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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炎熱的下午，來到位於粉嶺坪輋的劉
祥利鑄造廠，踏入佔地近三萬呎的廠

房，只見一位身穿T-shirt及西褲的老人家穿梭
在大大小小的井蓋堆中，他是鑄造廠第二代負
責人劉霖。年過七旬的劉霖，自上世紀七十年
代起投身鑄造業，至今已近半個世紀。艱辛打
拚半輩子，他於兩年前正式退休，現時工廠大
小事務已交由兒子打理。劉霖現時已退下火
線，過着樂得清閒的退休生活，像這天，他笑
言因記者到訪，才回來走一轉。不過，畢竟大
半輩子的心血都傾注在工廠及鑄造業中，豈是
如此輕易放得低？即使鑄造廠的生產工序早於
數十年前已移師內地，劉霖直言，以往每月都
會回去湖南的廠房看一看，但受疫情影響，已
有一年半未能回去，直言此時最希望能回去走
走。

裁縫師傅變鑄鐵工人
如果當年沒有投身鑄造業，大概劉霖現時是

個退休裁縫。倒是當年爸爸一聲令下，令他毅
然轉換軌道。其實劉霖的爸爸劉祥也是鑄鐵工
人，當年從內地來港，於行內打拚，幾歷艱
辛，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自立門戶，於元朗開設
名為「溢利」的鑄造廠。原本爸爸希望子承父
業，讓兒子繼承自己衣缽。但劉霖眼見鑄造工
序繁複兼辛苦，而且彼時哥哥亦已投身該行
業，所以他索性去當舒服一點的裁縫學徒。當
時越南打仗，美國水兵來港度假，同時順道訂
製服裝，令本地洋服行業發展如日中天。「當
時月入約1,500元，算是不俗。當年考上警
察，都只得600元月薪；電工、建築師傅都只
得500元。」雖然收入不俗，但工時也不短，
而且裁縫師傅不會很快把技藝傾囊相授，「如
果要學懂做一件西裝，要學足三年才教你。」
當時劉霖只餘半年便滿師，適逢本地鑄造業開
始起飛，爸爸有意拓展業務設立分廠，要求劉
霖回來幫忙打點。劉霖也沒有考慮太多，便和
爸爸一起到處尋覓適合的廠址，幾番輾轉，最
終落腳粉嶺坪輋，即現時的劉祥利鑄造廠。
「當時我們是整個粉嶺第三間鑄造廠，全盛

時期，整個坪輋都只有四間鑄造廠。元朗有幾
十間，都集中在洪水橋、唐人新村。」劉霖憶
述。當年22歲的劉霖正式跟隨爸爸入行，由
低做起學習鑄鐵。他憶述，當時爸爸要求他學
懂每一個工序，「不要被某個師傅『吊起來
賣』。」如是者，初入行的劉霖，跟隨爸爸和
廠裏的師傅學習每一個鑄鐵步驟。「當時好辛
苦，什麼都要做。」要數最辛苦的，非「爐
工」莫屬。「即是熔爐，當時廠房裏有沖天
爐，把鐵熔成鐵水，溫度達攝氏千幾度，距離
爐口一兩米，都有幾百度啦，真的好熱。」當
年一班工人在廠房內身水身汗工作的情景彷彿
仍歷歷在目。鑄造業固然是苦力工作，但人工
亦算不俗，當年工資以日薪計算，「師傅級」
的日薪32元，學徒亦有26元。雖說是「太子
爺」，但爸爸並沒有優待劉霖，「都是跟那些
師傅學習，學師仔樣樣都做，哪個崗位缺人就
要頂上。」從最初入行由零做起，到熟悉每個
工序，後來從父親手上接棒，打理及經營工廠
的生意。

因環保條例遷廠內地
在上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政府積極興建公

營房屋、道路，並拓展新市鎮，各項基建工程
日漸增多，因此對井蓋的需求大增，本地鑄造
業迎來黃金時代。「1980至 85年左右最興
旺，間間廠都大把嘢做。」據劉霖憶述，當年
平均日產量約5噸，而最高紀錄可達一日15
噸，「有時訂單數量太多，做唔切，要其他廠
幫忙。」劉霖說，當年全盛時期，工廠約有30
名工人。「在香港，若數生產井蓋，我們可說
是前三名。」劉霖語帶自豪。當年，本地各項
基建如雨後春筍，工廠的訂單則如雪花紛飛，
鑄造廠不愁沒有生意，工人也不憂沒工開。
然而，就在1991年，一枚「震撼彈」轟隆

