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少香港市民希望在家居「擺個靚陣吹個
靚運」，但對於購買風水擺設卻一頭霧水，
又擔心亂放風水物品會有反效果，怕不少風
水物品與單位佈置並不協調。今日向大家介
紹「環保風水」，意思是稍為調整現有的傢
具位置，從而令單位風水合乎五行命理，而
毋須為購置風水物品佈置家居而煩惱。

傢具包含五行

其實，一些日常可見的普通傢具或擺設均
有包含「五行」。其中屬金的物品，包括鐵
製的鐘、鋼琴、錢幣、鋼杯、金銀首飾、刀
叉、錫紙等，代表顏色為金、銀、黃。屬木
的物品，包括植物、書本、雜誌、紙張、木
地板、書架、木製傢具等，代表顏色為青、
綠、淺啡。屬水的物品，包括金魚缸、茶
具、水壺、噴霧器、洗衣機等，代表顏色為
藍、黑、灰。屬火的物品，包括塑膠、燈

飾、 燈、暖風機、乾衣機、電視機、音響
設備等，代表顏色為紅、橙、紫。屬土的物
品，包括花瓶、玻璃瓶、瓷器、湯碗、石
頭、玉石、鑽石、窗台、雲石、地磚等，代
表顏色為深啡色。要留意，神主牌等雖然是
木製，但不可等同於木的物品，神主牌有其
適當的擺放位置。知道傢具的五行，再來教
你8個風水方位所表的五行，東屬木，代表
活潑、活躍、權力。東南為文昌位，亦屬
木，代表讀書考試。南屬火，代表開心喜慶
熱鬧。西為金，具破壞性，對健康沒有好
處。西南屬土，玄空飛星為「二黑」，代表
做事拖拉，不暢順。西北屬金，代表剛強、
健康、進取。北代表水，有官星，利事業發
展。東北屬剛強的土，代表財運。

照上述兩個組合（物品＋方位），想加強
不同運勢或沖淡一些不利的影響，可以運用
五行的道理相生相克。例如客飯廳屬一家人
聚首享天倫的地方，南面可以放屬火的物品
加強，東北財位可以放置屬土的物品，北面

事業位可以放置屬水的物品等等。至於西南
面要化解，可擺放屬金的物品，因為土生
金，有助「洩土氣」。小孩睡房可以在文昌
位，即東南面掛書包，擺放書架等，小孩氣
管較差，可在西面放屬土的物品。主人房間
要考慮財位，可放有玉石的首飾盒，幫助聚
財，若希望夫婦之間和諧，南面可放上紅色
的物品，若夫婦經常有爭拗，則可於東面放
置屬火的物品，因為可以「洩木氣」。

催旺桃花有法

想要催旺桃花運，男追女的話，可按玄空
飛星調動擺設，在代表「四」的東南面擺放
雜誌、書籍，在代表「九」的南位擺放紅色
物品、或燈飾等，代表「七」的兌卦，代表
少女，在西面可放音樂盒之類的屬金物品。
女追男，則要在代表「一」坎卦的北面放有
水的物品，「三」的東南面放屬木的物品，

「八」的艮卦，代表少男，在東北方向擺放
瓷器、石頭。 ■記者 顏倫樂 整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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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風水吹靚運 按揭貸款欠增長理據
本港按息走勢逐步回順，各大銀行自加息

潮冷卻後，積極推出多元化按揭計劃吸客，
按揭市場百花齊放。根據金管局住宅按揭調
查數據顯示，六月份新申請按揭宗數上升
7.1%至9,301宗，期內新批按揭貸款宗數及金
額錄得5,925宗及156.51億元，按月分別上升
2.2 %及1.2%。不過，六月份新取用按揭貸
款宗數較五月份減少9.2%至4,753宗，涉及金
額減少11.3%至128.22億元，創四個月新低。
在多項樓控措施夾擊下，筆者相信，下半年
按揭貸款數字仍欠缺增長理據。

值得注意，由於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生
效後發展商暫緩推盤，加上「白居二」買家
入市同時帶動二手市場回暖，一手市場相對
較淡靜。因此，六月份新批出按揭當中，涉
及一手物業按揭貸款金額按月減少45.9%至
17.77億元，為2010年3月後新低，二手物業
按揭貸款金額按月則增加21.7%至114.16億

元，至於涉及轉按所批出的貸款金額亦因缺
乏轉按誘因而減少12.4%至24.57億元。

料按揭貸款有下調空間

總結今年上半年，新取用按揭貸款宗數及
金額錄得32,737宗及889億元，較去年下半年
的42,573宗及1,099億元比較，分別下跌23%
及19%，若與去年上半年的34,170宗及820億
元比較，則價升量跌。至於今年上半年新批
按揭貸款額及宗數錄得39,343宗及1,089億
元，較去年下半年的48,691宗及1,312億元比
較，分別下跌19%及17%，更遠不及去年上
半年的49,823宗及1,257億元，分別減少21%
及13.4%。展望下半年，樓市供求問題未有
改善，而且加息之聲逐漸迫近，將影響買家
入市信心，加上「3D稅」及「收緊按揭」夾
擊，估計按揭貸款仍有下調空間，預期2013
年全年的按揭貸款額仍不足2,000億元。

