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風扇老醫生 妙手救回憶
難忘「醫好」客人父親遺留古玩 「見佢開心我都好滿足」

「無修理唔

到嘅風扇！」

在深水埗後巷內，有一家隱世的

「風扇醫院」，專醫風扇的奇難

雜症。人稱波叔，擔任「院長」

一職的馮煜波，其檔口早年因被

屋宇署指屬僭建而勒令清拆，當

時依靠檔口養活一家的他，頓感

徬徨，但這位爸爸沒有怨天尤

人，被迫遷至後巷後，無懼風吹

雨打做生意。三十多年來他仍堅

持靠一雙巧手，一門絕學，以及

一顆重環保的心，為市民服務，

更為大家追回段段美好的回憶。

■圖 / 文：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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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魚兒一樣游
台務部 賴飛福

從小生長在海峽西岸洛陽江畔，離海邊
不過數里地，游水成了兒時的一大樂趣，
夏日裡常與三五玩伴游水嬉鬧，樂此不
疲。嗆水的次數多了，好像就真的學會游
泳了，「自由式」「狗刨式」，怎麼開心
怎麼游。有時玩伴們怕濕了褲子讓大人知
道了挨罵，便光腚游水，很快被曬得黝
黑，免不了遭來一頓訓斥，但流眼淚依
然惦記游水，盼可以像魚兒一樣自由
自在地游。

來到香港工作後，重拾游水的樂趣源於
暑假兒子來探親，為了教他游泳，開始認
真研習蛙泳、自由泳等動作要領，不僅改
進了泳技，更深切體會到動作越標準游得
越自然越輕鬆，可謂事半功倍，足見方法
正確與否、行為規範與否效果大不同。

記得那年暑假，父子倆第一次到赤柱泳
灘游水，天格外藍，海格外青，海水在陽

光照射下波光粼粼、清澈見底，沙灘上微
風徐徐，各種膚色的泳客或散坐或躺臥或
游水，深水區的浮台上，還有不遠處的遊
艇上不時有人躍入水中，傳來一陣陣愜意
的笑聲。

如果能像魚兒一樣游，在海裡能觀賞到
多少美景啊！我去海裡游泳，常在運動之
餘留意海底的世界，潛入淺海海底，游到
深水區浮台，沿防鯊網內側游行於海水
中大塊礁石之間，在礁石上、在海床中追
逐海蟹、石斑魚和不知名的魚群，近距離
地觀察海參、海膽、海貝，享受潛水的樂
趣，游水亦變得更從容、更有趣。隨泳
技不斷改進和潛水經驗積累，通常會在體
力允許下游到盡興而歸，愈發感覺到與海
水親切交流的暢快，體會到融入水中與浮
於水面是不一樣的。

香港有260多個島嶼，海岸線很長，但通
常人們習慣於到泳灘裡去游泳，而不會在就
近的海邊游泳。道理很簡單，泳灘設有防鯊
網，配備訓練有素的救生員和救生設施，可

以為泳者提供必要的安全防範措施。即便不
是鯊魚，倘若有毒水母或者其他有害生物侵
入泳灘，也是潛在的安全隱患，可見防鯊網
的重要性。社會安全亦是同理，如若沒有足
夠的防護措施，危害社會安全穩定的情況恐
將不時出現。推而言之，不難理解加強社會
安全建設的必要性。

即便是有了防鯊網，若是沒有救生員盡
心盡職當值，恐怕有些泳客未必能放心地
在泳灘裡游泳。還記得我第一次游到深水
區浮台時，是沿救生筏的方向游向浮台
的，就是想讓自己處於救生員的視線之
內，增加安全感。當時，救生員站立在救
生筏上，皮膚曬得黑黑的，雖然戴墨
鏡，卻能讓你感覺到滿滿的友善，於深水
區裡也敢放心前行。我想正是有了他們和
眾多社會安全工作者的守護，還有他們引
以為榮的敬業精神，才讓香港市民有了更
多的安全感。

幾乎每一次去赤柱海泳都是愉快的經
歷，因為從住處附近就可以搭乘巴士、小

巴往返赤柱村，交通十分便利，乘客排隊
上下車，井然有序，司機服務態度很好，
遵守交通秩序，經常看到大巴或小巴車行
至大潭水庫壩頂狹窄路段時，司機會自覺
在壩頂道路兩頭靠邊停車，禮讓對面先到
的大車先行通過壩頂，這些無不讓你切身
感受到香港市民素質和社會文明。沿途經
過的地名，各種膚色泳客善意的微笑，總
能讓你聯想到香港的多元文化和友好包
容。

