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葉小朋友葉小朋友

雖然披着雨衣仍然玩得全身濕透，是首次在
街頭玩水戰，今天玩得很開心，我拿着水槍和
別的小朋友互相射水。

在香港已經居住20多年，在意
大利從未見過這類活動，在香港
參加過之後，非常喜歡，這是我
第三次參與。我和丈夫這次來主
要想品嚐泰國美食，並感受泰國
文化，孩子們之後會參與水戰。

■■NadiaNadia一家一家

我是泰國人，這次和親朋好友一
起來香港旅遊一周。潑水節本不在
我們的行程裡，但是看到海報，我
們立刻決定過來湊熱鬧，稍後我也
會進場參與潑水，獲得來自香港的
祝福。

我是居港逾20年的泰國人，每年必來參與。潑
水節是重要節日，和同胞一同慶祝好重要。我很
喜歡在香港的生活，雖然身為少數族裔，我也會
為社區盡一分力，希望所有人都和諧相處。

我們是九龍城區居民，看到
宣傳海報就決定過來參加水
戰，一家大細都打算「濕
身」。平時我們也會去泰國餐
廳，非常喜歡他們的食物，也
樂於體驗他們的文化。

■■ThomasThomas（（左一左一））及其親友及其親友

千人街頭互射 龍城潑水過癮
大人細路帶齊「架生」激戰 街坊讚封街周到玩得更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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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見的歷史記憶 摸得着的日常煙火

作家馮驥才說過，「城市和人一樣，也有記憶，
因為它有完整的生命歷史。從胚胎、童年、興旺的
青年到成熟的今天——這個豐富、多磨而獨特的過
程全都默默地記憶在它巨大的城市肌體裡。一代代
人創造了它之後紛紛離去，卻把記憶留在了城市
中。」城市，作為歷史記憶聚集的空間，蘊含着豐
富的存在論意涵，它邀請人、留駐人，也呼喚人去
體味時空的交錯，去回應它充滿歷史記憶的絮語。

走過那麼多城市，徜徉過那麼多街道，流連過那
麼多角落，如果你問我，最喜歡的街區在哪裡，我
會不由思索地告訴你，它在：東山口。

一方城市，一方性格；一方街區，一方脾性。說
起東山，大家自然會想起「西關小姐東山少爺」這
句俗語。「西關小姐」說的是居住在具有濃厚嶺南
建築特色的西關大屋的富商的女兒；「東山少爺」
指的是生活在東山口的官宦和華僑子弟。財富與權
力，傳統與現代，各分西東，相輔相成，成為20世
紀二三十年代繁華廣州的兩大具象縮影。

東山原是廣州的一個區，2005年併入越秀區。據
《廣州東山區志》記載，東山之得名來源有二：一

是與風俗有關。民國便有「城東三里曰
東山」之說。二是

因寺得名。明朝太監韋眷在此購地建寺廟。因為有
該寺，又因該寺周圍有丘陵、山崗，故被稱為「東
山」。如今，寺廟了無痕跡，只能從廟前西街、寺
貝通津等街名中尋得些許歷史的碎片。

東山口保存着廣州現存規模最大的中西合璧的別
墅建築群。別墅群的出現起因於教會。據《廣州東
山區志》記載，最早成片開發東山的是美國南方浸
信會廣州分會。他們從1907年開始購地，先後興建
禮堂、培道女子學堂等。如培正學校由浸信會教徒
始創於1889年。1933年在香港建立分校，起初只
設小學，後擴展至中學，屬培正「一門八校」的成
員，培養了如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崔琦、菲爾茲獎得
主丘成桐等不少傑出校友。可見，雖然地處兩地，
但教育文脈緊密相連。另一因素在於華僑、官僚和
軍閥。《羊城尋舊》提到，「清末因廣九鐵路通過
此地，交通的便利吸引着不少歐美僑民和本地富商
聚居東山。民國年間，軍政要人的別墅在東山更是
鱗次櫛比。因此，不少廣州人認為東山是權貴聚居
之地，是『貴氣』的所在，『東山少爺』因而被談
論了近百年。」

