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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從前有個香港仔》作者黎志邦教
授一直心繫歷史文化保育，兄長黎志

棠則是前香港仔坊會社會服務中心主管，服
務香港仔逾三十年，本書由他擔任編輯。他
倆自小於油麻地避風塘附近長大，與漁民結
下不解緣。至於發起及贊助此書出版的周其
仲，現任香港仔坊會副理事長，和香港仔有
血脈相連的深厚感情，遂組成此書的「鐵三
角」。黎志邦教授不惜耗費十年時間探古尋
源，深入走訪香港仔漁民社區，蒐集珍貴的
漁業歷史，記錄鮮為人知的漁民「非遺」文
化。放眼未來，他全面分析漁業的挑戰，包
括過度撈捕問題，以扶助漁業和拯救海洋為
己任，提出可持續發展的方向。
「香港仔在本港歷史上佔有重要位置，
『香港』此名，正是源自香港仔，從前用作
運銷香木的石排灣轉運港，原稱『香港』，
更曾經有條『香港村』，亦即目前香港仔天
后廟對開的位置。後因1841年英軍初次來
港時在赤柱登陸，於是用了香港村的『香
港』作為全島的名字，更根據水上人的口音
『康港』將英文譯為『Hong Kong』。要了
解香港的根，就必須從香港仔出發。」黎志
邦說。
他續稱，在本港開埠初期，有三大重要蛛
絲馬跡，引證香港仔備受港英政府重視。
「回顧1840年代，香港只有四個地段被劃
為市區，其中一個是石排灣，這是第一；第
二、當時港島僅有三所警署，其中一所便坐
落香港仔，並有英軍駐守；第三、1848
年，殖民地政府首次批出教育經費給三所中
文學校，當中包括石排灣學校。」

抓緊漁業機械化商機
不過要數香港仔最獨特之處，是它一直是
本港四大漁港之一，又是香港不可取代的旅
遊熱點，見證本港的漁業春秋。香港從前是
小漁村，漁業曾是香港第一產業，高峰時漁

民高踞香港一成人口，最
輝煌時期，單是「海鮮大
王」蔡繼有，每天便有三
個集裝箱的漁獲外銷日、
韓，以至美加。漁船在上
世紀60年代從風帆推動過
渡到機械化世代，曾經歷
最興盛的黃金30年。身為
正宗「香港仔」的63歲新
書發起人周其仲，正是香
港漁業歷史的見證人，與
兄長抓緊漁業演變的脈
搏，發展商機。
「爸爸以前在陽江做『傍船』，即海上保
鏢，1949年解放後來到香港，初時在塔門
落腳，未幾移居香港仔，我是由香港仔岸上
的接生婆助產出世。」周其仲說，他有三兄
兩姐，另有兩哥一姐是同父異母，三哥最初
做魚販，向漁民收魚再向魚欄批發，四哥則
做蝦艇。60年代漁船開始機械化，日趨繁
盛，漁民出海捕撈愈航愈遠，三哥見機不可
失，開始經營「雪艇」生意，向牛奶公司購
入冰磚，鑿成小塊賣給漁民，以保持漁獲新
鮮，「當時我讀初中，暑假就幫哥哥扯大
纜，將牛奶公司的生雪吊落躉船上。」他
說。
及至上世紀70年代初，九成漁船已相繼

裝上柴油引擎，其兄乘勢轉行售賣油渣，建
造香港仔第一艘鐵殼配油船，以流動應召方
式為漁民補充燃油，周其仲中學畢業後，協
助打理生意。到80年代，香港工業愈來愈
蓬勃，漁業開始式微，漁民逐漸轉至工廠打
工，遷到岸上居住，但不擅辦理買樓手續，
於是他和兄長化危為機，介紹及協助相熟漁
船客戶買樓。時至今日，他已成為區內著名
的地產代理，創造一頁香港仔傳奇。香港仔
帶挈他風生水起，故他從不忘本，不斷回饋
香港仔社區，積極推動漁民文化，如籌辦天

