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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車路邊，也許是一家西餅店。這
家西餅店或許已經有了五十年甚至一
百年的歷史，每日早晨上班的高峰
期，匆匆走過的人群會走進這家西餅
店，留下港紙之後便領到了一份可口
的早餐；而放學的學生也在黃昏時分
經過這裡，為自己一天的學業留下一
份快餐一般的腳註。美味蛋撻，如此
傳承一年又一年。
電車路邊，或許是一間茶餐廳。過

去，老闆置於屋中的是收音機，打開至
最大聲，食客的情緒和面容往往會隨着
收音機中傳出的資訊而變化。後來，這
部收音機或許走入了歷史，取而代之的
是一台電視機。但無論這些器物如何變
幻，在茶餐廳中的人，依然會被電視機
的聲畫內容所感染，餐枱上的粉麵、叉
燒包、魚蛋、例湯似乎成為了配角。但
幾十年都不曾改變的，卻依然是這些平
凡的港式茶餐。
電車路邊，或許是一間理髮店，也許

是一家裁縫店。老闆精湛的手藝得到了
街坊的認同。隨着年齡的增長，手藝又
傳給了自己的兒子。人的一生，要有幾
多次理髮，無從計算，就如同在電車路
邊，聽過多少次叮叮聲亦無從計算一
樣。百餘年，改變的事物很多，但街坊
之間的情誼，卻沒有太大的變化。
電車路邊，是新光戲院。在這裡，粵

劇成為了此時彼刻的香港人所擁有的共
同生活、共同價值與共同樂趣。當一位
參觀者看着電車的舊照片，指着其中的
某處位置說「我曾經住這裡」，那說
明，電車路邊，便是香港人的家。

從1904年電車出現在港島至今，已歷111年的歷史。
由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CACHe）舉辦的「尋

找城市歷史痕跡：叮叮電車歷史之旅」展覽，日前在西營
盤開幕。今次展覽中有關電車的圖片、史料，由本港知名
的資深收藏家張順光先生提供。展廳之中的電車歷史、叮
叮聲的醒耳之覺，對長者而言，是回憶；對新生代而言，
是對香江文化之美的一種細微審視和讚嘆。

快與慢的交替對比
今次展覽的一大特色，是打破時間的歷史分期，轉而以

地域推移來展現電車的歷史軌跡。CACHe傳訊經理黃凱
欣在接受記者詢問有關是次展覽的舉辦初衷時表示，過往
的港島西區，由於沒有地鐵，所以舊風貌保留得多一些。
不過從本年度的三月開始，港鐵列車大門向西營盤打開，
地下鐵路網絡進一步延伸，111年間穿梭港島東西兩端的
電車，似乎又完成了一個階段的歷史使命。在一切以效率
為先的急速發展下，以最短時間運送最大量的人，才算得
上先進的「交通工具」，但「旅途」中的香港人錯過了甚
麼風光？或者，「旅途」已經變成盯着手機屏幕的零碎時
間、一個被抽空的過程？
因此，電車的「慢」於繁華鬧市裡看似格格不入，但正

正是這一種被拋離的速度，給我們抬頭張望城市景觀的機
會；沿着電車軌，更是一趟尋找歷史的旅程。除了展覧，
長春社文化古跡資源中心還將在4月25日舉辦「尋找城市
歷史痕跡：叮叮電車歷史之旅」。這是一個極為特別的旅
程，資深歷史圖片收藏家張順光先生，將帶同三十年來搜
集到的珍品與電車故事，與大家坐上120號電車，由屈地
街車廠出發，經過當年的維多利亞城，轉入跑馬地馬場及
香港墳場，再回程到西環，輔以圖片，沿途細說香港歷
史。坐上百年來穩然前進的電車，一起尋找香港城市舊
貌，回望過百年港島北岸的變遷。
快與慢的交替對比，映襯的是香港島過去百多年來急速

的變化。電車軌道未變，但軌道兩側的風貌已然完全不同
於往日。對於不少上年紀的老人家而言，電車在人生中的
意義是非同一般的。黃凱欣說，在今次展覽中，並沒有主
辦者過多的陳述，有的只是圖片和簡要的說明，而且，這
些圖片是可以由參觀者拿動的，如此則能夠增加互動之
感，令到參觀人士能夠回憶或了解到當年電車兩側的港島
風情。

不僅是一份回憶
今時今日，若行走在澳門的新馬路，在議事廳前地廣場

的一側，可以看到一幢具有典型歐式古典主義風格的建
築：澳門郵政局大樓。該大樓建造於上個世紀20年代，
成為了澳門的歷史符號和地標之一。直至今日，無論澳門

社會經歷過幾多變化，人流繁華而樓宇依舊。
若將地圖的坐標從澳門移回到香港，同樣是郵政總局，

同樣是歐洲建築，本港亦曾有過這樣一座美妙絕倫的建
築。位於中環德輔道的第三代郵政總局大樓，是一座典型
的愛德華式的建築，主體結構部分有四層。整個建築的設
計上，體現和延續了英國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風格。從公
共交通而言，第三代郵政總局的正門一側便是電車軌道
線。
黃凱欣對記者表示，非常之可惜，如此之美的建築，最

