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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區 20 年 之：中西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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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區
保育中西區特色
活化重建靠創新
中環街市警署建築群納規劃 經濟樞紐人旺財更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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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偉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攝

■明哥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攝

在摩天大廈林立的中環，一
些小巷至今仍藏有不少經營傳

統手藝的老店，他們不受時代巨輪影響，每日
營營役役為生活打拚。從港鐵中環站D2出口一
出，畢打行旁的畢打里，一條細小窄巷有十數
間排檔，擦鞋、補鞋、雕圖章、配匙等應有盡
有，當中不少已開業逾半世紀，看盡中環的人
事變遷。

印章檔：一定淘汰 留到就最好
一家屹立畢打里逾五十年的製作印章及卡片的

排檔，第二代檔主梁偉成每天坐在細小的攤檔
內，開着風扇、閒時用手提電腦上網，等待顧客
到訪。該店早於上世紀60年代開業，梁父獲市政
局發牌開檔，90年代仍是二十出頭的梁偉成便入
行幫手，看着行業的高低起伏。
他說：「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店舖生

意最好，行業最暢旺，連食飯都行唔開。」回歸
之後，經歷過金融風暴、「沙士」襲港，企業開
源節流，落訂前紛紛格價。
他續說，1997年後製作印章價格不斷下跌，

由當年100多元一個跌至現時30元至40元一
個，同時間物價卻不斷上升。
隨着科技發達，愈來愈多連鎖大企業提供網

上製作印章服務，行業大受衝擊，加上內地生
產成本便宜，不少客戶轉到內地訂做。
梁偉成坦言，現時生意比從前淡靜得多，

「星期六可以整天白做，平時一日大約一千幾
百，搵兩餐，夠食飯啦！」
他慨嘆：「只能做足本分，但行業正在萎

縮，可能做完我這一代便不做。」可不可惜？
他苦笑說：「淘汰就一定淘汰，無辦法……留
到就最好啦！」
談到多年來的難忘經歷，梁偉成笑言，還未
接手店舖時，明星周潤發曾在店舖找父親訂做
印章，推斷是他未加入娛樂圈前，從事郵差工
作時得悉其店舖。
而2002年轟動全港的陸羽茶室槍殺案，梁偉

成稱，曾見過該名殺手在犯案前數天到場「踩
線」，「見到他及一名疑似代理人說要借FAX
機傳相，覺得他們古古怪怪所以拒絕了，過幾
日後就發生槍殺案了。」

擦鞋匠：時代唔同 人要適應
中環亦是擦鞋匠聚集的地方，在畢打里一個帳

篷下開工的明哥表示，2000年初入行時中環人
流多，但其後因數間大公司撤退，顧客愈來愈
少，現時每天僅十個八個，主要靠熟客光顧。
他指出，時代轉變，穿皮鞋的人愈來愈少，
「從前中環寫字樓上班一定要穿皮鞋，Office
Boy都要恤衫西褲皮鞋，如今求其穿對波鞋就
得」，加上現時愈來愈多仿皮鞋，擦鞋的需求
減少。至今，光顧擦鞋匠的仍以外國人為主，
「外國人睇人是由下往上望，所以鞋對他們很
重要，但中國人卻相反，尤其後生仔，西裝執
得正打晒呔，但對鞋卻刮光晒白晒頭。」
年屆70歲的明哥表示，隨着時代變遷、科技

進步，也增加與客人的隔閡，「從前會有多些
交流，不少當我是朋友，他們甚至從外國回來
都會找我見見面，但現時卻甚少互相交流，踩
對腳上嚟擦鞋分分鐘連你個樣都唔知，佢有佢
玩手機，擦完咪走囉。」
現時香港只剩8位持牌擦鞋匠，行業式微，明

哥卻不介意，「無話可唔可惜，時代唔同，人要
適應個世界，如果真係無人擦鞋都無法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鄺慧敏、聶曉輝

傳統手藝式微 做本分夠兩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實

習記者 吳子晴）香港是國際金融中

心，中西區可稱得上是香港的經濟

命脈所在，多家大型銀行、跨國金

融機構的香港總部及外國領事館設

於中環。然而，儘管眾多奪目的高

樓大廈不斷落成，中西區於香港回

歸20年來仍保留不少昔日的建築與

特色。特區政府近年更大力提倡保

育中環，活化建築，諸如已變身成

PMQ元創方的前警察已婚宿舍、已

納入規劃的中環街市及中區警署建

築群等。展望未來，中西區將仍是

香港的經濟樞紐，但同時會保留其

珍貴與獨特的文物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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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見證香港的高速發展，由小漁村開發
成轉口港，由製造業中心轉變成服務業

中心，以至今日的國際大都會和環球金融中
心。中西區區議員蕭嘉怡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指出，回歸至今，區內有多個舊區收購重建
項目，樓宇建得更高，區內人口亦因而上升。
她希望社區重建活化後，可有更多公共空間供
居民使用，而非浪費資源。