后誕巡遊、神功戲等，並發起出版此書，記
載香港仔歷史，令漁民文化得以流傳。

漁民語言風俗屬「非遺」文化
與香港仔漁民建立深厚感情的黎志棠稱，

香港仔至今仍保留完整的漁民社區和傳統風
俗，蘊含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尚未隨着
漁業衰退和歲月的流逝而瓦解，但在時代的
巨輪威脅下，倘不再保育重視，水上人家的
語言、智慧、技能及文化，很快湮沒在歷史
的洪流中，被下一代遺忘。「漁民有的水上
話相當獨特，如『開新』的意思是出海，
『落大喜』即下大雨；從前在海上工作，會
唱鹹水歌紓解心情，嫁娶或白事則唱嘆歌；
並有許多風俗禁忌，如祭品不用魚、船頭不
可向西、吃魚不可翻魚，全因漁民經常與風
浪搏鬥，漁船就是身家性命財產，每一次出
海，都只求平安歸航。」
74歲的退休漁民梁北新，自小已跟隨父

親和爺爺出海捕魚，曾從事刺網捕撈、俗稱
「光燈罟」的圍網艇、蝦艇、單拖船、雙拖
船、海產出口貿易，直至約60歲才退休。
他在記者會上分享道，小時一家十多口蝸居
在風帆驅動的漁船上，「捕魚主要分拖、
網、罟、釣四大類，全部都做過。春夏以捕
撈『光燈魚』為主，即以大光燈吸引魚群，

趁魚群隨燈火游過來佈網；中秋後則以刺網
捕撈黃花魚，有些漁民好犀利，只需用耳朵
緊貼船艙底的地板，即可分辨出黃花魚群的
叫聲，一網打盡。」
梁北新的妻子也是漁民。他形容漁民的生
活，有如「玻璃家庭」，非常脆弱，因天有
不測風雲，又易誤闖別國水域而招殺身之
禍。其母結婚前，家人就因出海時遇上風暴
而罹難，他也曾險些喪命於槍下。「1976
年，當時與懷孕的太太出海到隸屬台灣的馬
祖群島捕撈，抵達時好大霧，伸手不見五
指，一落網即響起槍聲，子彈落在身旁，抬
頭一望見到山上有國民黨的駐軍，嚇到即刻
走。」

推動文化旅遊保育
縱然漁民以辛勞和性命換取生計，卻因讀

書少而屢被歧視，梁北新自70年代便帶頭
籌辦社區活動，為漁民爭取權益，如成功為
內地的「水上新娘」爭取香港身份證，1986
年鴨脷洲避風塘火燒連環船，他又曾與紅十
字會賑災。「自小在爺爺教誨的耳濡目染

下，知道漁民以前死無葬身之地，也曾目睹
漁民當街被『大頭綠衣』扑頭欺負，因此覺
得要為漁民發聲。漁民雖然文化不高，但他
們具有適者生存的智慧，抗逆力強，應受尊
重。」
然而，要保育漁民文化，必須先從拯救海
洋開始。漁船和捕撈機械的改進，令捕魚效
率大幅提升，加上本港人口膨脹，漁產需求
增加，香港是亞洲人均海鮮消耗量第二大的
地區，全球十大海產進口地，食魚量驚人。
不過，過分捕撈已嚴重影響海洋生態，黎氏
兄弟盼透過此書，喚起公眾對保育漁民文化
的意識之餘，亦要「識飲惜食」，避免進食
瀕危珊瑚魚。
「有海才有魚，有魚才有漁船，有漁船才

