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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柴婧）「魯」即山東省簡稱，「魯警」顧名思

義是山東警察，然而有一批「魯警」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已被招募到香港，在

當時五大警隊編隊「ABCDE」中佔有一席之地。高高大大、喜歡吃麵食、說北方

話的「山東差」，在警隊中以剛直不阿、敢打頭陣的性格特點，成為當時「衝鋒

隊」主力，在街頭巷尾忠誠地守護着老一代香港人。然而近百年過去，老一代

「魯警」的後人仍以「魯警」的身份，默默守護着香港，包括退休警司叢培勝。

叢培勝是第三代「魯警」，爺爺
最早由山東威海衛來港做警

員，一家人居於舊灣仔已婚警察宿
舍。叢培勝小時候喜歡伏在自家陽
台看警員們操練，喜歡與小夥伴玩
「扮警察」的遊戲。
1977年，叢培勝中學畢業，雖成績
完全夠入讀大學，但仍追隨兒時夢
想，終成功投身警隊。
「當時每天返工，心情都好興
奮。」叢培勝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回憶最初當警員時的情景仍顯得
激動，「我是巡警，被安排駐守旺

角，每天跳上
巡邏車開工，
都有不同的事

發生，既新鮮又刺激。」

「從警37年 最近死亡一刻」
刺激亦危險，二十出頭的叢培勝很

快迎來首場歷練。有天在大角咀舊唐
樓樓梯底，「蹲點」多時的他親眼目
睹毒販企圖將數十包白粉藏在角落，
遂即時出手，「腦中只有兩個念頭，
有白粉及拉到人。」叢培勝一隻手抓
着白粉，防止被傾倒毀滅證據，另一
隻手以手銬銬毒販。
兩隻手都在角力，卻忽視保護自

己，叢培勝被下手狠毒的毒販不停以
重拳襲擊，「被他打了好久，腦中忽
然閃出『我會死』的念頭，那一刻好
驚，是我當警察37年間，最接近死亡
的一刻。」危急時刻叢培勝拔槍，卻
又不想毒販因此送命，猶豫間毒販伸
手搶槍，叢培勝藉機用槍托大力襲擊

毒販下巴，終成功制服毒販。

同事遭圍攻 巧用警棍救人
後來管理非法難民，因環境特殊警

員不能佩戴槍支，僅能攜帶短警棍。
在一次分頭追捕逃脫難民的行動中，
叢培勝在一處角落發現同事被數十名
難民用竹枝圍毆，滿身是血，衣服已
被扯爛。他毫不猶豫地衝上去救人，
卻令自己亦身處險境，二人要以寡敵
眾，「轉折點是我用警棍打斷其中一
名難民用作武器的傘柄後，他轉身便
跑，其他難民才跟着他一起跑掉。」
從老一輩「魯警」身上繼承了敢

衝、敢搏、剛直勇敢的傳統，叢培
勝在警隊中表現出色，6年後獲擢
升為警長，2年後再晉升督察，1999
年獲擢升總督察，其後再升至警
司，2014年退休。
37年的警隊生活，叢培勝從一名

青葱警員逐步升為警司，並用行動
證明身為第三代「魯警」的實力。

出生在「魯
警」家庭，感
受最多的是北

方「粗獷中蘊含着溫情」的家庭
教育。現年60歲的梁紹莊亦是
「魯警」後代，父親從山東威海
衛招募來港，成為D字頭警員。
梁紹莊對父親的印象是沉默、堅
毅，不怎麼說話但內心卻常想着
家人。退休警司叢培勝亦回憶小
時候家教嚴明，「不准吸煙、不
准飲酒，是非分明」，但嚴厲中
蘊含溫情，「當時家裡窮，但爺
爺每天收工後都會給我買一個
橙。」
老一代「魯警」來到香港，

同時將原汁原味的山東方言帶
來香港，山東人稱女兒為「閨

女」、稱兄弟為「老兄」，其
山東話發音在香港人聽來好像
「鬼女」及「腦鬆」，經常被
人模仿。從小吃慣山東餸菜的
叢培勝小時候亦經常跟同學
說，放學回家吃「餑餑」（讀
作bobo），但香港同學根本不
明白是什麼，其實就是饅頭。
山東人個性硬淨、不服輸，

亦出了許多出類拔萃的警察。
梁紹莊最佩服的一名「魯警」
是同樣來自山東威海衛的退休
高級警司高峻。高峻是第一代
擢升督察的員佐級人員，是當
時最出色的一名華人警員，亦
曾被邀請出任總警司，但他卻
沒有接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華

從口味最易追溯一
個人的根。叢培勝和
梁紹莊是土生土長的

香港人，卻都保留了「舌尖上的山東
味」。叢培勝自己做打滷麵、喝麵
湯、吃餑餑，更因長輩常掛嘴邊的
「對蝦」而對家鄉多了一絲味蕾的牽
掛；梁紹莊則始終對小時候吃到的山
東冰糖葫蘆、核桃酥與棗泥月餅念念
不忘。「魯警」後代們常聚在威海老
闆經營的「美利堅京菜館」吃家鄉
菜，敘老鄉情。