這些綠蔭掩映下清水紅磚牆的建築群富含韻味，
走在其中恍如置身20世紀二三十年代。如五大名園
之一的春園，是20世紀初美國華僑所建。中共三大
期間，曾是會議代表的居住地。陳獨秀、李大釗、
毛澤東等曾在這裡下榻。國共合作期間，孫中山曾
多次登臨春園。近年，一些別墅成了藝術館、咖啡

館、生活美學館……時尚元素和創意文化使城市的
歷史記憶活態化，在人群的穿梭往來中，不斷再生
產混合着歷史記憶與當下經驗的新的城市記憶。消
費經濟的繁榮與這些紅牆院落彼此扞格，又彼此浸
潤，成為讓人尋味的城市景觀。

東山口也充溢着日常生活的活力與溫情。廟前直
街店舖林立，有始創於1889年的「蓮香樓」老字
號，也有時尚清新的各式小店，還有市民每日會逛
的菜市場。古龍曾說，一個人如果走投無路，心一
窄想尋短見，就放他去菜市場。作家汪曾祺也說，
「到了一個新地方，有人愛逛百貨公司，有人愛逛
書店，我寧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雞活鴨、新鮮水
靈的瓜菜、彤紅的辣椒，熱熱鬧鬧，挨挨擠擠，讓
人感到一種生之樂趣。」在這裡，你可以盡情聞着
食物的原始味道，鹹的、酸的、辣的、甜的、苦
的；看着五顏六色的瓜果、活蹦亂跳的魚蝦；聽着
清亮透徹的吆喝、你來我往的討價還價，生活五味
雜陳、鮮活真實又溫情脈脈。

我總想，什麼樣的街區讓人流連？應該是，既可
以在烙印着記憶的建築和街區中尋得與歷史的對
話，讓心靈與過往相連；也可以在喧鬧市井中尋得
日常煙火的溫情，讓身體感受自然的節律。

東山口，就是這樣的街區。它的每一條道路每一
棟建築都充滿着歷史記憶的絮語；它是成熟的市井
街區，是市民的棲居之地；它也有現代的空間肌理
和街道美學，有人文的表情、氣息與靈魂。它裹挾

着歷史的風塵，負載着城市的故事，也回應着創意
的訴求。這裡，既有歷史的迴響，又有現代營構的
街道空間，歷史的建築和街區因為人的穿行、情感
的感知與流動而變得溫潤生動，成為一個兼具歷史
意義與生活價值的空間。

逝去不意味着一去不復返，它以可能性的方式在
當下展現或者延伸，成為未來的雛形與花蕾。無數
個清晨和晌午，我在新河浦涌邊走過。它日復一日
年復一年看日月變幻時光流轉人來人往川流不息，
等待的焦慮、顧盼的靜凝、相遇的甚歡，人世間的
故事上場又出場，它依然怡然自得自
如伸展。

廣東聯絡部 鄭丹

■坐落在東山口的「春園」。 作者供圖

市民訪問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夢縈

■■陳小姐陳小姐

■■郭太一家郭太一家

九龍城昨日舉辦潑水節嘉年華，雖然一直下
雨，但仍吸引上千大小朋友到場參與，經民聯立
法會議員梁美芬昨出席活動時表示，中國人的觀
念是水為財，潑水節場面熱鬧又有天公降雨，預
示今年會是好年，她同時感謝居港泰國人對社區
作出的努力和貢獻。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昨日致辭時表示，九