印象中不太愉快的經歷也有，也許是因
為天空陰暗，風浪較大的原因，也許是受
風向和洋流影響的緣故，有幾次感覺海水
受污染較嚴重，或者是浮游生物較多，海
水可見度明顯變差。這時，當你游到同一
片海域時，不僅看不到昔日數百條宛如小
臂粗大的海參靜靜地躺在海底那種透亮、
壯美的景象，你還會覺得眼中的天空一片
混沌，海水深不可測，不由得讓人感到不
安和緊張。此時此刻，或許更能理解海晏
河清、朗朗乾坤的可貴。

作為在港工作人員，我們對香港的過去、
現在和未來自然會更深入地了解、更多地關
注。我想，過去香港背靠內地，在2,700多
平方公里的「泳灘」裡，像魚兒一樣游，成
就了舉世矚目的東方之珠。在新時代的新起
點上，香港只要堅持「一國兩制」實踐行穩
致遠，在大灣區5萬多平方公里的大「泳
灘」中，像魚兒一樣游，必將成為世界一流
灣區中最耀眼的那顆璀璨明珠。

■每一次去赤柱海泳都是愉快的經歷。
香港文匯報資料圖片

由廿多歲青年到八旬老翁，波叔一直靠維修手
藝養活一家。他憶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生意興
隆，可整個冬天休業，當時他以37,000元頂手深
水埗欽州街一舊樓的樓梯底店舖，設立「風扇醫
院」，售賣兼維修風扇，惜好景不常，冷氣機普
及後生意逐漸萎縮。
不過，最令他措手不及的，是其樓梯底店舖於

2009年被屋宇署指屬僭建物，下令清拆，嚴重影響生
計，他擔心無法照顧家人生活。經過連串訴訟，「風
扇醫院」最終於2012年4月被迫遷進後巷繼續經營。
後巷環境惡劣，人流少，令生意大跌。當時食環署
人員又指接獲街坊投訴，要清走檔口工具及擺放於後
巷入口的手寫招牌。
縱使一生面對不同挑戰，但波叔抹過眼淚後，仍然

無懼向前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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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遷後巷 繼續奮鬥

「我做呢行已經三十幾年，每日都風
雨不改開檔，除非太大風大

雨！」年近八十的波叔中氣十足道。這
些年，「醫院」年中無休，每天由中午
12時營業至晚上7時。最初從事裝修的波
叔，因一次意外傷及右手，命運驅使他
轉行從事售賣及維修風扇，一門手藝更
是無師自通。
「呢行最輝煌年代，係難民營嗰時，日
賣幾十把風扇，加上當時工廠多，啲訂單
多到呢！但工廠北移後，生意就一落千
丈。」現時「波叔」以維修風扇為主，除
了街客，亦不時替政府部門維修風扇。

口碑傳千里 客人四方來
「醫院」的客人來自四方八面，並無
地區之分。記者訪問當日，時晴時雨，
但有青衣客人僅靠口耳相傳認識「波
叔」，便不惜千里迢迢捧住大把風扇讓
他維修。
回想入行以來最難忘的回憶，他淡淡
然表示，曾有一名客人為了維修老爺送
給她的風扇結婚禮物，走遍灣仔數十間

修理店舖，惜通通被拒絕，直至遇上
他。
又有一次，一位年輕人拿了爸爸留給

他的古玩風扇來到「醫院」治療，當風
扇成功修理後，年輕人那種燦爛笑容，
令他最為難忘。他拯救的，是一段段美
好回憶。
在速食年代，東西壞了就丟，失卻人

情味，更對環境造成傷害。「我覺得啲
嘢壞咗應該修理，唔係即刻買新，如果
整到，就會少件廢物。」波叔是一個老
派人，除非真的「病入膏肓」，才會丟
棄舊物，這份精神似乎是現今一代欠
缺。

夫妻拍住上 子女拒接班
不過，要數多年來與波叔胼手胝足

的，當然是身兼得力助手的馮太。
雖然她口裡常說檔口不賺錢，但從其關

切的眼神，以及在滂沱大雨時向丈夫發出
的「呼喝聲」：「喂！落雨喇！電器濕晒
喇！仲唔快啲搬嘢？漏電喇！」簡單一段
說話，已經盡顯馮太愛夫之情。
被問到子女會否繼承父業，馮太難掩

