身的經歷。「別低估長
者的學習能力，他們的可塑性很高。」蔡永慧表示。
難以想像由二十多位「非專業演員」演出舞台劇，沒有受過

專業訓練，沒有人教他們如何演戲，但在過去一年他們已作四
次公開演出，演技愈來愈成熟，觀眾看得熱淚盈眶，因為他們
演活了那段歷史。「《留住㝸城香》比其他劇精彩，因為故事乃
真人真事，當事人做番演員，流露的情感特別真實。」黃振輝
指出。
今年71歲的梁伯從沒想過自己的經歷被搬上舞台，他更是全

劇戲份最多的演員之一。「這些都是我們小時候的寫照，勾出
已經快要忘記的記憶，有時亦感到難過。」對他來說，昔日鄰
里互相幫忙的情懷在現今社會已不復見，但來到中心排戲卻倍
感親切，可以認識志同道合的「老友記」，互相切磋、交流，一
起背對白、間中「爆肚」，他很享受這一切。「戲劇與現實很相
似。」人生如戲，所以梁伯不是演戲，而是演繹真實的人生。
從口述歷史，再到口述歷史劇，我們以為只是一段回憶、一

段被遺忘的過去，然而在這些長者身上我們看到歲月留給他們
的不只是一段微不足道的記憶，而是一種生活態度。所以在編
劇的時候導演特別將老人家說過的話保留下來，盡量不刪改其
用詞，盼望呈現出最原汁原味的「歷史」。
當中有句台詞特別感動人心：「只要仲有條命，冇話冇㜴㝅

咩係唔得㝍。」這是一眾老人家用半生悟出的人生哲學。

雕刻是藝術，是文化的體現，更是生活的見證。木器
雕刻，看似陌生，然而大部分香港人至少擁有一件木雕
製品。找不到？看看家中的神主牌，上面的文字都是人
手刻鑄的。木器雕刻店大多提供刻字服務，但隨㠥經濟
發展，曾經成行成市的雕刻店已經所餘無幾。郭記木器
雕刻有兩位資深雕刻師傅，他們來自浙江東陽，是香港
少數提供雕刻服務的師傅。
木雕是東陽的產物，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很多東陽雕刻

師傅集中在香港，那時油麻地有很多木器雕刻店。如今
走過油麻地永星里，販賣神像、佛像的店舖依然為數不
少，只是手工雕刻師卻寥寥可數。郭記主要售賣神㟜、
神像、浮雕、牌位等，一個神像動輒數萬元，生意雖然
沒有以前那麼熱絡，但光顧的客人也不少。「通常店舖
開張會買關公像，而家中放置的神像則各有不同。有些
人會回來告訴我神像是否靈驗，之前有客人說神像助他
賺大錢。」郭一邊笑說。買賣以外，郭氏兄弟對雕刻亦
很執㠥，他們自小便學習雕刻，透過不斷鑽研及練習，

才雕出漂亮的字體及圖案。哥哥
郭一邊主要負責雕字，以雕地主
牌、祖先牌及佛堂使用的捐款善
長名錄為主，弟弟則負責雕花、
雕像，他們技藝精湛，可根據客
人的要求雕出不同的字體或各種
人像花草。
刻字的木板主要分為花梨木、

樟木及夾板三種，顏色以黑、紅
為主。木板會預先裁好尺寸及漆
上底色，客人可選用心儀的木
板。字體以楷體為主，客人亦可
帶字體給師傅雕。師傅首先用筆
在木板上畫記號，設定行距、行列等，用水筆寫下文
字，然後便開始雕刻，完成後上金漆及鑲框。
郭師傅戴上眼鏡、執起雕刻筆，專注於刻字。「拿刀

的手法、勁力是刻字的關鍵，手法錯了刻出來的字便不

漂亮，這些都要練。」幾十年的雕刻工夫，手起刀落，
一刻一挑間，一個個文字呈現眼前，是功力的表現，亦
是對木雕行業的敬重。
有些神主牌舊了，但人們不捨得丟棄，他們會回來找

師傅翻新。「來這裡的客人有新有
舊，因為這裡是集中地。不過現在
很少店舖有雕刻服務了，東西大多
拿回內地雕，往往需時甚久，及不
上本地雕刻師快和專業。」郭師傅
歎言。不只技藝失傳，這類店舖亦
愈來愈少，以後可能也要北上買神
像了。
從東陽到香港，郭記木雕已踏入

第五代，店舖在香港有將近三十年
歷史，兄弟倆從幫人打工至開舖做
生意，見證行業的盛衰。弟弟郭一
天的兒子是大學畢業生，卻義無反

顧投入這個沒落的行業，為的只是延續父輩技術，傳承
東陽技藝。
在藝術以外，雕刻反映了一個地方的文化，一個行業

的興亡及人們對傳統技藝的執㠥。 文：蘇葉

香 港 情 未 了

石硤尾大火、第一個公共屋㢏、第一次暴動、第一間天台小學，石硤尾有很多第一次。它飽歷風霜，幾十年過

去，第一個屋㢏已被清拆，卻依然給人沉重的歷史感。這個社區，有太多故事，人們可以透過翻查官方歷史得知

事件的大概面貌，然而當中的細節、當時居民的生活卻無從知曉。有見及此，深水㝸鄰舍輔導會邀來一眾長者，

以文字記下他們的事跡，編成《歲月有情》一書，並與中英劇團合作，改編成舞台劇《留住㝸城香》，由長者們親

身演繹這段歷史，娓娓道盡社區點滴。副刊記者訪問了劇場導演、鄰舍輔導會社工及參與演出的長者，藉此了解

口述歷史劇的來龍去脈及老街坊如何「口述」過去。 ■文、攝（部分）：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 黃 振 輝 是
《 留 住 㝸 城
香 》 口 述 歷
史 劇 的 導
演。

■郭一邊聚精會神地刻字。 ■木板上的字體優美，是多年練就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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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雕刻祈福酬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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