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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田雯江蘇報道）修禊，源於周代的一種漢族傳統民
俗，即農曆三月上旬「巳日」這一天，人們相約到水邊沐浴、洗濯，藉以
除災袪邪，後來演變成中國古代詩人雅聚的經典範式。歷史上最為有名的
修禊，當數蘭亭修禊和紅橋修禊。記者日前獲悉，發源於江蘇揚州瘦西湖
畔的「紅橋修禊」擬申報世界文化遺產。
自東晉「蘭亭修禊」後，修禊之風日盛，但真正波及全國範圍、影響了

幾代人的修禊活動是在清康乾年間，揚州瘦西湖畔發生的三次「紅橋修
禊」，主持者皆為當時的名士，參與者多達近萬人，規模、影響達到極
致。
史料記載，「紅橋」位於瘦西湖南端，始建於明末崇禎年間，原為紅色
欄杆的木橋，後在乾隆元年改建為拱形石橋，取名虹橋。開「紅橋修禊」
先河的是清代著名詩人王士禛。康熙元年（1662）春，他與揚州諸名士集
於紅橋，眾人「擊缽賦詩，遊宴不息」，此次修禊，王士禛作《浣溪沙》
三首，其中廣為流傳的名句有：「北郭清溪一帶流，紅橋風物眼中秋，綠
楊城郭是揚州」。眾人皆和韻作詩，一時傳為佳話。「紅橋修禊」也成為

清代瘦西湖二十四景之一。此後，孔尚任、盧見曾亦分別發起過兩次「紅
橋修禊」，編輯出的詩集達百餘卷，成為中國詩歌史上的盛事。
據瘦西湖景區辦公室主任陳煒介紹，啟動「紅橋修禊」的申遺工作，是

希望復興詩人雅聚傳統，從多個層面挖掘和展現紅橋修禊的文化內涵，促
進國際間的詩歌文化交流，彰顯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陳煒表示，今年，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全球範圍內組織紀念湯顯祖、莎士比亞、塞萬提斯
「三大世界文化名人」逝世400周年活動，為向「三大世界文化名人」致
敬，瘦西湖將重現「紅橋修禊」盛景，舉辦「2016國際詩人瘦西湖虹橋修
禊」，邀請西班牙語系詩人Myriam Moscona、Hugo Mujica，台灣著名詩
人陳黎，內地詩人吉狄馬加、王自亮等十餘名嘉賓，開展國際詩歌研討和
煙雨詩會對譯等活動。活動時間為10月25日至10月30日。
「其實，現代文人也喜歡在風景絕佳的地方開筆會、詩會，行文賦詩。

在現代社會復活千年盛事『虹橋修禊』，就是為大家搭建交流的平台，也
是打造一張傳遞給世界的中國文化名片。同時從景區來說，為旅遊注入文
化內涵，兼顧詩歌專業性和旅遊互動性，拓展詩歌文化旅遊。」陳煒說。

「紅橋修禊」申遺 復興詩人雅集

花園街全長1,200米，從北往南走需跨過13條橫
街，包括界限街、運動場道、太子道西、水渠道、
弼街、旺角道、快富街、亞皆老街、奶路臣街、山
東街、豉油街、煙廠街及登打士街。若以生態功能
做劃分，則可以分為本地美食區（登打士街至山東
街）、波鞋街（山東街至亞皆老街）、交通匯集區
（亞皆老街至旺角道）、排檔區（旺角道至太子道
西）以及以盆栽鮮花售賣為主的賣花區（太子道西
至界限街），而排擋區則是郭斯恆的主要研究對
象。據統計，該區聚集了372間排檔和商舖，主要
以販售年輕女性服裝為主，做流行飾物、美容物
品、手機殼生意的排檔也不在少數。此外，還有部
分銷售家居雜貨、背囊、文具、玩具的小販。值得
留意的是，生果舖一般出現在街尾，現時亦尚存幾
間蔬菜活禽舖。