買豆磨麵 堅持「魯味」
叢培勝說，爺爺特別堅持山東口

味，「小時候我在香港買不到豆麵，
家裡就要買黃豆拿到磨麵廠磨麵，再
拿回家做手擀麵，且爺爺每一餐都要
和在山東一樣，吃生蒜頭、大葱與煮

花生。」自小與爺爺同住的叢培勝，
自然也是山東口味，直到現在仍經常
做打滷麵及炸醬麵，邀兄弟們來家聚
餐，更是一定吃山東菜，包餃子、煮
麵條，他樣樣拿手。

「對蝦」增思鄉情
叢培勝雖從未回過家鄉，卻十分掛
心家人口中幾味山東菜，「對蝦、涼
拌海蜇，回去的家人都說特別好
吃。」他說：「我一定會回去看看
的。」
梁紹莊指出，小時候因有人做山東
土特產生意，令他有機會吃到山東的
冰糖葫蘆、核桃酥及棗泥月餅，覺得
特別喜歡。一眾魯警後代亦總聚到梁
紹莊口中「山東人的太廟」的「美利
堅京菜館」敘舊情，一起品嚐記憶中
的家鄉味。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一間宿舍竟出了兩名

香港特首。「梁振英當
年住荷李活道已婚警察

宿舍 B 座 603 室，我住在樓下的 414
室。」梁紹莊憶述道，「曾蔭權就住在
對面A座414室。」荷李活道鴨巴甸街35
號是香港第一所為華籍員佐級警員而設
的已婚員警宿舍地址，於1951年由中央
書院改建。兩棟不到十層的建築，提供
140個一房與28個兩房單位。出生後便居
於該處的梁紹莊面露幾分驕傲地說：
「人人都說這裡風水好，中央書院有孫
中山，已婚宿舍有兩位特首。」

逢年過節「吃百家餃子」
梁紹莊曾粗略統計，當年已婚宿舍

70%都是「魯警」家庭，故那裡的氛圍也
十分山東，「大家都是打開門過日子，
小朋友跑來跑去，一起踢球。」當年許

多家庭生活得比較艱苦，梁紹
莊家還曾到雜貨舖賒數，但逢
年過節，家家戶戶依然會包很
多餃子，誰也不吝嗇，小朋友
便到一眾鄰居處聊聊天，「吃
百家餃子。」
1967年TVB成立，「那時有
電視的家庭不多，我們就去不
同人的家看電視。」說到此，
梁紹莊憶起香港演員劉丹當年
也住在已婚宿舍，「他在B樓
311。」
同樣是出生後便居於已婚宿

舍的叢培勝也對那裡的印象和
梁紹莊不謀而合，「大家關係很親
密。」
叢培勝憶述，除了已婚宿舍，當年

「魯警」通常還會被安排住在謝斐道188
號及駱克道219號至227號灣仔前已婚警

務人員宿舍、灣仔軍器廠街1號警察總部
內的已婚警員宿舍，及九龍尖沙咀廣東
道188號的廣東道警察宿舍。除了語言、
性格等多重原因外，集體宿舍生活，亦
促使從山東遠道而來的警察們，幾代人
都關係親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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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
戰期間，許多外
籍 警 官 離 港 參

軍，其後又因1922年發生香港海員大
罷工事件等因素，港英政府於當時被
英國強行租借的威海衛招募人手，以
加強警力穩定香港社會。這些從威海
衛遠道而來的警察被稱為香港「魯
警」，俗稱「山東差」。
1922年9月港英政府招募得首批約
50名威海衛警員於1923年2月抵港。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魯籍招募停
止。不過至今仍有不少魯籍在港所生
的後代，繼續加入警隊。

招募魯籍人員的要求比招募本地
人更為嚴格，應聘者身高最少達5呎
7 吋（170 公分），體格要尤其健
碩。據說，手粗的應徵者更易獲聘
用，因為考官傾向挑選吃過苦頭的
人。
第一代「魯警」基本被編於衝鋒隊
或交通隊。按當時警隊編制，A組是歐
洲及葡國警員，B組是俗稱「大頭綠
衣」的印度警員，C組是本地警員，E
組是反海盜的白俄羅斯警員，山東
「魯警」則屬於D組。直至1950年代
末，警隊才把地區編隊隊名取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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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鋒車沒有車門衝鋒車沒有車門，，方便魯警第一時間衝鋒獻力方便魯警第一時間衝鋒獻力。。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性格堅毅沉默 教子嚴厲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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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培勝（左）參與警務處高級指
揮課程並結業。 受訪者供圖

■叢培勝出席新界北衝鋒隊周年操
練。 受訪者供圖

總念山東味 常敘老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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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校魯籍第三屆畢業典禮香港警校魯籍第三屆畢業典禮」」合影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叢培勝叢培勝

■■梁紹莊展示父親保留的珍貴相片梁紹莊展示父親保留的珍貴相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魯警」二代梁紹莊經營外貿服裝公司，生意跨
越山東、香港兩地，與兩地政府及當地商家均十分
熟悉。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梁紹莊的弟弟（中）17歲已
加入少年警訊，後來成為第二
代「魯警」。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翻拍舊相

■梁紹莊最佩服的「魯警」是
退休高級警司高峻（右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梁紹莊（右）與前任特首梁振英（左）於同一個警
察宿舍出生、長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翻拍舊照

■梁紹莊父親保留舊時警隊相。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