終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因修造地鐵而拆除。根據展覽資料顯
示，第三代郵政總局大樓今日便是環球大廈所在之位置。
另外，相關史料記載，當年官方試圖拆除這座建築時，曾
遭到一些保育人士的反對。儘管建築最終被拆除，但是同
年卻也因此通過了《古物及古跡條例》。黃凱欣認為，從
電車發展至今，時間超過百年，城市產生變化或許是一種
必然；不過令人欣慰的是，隨着時間推移，人們的心態發
生了改變：以往，為了單純追求發展和速度，舊建築被拆
除了，一些人覺得沒有太大所謂，但是今時今日，大家追
求的是一種好的、可持續的發展，故而保育觀念和意識也

有了很大提升，因為發展而拆除具有歷史和文化價值的舊
建築，可能會遭到很多人反對或是大家會提出一些解決方
案，這是一個進步。
可見，舊電車照片所傳遞出的訊息，不僅僅彼處、彼時

的香港樣貌，更不僅僅是一份回憶，而是促使大家定位自
己對這座城市的態度，發展主義和人文持守之間，這種平
衡點該如何找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香港人如何去珍惜城
市的文化之基。

不單作為旅遊載體而存在
在香港的遊客，除了欣賞維港夜景以及購物之外，電車

成為了一個極具觀光意義的旅遊載體。如今登上電車，不
僅僅有上班或收工的本港市民，更有拿起相機拍下街邊風
景的遊客。當置身於在地歷史的輪廓中時，電車便不只是
旅遊的載體，而是一代代香港人與土地之間的情感關係。
叮叮車慢速，帶來舊香港的情懷。黃凱欣向記者介紹

說，電車在百多年前於香港開始運營時，當時的媒體曾以
「電掣風馳」來形容電車的速度。因為相較於當時的公共
交通體系而言，電車的速度確實已經是相當之快。即便在

今日，速度已經顯慢的電
車作為香港人日常生活中
的交通工具的意義，也並
沒有失去。在黃凱欣看
來，港島的一些區域，步
行顯得太遠，而搭地鐵，
上落車站則有時會較為繁
瑣，故而電車便成為較為
不錯的交通選擇。為此，
她認為，電車在未來，應
該不會隨着地鐵的延伸而
消失，仍是一個有着實際
功用的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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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車叮叮的響聲電車叮叮的響聲，，從筲箕灣到上環的西港城橫貫整個港島區從筲箕灣到上環的西港城橫貫整個港島區。。若你急切若你急切

於準時上班於準時上班、、焦躁着快些回家焦躁着快些回家，，或許實在無心去與電車的慢駛為伍或許實在無心去與電車的慢駛為伍。。不不

過過，，就是在這樣的速度上就是在這樣的速度上，，維城一般的香港維城一般的香港，，走過了開埠以來的一百多走過了開埠以來的一百多

年年。。從慢到快的速度追求從慢到快的速度追求、、再從快到慢的歷史記憶再從快到慢的歷史記憶，，香港本土與在地的情香港本土與在地的情

懷懷，，讓電車有了不一樣的趣味讓電車有了不一樣的趣味、、不一樣的意義不一樣的意義、、不一樣的價值不一樣的價值。。

文文、、攝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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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車行駛過高士威道

■電車駛過金鐘

■舊時跑馬地的路軌

■舊郵政總局大樓位於
電車路旁

■灣仔

■為今次展覽而製作的圖集■亞歷山大行

■中環英皇大酒店

電車電車
見證的香港史見證的香港史

電車作為一種交通工具或是歷
史場景中的符號，與香港本土的
歷史息息相關。香港的電車運營

於1904年，而二十世紀初正是中國以
及整個世界風雲變幻的時代。在這一特
殊的時代洪流之下，香港的電車有時也
因為歷史的緣由，而置身於歷史的風浪
之中，成為一種時代思潮的印跡和象
徵。
史料記載，電車在香港營運之後不

久，曾有人提議將華人與歐美人士進行
座位上的區分，引發華人抗議和不滿。
1912年，在辛亥革命催生的共和主義
和民族主義思潮進一步影響至香港。由
於中國硬幣的銅元和銀元，在含銀成分
上，與英國的銀幣有差別，使得電車公
司在折算票價時顯得困難並形成損失。
故而，在當時的官方支持下，電車公司
拒收中國硬幣。而當時的香港本地華
人，多以中國硬幣購買車票，觸發矛盾
和衝突，引起了後來著名的電車罷坐事
件。該事件直到1913年春天才得以解
決。
因此，電車所走過的軌道，既是西區

到筲箕灣的街道，也是人文的回憶，同
時更是香港在地歷史的滄桑和變遷。換
言之，從某個角度來看，香港人與電車
的態度和認識，很大程度上與當時的社
會思潮有着較大關聯。因此，若以電車
為視角或是切入點，研究過去百多年歲
月中香港的社會演化，亦是一條可以發
掘和傳承在地歷史和人文價值的重要途
徑。

電車電車
路邊是什麼路邊是什麼？？

記者手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