一聲投向業界－《空氣污染管制條例》出
爐。條例規定鑄鐵用的沖天爐要安裝符合要求
的過濾裝置，令工廠成本大增。「香港地從來
沒有這樣的設備。」劉霖憶述，當時他們曾向

顧問公司了解相關情況，但對方在維修費用上
始終無法給出確切數字。「當時（政府）給我
們發信，勸我們不要再鑄造。若繼續做，就每
日罰5,000元，我們根本一日都賺不到5,000
元。」條例一出，只有兩間鑄造廠獲批牌照。
劉霖唯有決定回內地設廠，把生產工序全面移
到內地進行。最初於廣東博羅縣設廠，後來又
遷至湖南的偏僻地區。現時湖南的廠房主力生
產工作，再把成品運回香港的廠房出貨。
當年頒布的環保條例猶如攔路虎，迫使本地

大部分鑄造廠要不搬回內地，要不倒閉。不
過，劉霖表示，即使沒有環保政策的出現，鑄
造業也難逃另一劫數──本地鑄鐵師傅青黃不
接，無人願意入行，注定令鑄造業步入黃昏。
「自從1980年之後都很難聘請師傅，很辛
苦，無人願意入行。當時仍有學徒，直到現在
已經40年了，師傅都已經60歲了。」此外，
鑄造廠的後人不願接手家業也令行業走向衰
亡。「老一輩讀書少，無文化，才會投身這些
辛苦行業。但他們的後代不少都接受過良好教
育，不願意投身此行業，家業無人接棒。」

鐵井蓋未有理想替代品
劉霖憶述，本地某間首屈一指的鑄造廠因後

繼無人而被迫出售，也略顯感慨。不過，雖然
本地鑄造業的風光史現時只能透過文字追憶，
但劉霖對行業仍抱有希望，只是需要適應政策
的變化，皆因香港對井蓋的需求一直存在，甚
至有增無減。例如去年政府在竹篙灣興建檢疫
中心，便要求鑄造廠三個月內交出2,000噸
貨。「我當時一望張單，都不夠膽接下。我說
我只能做到三分之一。」除了這些突如其來的
項目外，本地興建各項基建的步伐從未停止，
也大大增加了井蓋的需求量。「政府建了很多
新的馬路，又有港珠澳大橋、人工島、機場第
三條跑道。」
另一個讓劉霖對行業前景仍有信心，是因為

現時還未找到比鐵井蓋更理想的替代品。「不
銹鋼的成本比生鐵高十倍，其他塑膠亦替代不
了。之前亦有人以環保為理由使用塑膠，但使
用起來效果不好，而且塑膠更加不環保，它不
能循環再造，老化之後就變成廢物，不像生鐵
般能夠『翻熔』。」因此，劉霖斷言：「這行
業仍有得做，淘汰不了。」在他眼中，若見危
機來臨，便要見招拆招，努力開拓新出路。
馬路上的井蓋的損耗率一般不高，不需要時

常更換，所以現時仍能看到鑄造廠數十年前
出產的「香港製造」。記者問劉霖平時走
路時會否低頭留意地上的井蓋，他笑言
有時都會望一望，看看是否自家出
品。這些平凡而冰冷的井蓋，每
一個卻都是經歷千錘百煉才能
投入使用。井蓋所記錄的，
除了是劉氏家族在鑄造
業的奮鬥史外，更是
見證了香港鑄造業
風光一時的黃
金歲月。

早前，南豐集團「世界之約」與長春社文
化古蹟資源中心舉辦以中上環區井蓋及歷史
為主題的實體展覽，並且拍攝了一個井蓋網
上導賞團，讓公眾足不出戶也能夠在社交媒
體上欣賞這些看似毫不起眼、背後卻承載着
豐富歷史故事的井蓋。至於在展覽中展出的
不同款式的井蓋，有不少便是由劉祥利鑄造
廠借出。原來這些其貌不揚的井蓋隱藏了不
少秘密，故事就藏在細節中。
其實只要稍為細心觀察，就會發現不同顏