區員冀增交通配套帶動人流
區內的多個保育項目中，前警察已婚宿舍於
2014年活化成現時文化集中地元創方，以較
低租金租予本地設計師。
蕭嘉怡指出，這一方面令古建築得以保育，
亦有利於設計行業，惟項目的不足之處是有名
牌及食肆進駐，有損本身意義。
蕭嘉怡續說，區內商業區亦有多個活化項
目，如已納入市建局發展項目的中環街市，不
單會重建成集資訊與消閒於一身的地方，亦會
設置購物廊安置現時租戶。
至於正進行活化工程的前已婚督察宿舍，由
於在去年5月發生倒塌事故，估計要到明年初
才能正式啟用。她說：「即使是由馬會負責發
展的項目亦會出現意外，可見社區活化困難重
重。」
蕭嘉怡指出，雖然活化工程有利帶動人流，
但區內交通配套不足，常常塞車，「隨着景點
及人流增多，情況只會更壞。」
她表示，雖然港鐵西港島線開通後有所改
善，但中半山仍未有鐵路連接，部分居民未能
受惠。

報檔：舊唔去 邊有新嘢來
在中環皇后大道中及閣麟街交界經營報紙檔
數十年的黎先生亦指出，20年來中環變化甚
大，從前有較多無牌小販，街市也濕濕漉漉、
雜亂無章，每逢下大雨街道便會水浸，但經過
多年建設，現時環境更為整潔，街道去水情況
亦有改善，嘉咸街街市重建後亦較有規範，中
區扶手電梯興建後亦令上山更方便，認為中環
變遷是好事。
對於愈來愈多中西區建築物活化，他卻認為
並非所有舊建築均值得保育，「舊嘅唔去，邊
有新嘢來？活化保育不是不好，但不是樣樣都
值得保育。」
他認為閣麟街背靠背唐樓的石牆保育價值不
大，保育或浪費該黃金地段。

西區港鐵通老店不倒新店開
中西區內的中上環是香港最重要的商業中心
區，西環則是早期發展的華人住宅區，整個中
西區僅得兩個公共屋邨，分別是位於堅尼地城
的西環邨與觀龍樓。
中西區區議員楊學明指出，自從港鐵西港島
線於2014年底通車後，令西營盤至堅尼地城
的居民可掌握到交通時間，「以前有不少地方
是巴士去唔到，更重要的是從前由西環去銅鑼
灣要45分鐘，如今只需十多二十分鐘。」
他續說，港鐵通車亦帶旺了西區，吸引不少
名店進駐，「原本也擔心西營盤的小店經營唔
到，但如今一些老字號如關興記、余均益及公
昌和仍屹立不倒，更開了如金記餐廳等新小
店，中西區亦多了不少新美食。不過，隨着西
港島線開通，楊學明指西區不少舊樓重建，亦
令地價飆升。

中西區內存有不
少百年老字號，它

們縱使經歷了回歸以來的風風雨雨及
時代變遷，依然屹立不倒。就像位於
西營盤第三街的關興記已有90年歷
史，最初是由現任負責人關太太的家
翁擔着擔挑，在正街一帶售賣豆腐，
到現在已擁有自己的舖位。關太太從
接手至今已有逾三十年，她指即使同
業競爭大，且附近超市的售價會比他
們低，但全靠有質素的豆品，在街坊
之間建立口碑，才能經營多年。

豆品店拒賣舖只想守家業
關太太在第二街出生，中間曾短暫

搬往九龍區，仍時常返回老區探望母
親，可說是從未離開過西營盤。
她指，香港回歸以來人口不斷增

加，區內亦多了不少豪宅，關興記的
客人亦由街坊變成了外國人及外傭為
主。
她認為，區內現時最大問題是樓價

高企，租金不斷上漲，幸好她早年便
買下舖位，才不至因租金問題而結
業。幾年前區內曾有收購計劃，但她
堅拒賣舖，「我不想為錢放棄老人家
留下的老字號，只想守着家翁的家
業。」
離關興記不遠、位於第二街的天寶樓

紥作亦有逾二十年歷史，負責人夏中建
為香港「一代獅王」夏國璋的兒子。
他表示，香港回歸後開通內地網

絡，令客源不再局限於香港，且人口
增加，慶祝節日的人更多，令生意變
得更加好，「於西營盤站開通後亦帶
動區內人流，有利區內整體經濟。」

慶回歸紙紥花燈列健力士
談及回歸20年來的變化，夏中建
指，紙紥行業可體現社會變化，「現
今社會的人較以往追求簡單方便，例
如近年不少人都會選擇紙紥乳豬來拜
祭先人，香港現在每年燒毀近五十萬
隻紙紥乳豬，這是由於紙紥乳豬較傳

統乳豬更輕便又
便宜。」
雖然生意愈來

愈好，但夏中建
認為區內人情味
卻大不如前，
「從前經第一街
返舖頭遇到許多
街坊，最少要說
30次早晨！」他
指現時第一街由多幢唐樓成了現時的
高級住宅，從前的小商戶已不復見。
夏中建亦為回歸20周年製作大型花

燈，於本月25日在中環皇后像廣場展
出。他指，早於半年前已開始籌備，
更邀請一班在囚青年學習傳統花燈紥
作，製作出電車、風帆、鴨靈號等多
個代表香港的花燈，當中5.3米闊、9
米高的吊掛紥作花燈，更會列入健力
士世界紀錄。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實習記者 吳子晴

老字號屹立不倒 憑質素創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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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中環街市將活化成舊中環街市將活化成「「城市綠洲城市綠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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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中建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攝

■■關太太關太太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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