有漁民，因此要保育漁民文化，必須先捍衛
海洋資源，漁業才能持續發展。另一方面，
香港仔極具發展文化旅遊的潛力，政府和民
間應共同協商，加建相關設施，令新舊共
融，加強香港仔的旅遊推廣，令社會更多元
化，才得以傳承香港仔的漁業文化。」黎志
邦說。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HKDI）及香港專業
教育學院（IVE）李惠利院校，舉辦矚目學
界的年度設計展Emerging Design Talents
2018，設計展由即日起至本月23日假HK-
DI及IVE校園內舉行。設計展將展出兩校
畢業同學的作品，包括視覺藝術、電影、創
意媒體、產品設計等範疇，不少同學的創作
靈感來自日常生活或社會議題，希望通過設
計引起大眾思考。
今年的設計展以CHANCE（機會）為主
題，全球化和科技迅速發展，令生活瞬息萬
變，而設計師必須透過他們的獨特創意，尋
求「機會」以展現自己的設計理念及創作。
今年的學生作品不僅展現了他們獨特的才華
和創意，更反映了他們對文化、社會的關
注。
近年來網絡監控不時引發爭議，視覺藝術
與文化高級文憑課程畢業生楊燕婷，有感科
技的發展令人們的隱私不斷被洩露，設計了
參與式行為藝術作品《潘朵拉的陷阱》。啟
發她創作的是一套講述網絡監控的外國電視
劇，作品使用到隱藏攝錄鏡頭、打印機、碎

紙機。觀眾進入展覽時，隱藏鏡頭會拍下
觀眾入場的一瞬間，而旁邊的打印機，就
會自動打印肖像，觀眾可以取回自己的肖
像，放到一旁的碎紙機中，以為資料從此
消失，但參觀的最後一部分，是顯示藝術
家如何重組過去碎紙機碎得四分五裂的紙
條，寓意一經上載的網上資料，總有辦法
尋回。
產品設計課程畢業生Edwin，平時熱愛音

樂，亦有進行街頭演唱（busking），但因
為器材沉重，不方便搭乘公共交通，所以
畢業作品就設計了一款可移動舞台，設備
可以改裝成行李箱，方便表演者攜帶，又
能根據音樂節奏，改變燈光顏色，為busk-
ing增光添彩。而HKDI超媒體課程畢業生
李彥強稱，自己和身邊朋友都想領養寵物，
但由於住屋空間有限、讀書時間緊張等原
因，未能如願，但自己就一直關注香港的寵
物棄養問題，他和隊友利用時下熱門的VR
技術，設計互動式遊戲，希望能引起大眾對
寵物棄養問題的關注度。他畢業後亦將進入
VR公司工作，希望能用VR技術講好故

事。

年輕一代關注本土文化
IVE基礎文憑同學的作品，不少都與本土

文化有關，例如融入本地時事趣聞的「花生
友」版大富翁遊戲牌，講述「三隻小豬」在
港買樓的改編漫畫。
更有同學以廣東歌詞為題作畫，IVE基礎

文憑畢業生黃同學，畫作取材自歌詞「我變

做了鋼鐵，屹立茫茫戰地」，以港人經常
OT（加班）猶如鐵人一般，忍受着過長的
工時，面對不同的工作壓力，但仍需堅持下
去，凸顯港人面對的壓力及承受力。

學生作品走出校園
除了在校園內舉辦展覽，今年不少同學的
作品，得以走出校園，向更多人展示自己的
創意和設計理念。HKDI珠寶設計課程的畢

業生們，將在15日於尖沙咀「1881」商
場，向業界人士展示他們的珠寶首飾設

計，作品以「星夜」為主題，將由專業模特
兒演繹。此外，建築學系的畢業生，將於本
月22至24日在灣仔動漫基地，舉行建築設
計畢業展覽，向大眾展示他們的創意和熱
誠。展覽以「FORM/SHIFT」為主題，
FORM意為形式和形態，而SHIFT則代表
轉變，帶來新的面貌。

文、攝：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梁敏義、劉悅

學界年度設計展 靈感來自生活 冀引大眾反思

■■黃同學作品取材自廣東歌黃同學作品取材自廣東歌
歌詞歌詞，，凸顯港人面對的壓力凸顯港人面對的壓力
及承受力及承受力。。

■■楊燕婷的參與楊燕婷的參與
式行為藝術作品式行為藝術作品
《《潘朵拉的陷潘朵拉的陷
阱阱》》希望引起大希望引起大
眾對網絡監控問眾對網絡監控問
題的反思題的反思。。