色、形狀和符號的井蓋都有特定的意思。常
見的以生鐵鑄造的方形井蓋，俗稱「大肚
臍」，在上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十分盛行，
這類井蓋有「圓清方濁」的原則，圓圈花紋
代表清水井蓋，正方形圖案則代表污水井
蓋。消防街井又稱「鵝頸街井」，配以一個
地面紅色FH標記井蓋的開關，連接一個普
通的水掣。至於斜紋通孔的井蓋名為「疏
冷」，最新款的則有「格仔疏冷」。

鑄造業曾在香港有過

輝煌的歲月。根據統計，在

高峰時期，香港有超過200間鑄

造廠散落在不同地方。然而，昔日

熊熊烈火鑄鐵的場面，來到數十年後的

今天，此情此景只能成追憶。今天，香港

僅餘寥寥數間鑄造廠仍在運作中，位於粉嶺的

劉祥利鑄造廠便是其中之一。在當年鑄造業的黃金

時期，鑄造廠的生意好到「做唔切」，後來因着環保

政策出爐、行業後繼無人等因素，本地鑄造業難逃凋零的

命運。不過，在劉祥利鑄造廠第二代負責人劉霖眼中，鑄造業

仍然有前景，只是需要隨着時代變遷而調整經營策略，「這行業

看來就淘汰不了。」劉霖仍抱有希望。

採、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

造井蓋半世紀造井蓋半世紀見證港鑄造業興衰見證港鑄造業興衰

鑄鐵鑄鐵「「廠二代廠二代」」對前景仍有信心對前景仍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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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粉嶺坪輋的劉祥利鑄造廠位於粉嶺坪輋的劉祥利鑄造廠。。

●●井蓋上的花紋代表井蓋的不同用途井蓋上的花紋代表井蓋的不同用途。。

政府推出
「十年建屋計
劃」，基建項目增加，對鑄鐵產品需求亦
上升。由於市區土地供不應求，部分
鑄鐵廠搬到新界郊區繼續生產。隨
後，市區急速發展，寮屋區逐
漸拆遷，工廠遷至鄉郊租地
設廠，廠商亦難以獲批
新界土地擴建廠房。
本地鑄造廠開始向
內 地 廠 商 訂
貨。

本地造船業及鑄造
廠復甦，1953 年，

政府記錄當時共有16間鑄鐵
廠及約400名工人。1940年代
後期國共內戰及政權更替，不
少蘇浙籍的紡織實業家來香港
設廠，帶來鑄鐵的技術和人
才。鑄鐵工匠自立門
戶，在木屋區搭建簡
單山寨廠。

當時並無專責部門管理供
水及排污設施，鼠疫爆發，
促使政府改革供水及排污設施。供水
及排污管道從地上轉至地下，井蓋
成了操作及維修地下管道重要的
連接點。當時造船業是香港
重要的產業，該行業興旺
帶動鑄鐵業發展。造船
廠培育了大量技術
工人，如鐵匠、
翻砂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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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制訂《空氣污
染管制條例》，鑄鐵用

的沖天爐要安裝符合要求的過濾裝
置，成本高昂。最終只得兩間鑄造
廠獲批牌照。及後兩間工廠停爐，
意味本地生產線正式終結。

路邊井蓋學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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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路上的馬路上的「「疏冷疏冷」」井蓋井蓋。。

●●劉祥利鑄造廠是本地少劉祥利鑄造廠是本地少
數仍在運作的鑄造廠數仍在運作的鑄造廠。。

●●早前舉辦的井蓋展覽早前舉辦的井蓋展覽。。

●●井蓋上鑄有鑄井蓋上鑄有鑄
造廠的名字造廠的名字。。

●●劉霖投身鑄劉霖投身鑄
造業半輩子造業半輩子。。

●●廠房內堆滿待廠房內堆滿待
出貨的井蓋出貨的井蓋。。

●●廠房內有不同款廠房內有不同款
式和用途的井蓋式和用途的井蓋。。

●●消防街井消防街井，，紅色代表淡水紅色代表淡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