灣仔是本港早期開發的地區，有很多充滿懷舊氣
息的街道樓宇，面臨市區重建，如何在經濟發展和
文物保育間取得平衡有待深思。其實歷史文物不一
定要淘汰，倫敦著名泰特現代美術館（Tate Modern）
便是由廢棄發電廠改建；美國洛杉磯The Brewery藝
術村亦是由舊啤酒廠發展而成。事實上，香港在社
區建設和翻新中，對保留原有文化和建築非常注
重，重建舊區時既保留原有風味，又加入現代元
素，務求在文化與活化之間取得平衡。

平衡文化與活化

講 港 故 事

位於石水渠街72號至74A號雙數門
牌的藍屋，是區內矚目的舊唐

樓，糅合中西建築風格，屋內橫樑、樓
梯和扶手仍然保留原先木製結構。藍屋
現為香港一級歷史建築，是港府首個採
用「留屋留人」的活化項目，其中72
號、72號A及74號三幢外牆被塗上藍
色，是「藍屋」名稱的由來，而74號A
在2010年前仍由私人擁有，一直維持灰
色的外牆。

有露台唐樓 港所餘無幾

1872年至1886年期間，藍屋的前身為
華佗醫院，後來用作供奉神醫華佗的廟
宇。至1920年代拆卸後興建現在四層高
建築，於1922年建成，梯間牆壁和單位
內窗戶均用木材製造，露台部分則採用

鋼筋水泥興建，是香港少數餘下有露台
建築的唐樓。

72號地下原為「華佗廟」，1950年代
由黃飛鴻徒弟林世榮侄兒林祖開設的武
館取代，至1960年代林祖的武館再改為
其兒子林鎮顯的醫館。72號一樓曾開辦
專為街坊子弟提供免費教育的「鏡涵義
學」，而二樓及三樓則是戰前灣仔唯一
英文學校「一中書院」的校址。72號A
地下是「廣和號」雜貨店；74號地下是

「聯興酒莊」，約在上世紀80年代結業。
74號二樓曾經是「鮮魚商會」的會址，
而同座三樓則為商會的會議室。74號A
地下原本是雜貨店，戰後改為住宅。

定期導賞團 學灣仔歷史

2007年藍屋成立了以本土文化特

色為題的「灣仔民間生活館」，2012
年易名「香港故事館」，舉辦展覽及
工作坊，承傳舊社區生活文化。故
事館展覽主題有趣，香港的掃街文
化 、 賭 博 ， 甚 至 紋 身 體 驗 一 網 打
盡；此外，還會定時舉行導賞團，
讓街坊遊客了解區內歷史。據負責
人透露，每年盂蘭節的鬼故團最快
爆滿，想實地考驗自己膽量就要盡
快報名。戰前唐樓大都逃不過清拆
的 命 運 ， 尤 其 是 灣 仔 此 等 黃 金 地
段，可幸藍屋是港府首個採用「留
屋 留 人 」 創 新 保 育 方 法 的 活 化 項
目，可逃過厄運。整個「藍屋」建
築群的復建工作預計會在2015年完
成，屆時將命名為「We嘩藍屋」，藍
屋居民也可繼續安居。

藍屋於2010年由聖雅各福群會活化為

「We嘩藍屋」，當時形容為「留屋留人」方

案。8個家庭共21人將繼續在藍屋居住，同

時會加入11伙新租客及1個招租單位，租金

以市價釐定，試租期一年；舊居民首兩年

凍租，隨後會按通脹加租，原有的跌打店

可繼續營業，機構會以社企形式營運價錢

大眾化的甜品店和素食店，邀得食家歐陽

應霽設計懷舊糖水食譜。

政府撥款資助復修
機構將設立藍屋故事館和導賞團，展

示灣仔舊區生活；早前遭拆卸的木樓梯

將作裝飾用途，建築物原有顏色也得到

保留，建築物之間亦可以互通。在藍屋

住了30多年的李先生對活化計劃感高

興，坦言在區內居住多年，沒想過要遷

出。當時的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表示，

計劃由政府撥款進行復修，並會為前期

虧損提供資助，連同其餘兩個項目，估

計復修期間可創造近180個全職職位，

落成後可創造約40個全職及22個兼職

職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嘉銘）香港房屋需求殷切，政府在積極增加樓宇供應的

同時，卻不忘大力提倡「保育運動」，改善社區人際關係，增加市民歸屬感，提升

生活品質。社區建設最重要是以人為本，關注居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利益。在港府致力保育下，香港

各區很多古舊大宅倖免於拆遷重建，沒有被摩登建築取代，集體回憶得以保存。當中，灣仔區成為一個

見證社會發展的多面體，既有新型豪宅相繼落成，鶴立雞群；亦有舊式建築幾番復修，歷久不衰。繼上

次本報為大家介紹化身「動漫基地」的綠屋後，是次將帶領各位走訪同區的「華佗醫院」─藍屋。

文物古蹟是寶貴財產，樓高四層的藍屋具八十年歷史，因外牆塗上鮮艷藍色得名。藍屋屬戰前樓宇，位處石水渠街72號，設計糅合中西建築風格特色，內部木製樓梯記錄了灣仔的歲月，橫樑和扶手保持木製風貌。屋內有人居住，部分住戶需共用廚房，另由於大廈無抽水馬桶，需請專員「倒夜香」。其實藍屋的外牆並非全藍，傳聞當年地政署修葺藍屋時，剛巧油漆工只有藍色油漆，便以此美化建築物外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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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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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盤「留屋留人」
地舖社企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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