對中學時代的郭斯恆而言，花園街恐怕不算是個理
想的棲身之所。住在街道一側舊樓內的他，每天

上學都在一排排深綠色排檔下匆匆走過。此時的少年郭
斯恆總會情不自禁地把這兒不盡如人意的衛生條件與
「落伍」和「基層」二詞聯繫在一起，更何況在酷暑之
下，他還要在午間替母親看檔。身為小販的郭媽媽，為
能擠出片刻午休時間回家吃頓飯，順帶整理一下貨物，
常要求兒子「出馬」——招呼顧客。「夏天坐在檔與檔
之間的行人通道旁，就算開着電風扇，不消一會便汗流
浹背，還要硬着頭皮與客人討價還價。所以即便只工作
大概一小時，卻仍是件漫長的苦差。」雖說絕對談不上
喜歡「睇檔」，但回想起自己與花園街相處的上世紀八
十年代，郭斯恆又表示，好多珍貴有趣的回憶均發生在
此：「花園街在我心裡不是單純提供買賣的活動空間，
它既是我的遊樂場，也是我的動物園，我的單車徑和一
百米賽道。」

用設計之眼看街道
懷着對花園街深刻且錯綜複雜的情感，郭斯恆2012
年於香港中文大學進修時，因需策劃香港城市發展哲學
碩士研究論文，所以自然而然就把鏡頭對準了曾共同成
長的花園街。「要全面了解一條街，最好的方法當然是
走上街去親身感受，與當地的人和事打交道。」郭斯恆
認為，融入到群眾中去，在大家都不受干擾的狀態下，
可以最大程度接近真實地了解「街道人」的社會脈絡，
所以他不僅用眼睛看，還有用各種感官收集身邊資訊，
如用手指點算每類排檔的數量；用耳朵傾聽精彩又心酸
的小販故事；用紙筆記錄不同排檔的「設計圖稿」；用
相機近距離捕捉街坊們的生活百態。
今年，郭斯恆的論文經改寫後，以紙質書的形式正式
出版。在這本集手繪、攝影、文字於一身的《我是街道
觀察員——花園街的文化地景》中，除一篇篇關於小
販、遊人、旅客的人物特寫外，讀者還會看到不少經郭
斯恆設計師之眼掃描分析後的獨特見解。「我覺得燒焊
師傅設計的『手推車』簡直可以拿設計大獎，每一個細
節位都經過細心推敲。」郭斯恆所提到的手推車在花園
街特別常見，其原身確實是手推車沒錯，卻被聰明地改

裝成了可移動的兩層貨品展示架。
郭斯恆說：「手推車完全是小販的好朋友，也是制勝
武器。大火之後，相當多小販開始租用花園街兩側的舊
住宅以存放貨物。所以他們每天早晚需借助手推車運送
商品。做生意的時段，『手推車』又是展示台。如果不
堆放物件，小販還可以用它來休息、看報或吃飯。」考
慮到成本問題與排檔有限的空間，通常小販會先在五金
舖選購便宜小巧的手推車，隨後在原來的把手處做個延
伸。加長後的新扶手是上寬下窄平台上層的基本支撐。
再去請焊接師傅焊好插管接口，形成四邊形空間骨架，
擺上木板，就可以裝載貨物了。他還指出，方便摺疊是
設計「手推車」的最主要原則，因為每個排檔都有且只
有三乘四尺的狹小空間。

排檔內的身體芭蕾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起，因為政府擔心小販過多會影響

街道上的衛生和秩序，所以要求檔主在已劃好的框格內
進行擺賣，而格子的大小就正好是三尺乘四尺。為了因
地制宜，利用好僅有的一點地方，小販們紛紛各顯神
通，根據自家排檔所出售的貨品特點，對排檔內外的佈
置進行了「嚴密」的規劃。郭斯恆認為，各類為拓展空
間而產生「外形」變化的排檔，就像海邊的怪石，在海
浪的拍擊之下，慢慢便形成了不同的面貌。研究過程
中，他經過梳理歸納出了六大排檔類型，分別是馬蹄
式、開放式、密集式、半密集式、分散式和分割式。
郭斯恆以賣手機配飾和賣生果的排檔為例，進一步解
說道：「這兩種排檔的造型截然不同，是因為前者要善
用網架在舖面兩側『搭建』外牆製造延伸空間，從而展
示更多手機外殼，這就是開放式排檔，通常以銷售女性
飾品、手機殼等小型物品為主。你會發現，狹小的空間
裡只要有兩三個人就顯得非常熱鬧，給人造成大減價的
錯覺，實際上這種空間策略令瀏覽商品的人也成為了被
展示的對象。而懸掛貨物的網架也方便拆卸，不會給檔
主造成額外負擔。但水果檔則屬於馬蹄式排檔，往往以
孖檔居多， 檔主可以圍着排檔，搭起一個『U型』的
鐵架以展示新鮮水果，從三個面向來吸引路人注意
力。」