■■李彥強和隊友以李彥強和隊友以VRVR技術技術，，設計互動設計互動
式遊戲式遊戲，，希望能引起大眾對寵物棄養問希望能引起大眾對寵物棄養問
題的關注度題的關注度。。

■■EdwinEdwin示範使用他所設計示範使用他所設計
的便攜式舞台的便攜式舞台。。

「香港仔」，是港島南區的地名，也象徵土生土長的香港

人，但背後蘊藏更深層的歷史意義：「香港」此名，正是由

「香港仔」而來。香港仔，作為本土四大漁港之一，盛載着漁

業的光輝歲月。漁業曾經是香港第一產業，高峰時漁民高踞本

地人口一成，香港海鮮更曾行銷全球。由香港大學建築保育學

部客席助理教授黎志邦耗費逾十年時間撰寫的《從前有個香港

仔》一書日前由「香港人出版」出版，以歷史、經濟及文化角

度追溯香港仔在本港的重要角色，為全港首本全面深度記錄香

港仔漁港興衰史及漁民文化的著作。 文字整理：張岳悅

香港仔以海鮮聞名，但市民很少機會
了解到這個漁港的故事。《從前有個香港
仔》帶讀者漫遊香港仔漁民社區，欣賞其
生活文化和傳統特色；更有不少鮮為都市
人所知的趣事逸聞，如水上人家的獨特語
言、信仰、賀誕及其他風俗等，圖文並
茂，充滿香港本土特色。書中也有關於本
港捕魚業的進化，分析了香港仔面對的困
難和挑戰，使讀者對香港仔有更深入的了
解。香港仔經歷過百多個春夏秋冬，仍然
保有其獨特的生活風味、文化氣息。要細
看香港漁業的興衰和認識漁民文化的古往

今來，一定要從香港仔出發。
《從前有個香港仔》定價HK$188元，

即日起於各大書店有售，並於7月中開始
在「香港仔」南記粉麵全線20間分店寄
賣，並隨書將附送招牌河一碗。
此外，香港人出版亦將於7月3日至7

月31日期間，在誠品生活尖沙咀店舉行
《從前有個香港仔》展覽，並於7月15
日下午5時至6時舉行新書分享會，由作
者黎志邦聯同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建築保育
學部主任李浩然博士主講，歡迎公眾人士
參加。

《《從前有個香港仔
從前有個香港仔》》

追溯漁港興衰文化史
追溯漁港興衰文化史
十年探古尋源十年探古尋源

香港孕育香港孕育
獨一無二的香港仔獨一無二的香港仔

■■《《從前有個香港仔從前有個香港仔》》為香港首本最全面為香港首本最全面
及深度記錄香港仔漁港興衰史的著作及深度記錄香港仔漁港興衰史的著作。。

■■（（左起左起））退休漁民梁北新退休漁民梁北新、、編者黎志棠編者黎志棠、、作者黎志邦及新作者黎志邦及新
書發起人周其仲在發佈會上分享書發起人周其仲在發佈會上分享。。

■■漁家女漁家女
（（相片來源︰香港仔坊會檔案相片來源︰香港仔坊會檔案））

■■水艇水艇：：香港仔福記香港仔福記 ((20152015年年)) ■■曬製鹹魚曬製鹹魚 ((20172017年年))

■■9090年代初的香港仔西避風塘年代初的香港仔西避風塘
（（19921992年年，，相片來源︰相片來源︰

梁鎮華梁鎮華））

■■香港仔避風塘︰田灣對出香港仔避風塘︰田灣對出。。
（（19761976年年，，相片來源︰香港仔坊會檔案相片來源︰香港仔坊會檔案））

■■送人艇送人艇
（（香港仔避風塘香港仔避風塘，，20062006年年））

■■19761976年年，，珍寶海鮮舫剛由香港仔珍寶海鮮舫剛由香港仔
船塢對出拖往新停泊點船塢對出拖往新停泊點。。

（（相片來源︰梁鎮華相片來源︰梁鎮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