龍城這個小社區裡有許多泰國人居住，希望每位
居民都能住得如同在自己家鄉一樣舒適，區議會
亦在努力實現這一目標。
立法會議員陳凱欣指她本人就是九龍城居民，

對於今次主辦方活動安排非常滿意，而且潑水節
就是要和水玩遊戲，有雨水更可加分。她並指，
大家玩完水戰感覺疲憊，可去攤位享受泰式按摩
紓緩疲勞。
九龍城區議會主席潘國華表示，區議會對於少

數族裔一直都十分支持，過去區議會亦有撥款為
相關團體舉辦共融活動，希望今次潑水節能使港
人與少數族裔互相增進了解。
少數族裔愛樂共融協會主席鍾子權表示，在泰

國文化中互相潑水代表消災祈福和獻上祝福，節
日遇上雨水是好意頭。他希望九龍城區的居民能
夠不分種族，藉着潑水文化一同慶祝泰國新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夢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夢縈）「射呀射，射他

吧……」九龍城潑水節

2019嘉年華昨午上演重頭

戲，近千人於城南道潑水

激戰，警方封路讓參加者

盡興玩水。雖然昨日一直

下雨，天氣稍涼，但仍有

不少人帶同小朋友到場

「參戰」。市民穿雨衣帶

水槍做足準備，不斷向四

周射水，更有商戶及街坊

發動「絕招」，從樓上開

水喉向街道射水及潑水，

場面熱鬧，刺激好玩。

美芬阿舜凱欣讚「泰好玩」

9歲的葉同學來自北京，隨家人
遷居香港逾半年時間，此次

與許多本地小夥伴一同到場玩水，心
情興奮，雖然披着雨衣仍然玩得全身
濕透，他表示自己是首次在街頭打水
戰，「今天玩得很開心，我拿着水槍
和別的小朋友互相射水。」
打完水戰後，他表示迫不及待想嘗
試泰國美食。

手機入膠套 即場買水槍
家住附近的林小姐昨天和好友一同
參與水戰，她說自己雖是本地人，但
還是第一次來參加潑水節，玩樂之
餘，她們亦想體驗泰國文化，並接觸
在港的泰裔居民。
二人穿着清涼，即場購買了雨衣和
水槍，手機亦戴上了塑膠套，做足防
護措施。林小姐認為昨日活動安排豐
富，封街的安排亦很周到，可以安全
地在馬路上盡情和街坊鄰里對戰。
市民于先生受訪時已經渾身濕透，
戴着泳鏡的他，手拿兩支大水槍，還
準備繼續「衝鋒陷陣」。他表示自己
過去亦有來過潑
水節，投入參戰
就是為了開心，
難得周末可以在
街頭忘情玩耍，
「刺激，爽快！」
戰鬥力不佳的鍾
小朋友落場玩了一

會，受到攻擊後就跑回到爸爸的懷
抱。生性腼腆的她表示，比起實戰，
還是更願意在附近旁觀，她爸爸表示
稍後會帶小朋友去玩攤位遊戲及觀看
歌舞等較溫和的活動。

泰拳泰食檔 體驗泰文化
除了潑水外，主辦方還安排了泰國

拳王爭霸戰及泰拳體驗攤位，更包括
免費品嚐泰式美食、泰式手工藝及泰
式按摩體驗等活動。活動獲民政處和
區議會支持，由香港少數族裔愛樂共
融協會及香港泰僑協會等合辦，目的
是讓社會了解泰國文化和潑水節傳
統，與市民共同慶祝泰式新年。
潑水節是泰語民族和東南亞地區盛

大的傳統節日，通常在每年的4月舉
行。節慶期間，大家用清水相互潑
灑，祈求洗去過去一年的不順，新的
一年重新出發。香港潑水節慶祝活動
早在2002年由一群在港定居的泰國人
及相關團體首次舉辦，其後該傳統一
直延續至今。

◀有參加者成「圍攻」對象。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參加者不忘向街
坊「祝福」。

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國權 攝

■■參加者盡情玩
參加者盡情玩水水。。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記者劉國權 攝攝

▲有參加者「喜變」落湯雞。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