「不過開放式、馬蹄式都不及密集式過癮。」在郭斯
恆看來，密集式排檔所採取的陳列商品戰略是六類排檔
中最有趣且最瘋狂的一種。他表示，密集式的檔主可謂
是用盡了排檔內的每一寸空間，「他們將整個排檔內外
堆滿、掛滿、鋪滿兒童玩具、書包、彩筆或日常用品。
有的小販坐在裡面根本無法動彈，路人從外圍走過很可
能完全看不到裡面有人；更有甚者，他們乾脆犧牲自己
的休息空間，站在街道上看管貨物及收款，所以如果你
見到個一直在密集式排檔周圍巡視的人，他很可能就是
你要找的檔主。」

街頭智慧精叻配件
小販每天除了要為自己的小天地「佈展」，還會積極
開發各式配件來優化商品賣相，加強排檔競爭力。在某
次訪談進行當中，談興正濃的手袋檔檔主突然要求暫停
採訪。因為眼尖的小販發現對面生果檔正在扔廢棄紙
盒。郭斯恆回憶道：「他立刻欣喜若狂地衝出去把紙盒
撿回來，取出裡面的填充物，塞進手袋裡，凸顯手袋的
設計輪廓。」與手袋小販一樣，細心的生果檔檔主也不
曾放過提升水果「顏值」的機會，為紅色燈罩再加一層
較長的薄紗，可以令突出燈罩下延的大瓦數燈泡不那麼
刺眼，集中光線之餘，增加柔光效果。「夜晚看上去很
漂亮，實在是美觀又實用。」一次次的街道觀察令郭斯
恆不禁感歎：「小販實在是天生的設計師和空間機會主
義者。」
而戶外經營難免會受到天氣變化的影響，當日曬雨淋

來襲，小販便會派「石躉」出場。至於原因，郭斯恆解
釋說：「任何一條有小販的街道，都會隨處見到『石
躉』的身影，它們有圓有方，是小販用舊水桶倒入水
泥，加入硬膠管凝固而成的太陽傘底座。不過有時小販
也會將幾個『石躉』鎖在一起，放在閒置已久的排檔空
位上，防止無牌小販來『爭飯食』。」總的來說，郭斯
恆經觀察後總結道：「一件好的配件想要達到『精叻』
的標準，就要符合成本低，可回收，輕巧，便於拆除與
收藏，承托力及韌性好，可伸可縮等指標。而這些藏於
民間『小眉小眼』的細節，正是設計師應當借鑒的民間
智慧。」

街道觀察員

你知道一千二百米長的花園街上到底聚集了多少商舖嗎？小販們又各自經營着什麼樣的

生意呢？其實這條人來人往的街道內隱藏着許多我們每天目之所及卻不明所以的物件與現

象。例如，為何不是所有生果檔的紅燈罩外都包有薄紗？路旁又怎會不時出現一排鎖着的

石躉？那些內部被塞滿商品的排檔，檔主究竟藏身何處？為破解心中的街道版「十萬個為

什麼」，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助理教授郭斯恆早前主動化身街道觀察員，以民族誌的方

法來記錄並研究花園街最自然的狀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僖圖：受訪者提供

拆解拆解
「「十萬個為什麼
十萬個為什麼」」

花園街知多D

■馬蹄式生果檔。

■■開放式排檔空間開放式排檔空間。。■■手推車的改裝過程手推車的改裝過程。。

■手推車設計解剖圖。

■■郭斯恆與其新郭斯恆與其新
作作《《我是街道觀我是街道觀
察員察員——花園街的花園街的
文化地景文化地景》。》。

■馬蹄形水果檔。

■「紅橋」原為紅色欄杆的木橋，後在乾隆
元年改建為拱形石橋，取名虹橋。 網上圖片

■■花園街俯視圖花園街俯視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