失落：「呢行賺唔到錢又辛苦，啲仔女
唔願意接手，個個選擇出外發展。」語
畢，又埋首工作。
訪問尾聲，一場大雨忽然而至，波

叔踏着蹣跚步伐準備收檔，馮太則默默
地收拾工具，表現出風雨同路的平凡愛
情。
也許在人生路上、在愛情路上，我們

都應該堅持「壞了修理就好」的心態，
一直走下去。

波叔語錄
■「無修理唔到嘅風扇！」

■「無話邊部風扇好難整，都係一樣！」

■「以前好多人買風扇，家就好多人整風扇，
年代唔同咗！」

■「當啲客發現有紀念價值嘅風扇都整得返，
我見到佢哋嗰種開心，自己都好滿足！」

■「未諗退休，都想繼續做，希望自己可以『退
而不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路政署計劃
在元朗明渠上蓋，興建長約540米、闊6米有
蓋行人天橋，連接西鐵朗屏站及教育路，工
程造價高達17億850萬元，項目將於周五向
立法會財委會申請撥款。5大專業學會表示反
對，並提出造價9億的替代方案。不過，元
朗區議員郭強昨在港台節目批評，學會不了
解當地需要和「不懂工程」，指替代方案要
「上上落落」和日曬雨淋，且無助紓緩人流
擠迫。
建築師學會本地事務部副主席解端泰於節目

中表示，建築師學會、規劃師學會、園境師學
會、城市設計學會和測量師學會均反對政府現
時提出的方案，指人車擠擁的地方集中大棠路
等地，距離現方案的天橋約300米，質疑其用

處。這是第一次5個專業學會聯署反對政府項
目，若實施，17億元造價需由全港市民「埋
單」。
他表示，學會早年已建議在朗屏站興建天橋

至安寧路，並擴闊明渠兩旁行人路，取代以天
橋直通至教育路，認為同時可帶旺明渠兩旁的
商店，甚至成為特色景點。
解端泰介紹，學會的替代方案是由朗屏站至

安寧路興建一條長約180米的行人天橋，而非
政府方案中長約540米的橋直通教育路。中間
路段，明渠兩邊則可各擴闊行人路三米，相當
於行人橋的闊度，同樣起到紓緩人流的作用。

區員批替代方案無助減擠迫
郭強反駁指，相關學會不了解元朗居民需

要，完全不尊重區議會意見，形容替代方案
「斷斷續續」和「上上落落」，令市民中間路
段要重回公路，日曬雨淋且延長走路時間，將
現方案步行5分鐘的路增至10多分鐘。
對於帶旺明渠兩旁的商店，他稱「佢（市
民）鍾意去邊間商舖，佢咪落去囉」。他亦質
疑，反對方案的學會非工程師學會，直言5學
會「佢唔識工程，淨係識設計」。
郭強又指學會的替代方案早年已被區議會否

決，認為起不到便利居民的作用，而現時方案
經深思熟慮，並已交由政府結構工程師、土地
工程師和地基工程師商討過。
兩名元朗居民致電節目時，皆不滿意政府方

案，認為政府計劃興建的位置根本解決不了擠
塞問題。其中一人指元朗明渠是該處唯一開放
地帶，若在明渠上興建橋後，該處將猶如石屎
森林。質疑昔日政府提議美化明渠時，從來沒
有說過要興建一條「長城橋」再擋住明渠。

5專業學會反對建17億元朗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基層家

庭面對突如其來的巨變，若缺乏適時支
援，情緒或會受到困擾。有機構推出
「危機家庭支援先導計劃」，支援全港
有需要家庭。此計劃結合「援助金」及
「輔導支援」，並特別關注育有年幼在
學子女的基層家庭，協助危機家庭走出
陰霾，重建家庭功能及建立支援網絡，
成效較現時單一支援服務更全面，務求
令受助家庭的生活盡快重上軌道。
周大福慈善基金主席鄭家成、聖雅各
福群會總幹事李玉芝及香港家庭福利會
總幹事葉潤雲昨日出席「危機家庭支援
先導計劃」發佈會。會上鄭家成表示，
每天翻閱報章，時會看見因工業意外、

交通意外，或其他突如其來的巨變，令
不少美好家庭頓失經濟支柱，情況令人
關注。周大福慈善基金撥款支持聖雅各
福群會及香港家庭福利會聯手推出「危
機家庭支援先導計劃」，為基層家庭提
供經濟援助，盡量保持他們的家庭生活
質素，加上輔導支援，陪伴他們渡過難
關，令子女的成長與發展不受影響。
計劃自去年初推出至今，已為139個

家庭提供服務，當中所有合資格家庭均
獲得援助金。截至5月31日，求助人中
有86%為31歲至60歲人士，他們大部
分的子女仍在求學階段。有求助人表
示，若沒有此計劃的經濟支援，會選擇
借錢及削減子女教育開支。

危機家庭支援 助139戶走出陰霾

■■風扇醫院的風扇醫院的「「招牌招牌」。」。

■■憑着一對巧手憑着一對巧手，，風扇醫生波風扇醫生波
叔為顧客保留段段美好回憶叔為顧客保留段段美好回憶。。

■■客人遠道而來拿風扇給波叔維修客人遠道而來拿風扇給波叔維修。。

■■「「波叔波叔」」很短很短時間就找出時間就找出「「病因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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