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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秀蓮〈海味街〉（節錄） 

【作者簡介】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主修中文，副修藝術。專欄作者、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九

十風華帝女花——任白珍藏展」策展人。曾獲中文文學創作獎。散文集《灑淚暗牽袍》獲得第

六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散文組推薦獎。著有散文集《歲月如煙》、《此生或不虛度》等。數篇

散文獲選為中學教科書教材。 

 

【題解】 

 全文包括「老城生意」、「殘樓餘景」、「赤膊蹇行」三部分。本文僅節錄「老城生意」。 

德輔道西因海味店成行成市，俗稱「海味街」。「老而不老的情味」，「老」體現於建築即使翻新，

店舖仍多是老字號；營商手法一直保持「待客之道各有不同」的舊社會人情世故。 

 

【課文】 

老城生意 

1 那天往西環，在俗稱「海味街」的德輔道西走了一趟，再次領略到這區老而不老的情味。 

 

2 低矮殘損的舊樓確是拆了一些，新廈亦已聳峙其間，然而搬進去的依然是老字號；裝修格

局依然故我，生意營運仍沿用老一輩那套。 

 

3 老行業，生意生生不息，早晚都客似雲來，一片朝氣。聽說日本三一一海嘯後，吉品鮑魚

的產地已湮滅於驚濤怒湧，所以今日供在玻璃瓶高擱架上的吉品鮑更顯珍貴，數萬元一斤也屬

等閒；還有像黑毛蟲的遼參1，身長肉厚的雄花膠，扁扁的魚翅……鮑參翅肚，飲食八珍，都在

眼前，是糧倉更似金庫，架勢得不得了。中價貨有比目魚、鱆魚、鱷魚肉、元貝、竹笙……廉

價貨有海參絲、小蝦乾、銀魚乾、紫菜和柿餅，奇特者是海馬和海星，形態猶栩栩如生。品種

繁富得超乎想像，「民以食為天」，在飲食上中國真是泱泱大國2。 

 

4 據我粗略觀察，似乎店舖愈近上環，貨品愈名貴，愈遠就愈平民化。商戶蝟集，做生意的

手法，待客的態度，自是各有不同。勢利者，見客人在門外張看，叼煙穿夏威夷恤的夥計，會

直問要買甚麼；一入店門，便如影隨形，熱情得近於壓迫，客人休想從容格價；倘客人只是眼

神逡巡，神色冷靜，坐在舖尾寫字桌前的老闆，其臉色至言語，竟有逐客之意。機靈者，是老

闆也好，夥計也好，都很有默契地，讓老主顧在電子磅上看清楚重量，然後多抓半兩幾錢往磅

上放，並說：「熟客嘛，何只十六兩，十七兩有餘了。」面子給盡。待算了總數後，零頭也往

 
1 遼參：傳統美食「海八珍」之首。 
2 泱泱大國：指國力強盛，氣度恢宏的國家。 



往略去不算，老主顧拎着大袋海味，臉上有光，心滿意足，不只下次再來幫襯，還會把親朋戚

友都帶來。既有其錙銖必較3之精明，也不失舊社會之人情，這派商人是吃得開的。 

 

5 然而老城裏還有更敦厚的商人，得朋友介紹，我登上二樓，那兒專營批發，三個單位打通

了，有座地磅，有急凍櫃，有不薰硫磺4的良心食材，有相宜的價錢，還有入行五十七年的衛先

生；五十七年的磨練，絕對有資格去口述海味專書了。生意雖忙，卻不怕費時，不厭其煩，把

真假非洲海底椰放在我面前，點出判別真偽在於兩邊切口，而兩種貨色價錢之別是三十倍。再

買天白花菇，他先問清楚是自用還是送禮，便把壓在頂的三大袋先移開，才挪出那袋，花菇個

子小小，剪開袋口，香氣四溢，說：「買一斤就夠了，香味會揮發的。」誠懇如相交有年，諄

諄解說又似良師。 

 

6 君不見市面上多少奸商，君不見股票市場多少欺詐，所以買賣風格，亦如海味，有香而陳，

有腥而臭，有真贋之別，亦有上中下品之分。學問、智慧與人品，俱在買賣中。 

 

7 老城尚在，古風猶存，淡淡芬芳，如稀有甘草。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 

 

——《此生或不虛度》，香港：麥穗出版有限公司， 

2013 年，頁 160—166。 

 

 

 

 

 

 

 

 

 

  

 
3 錙銖必較：「錙」與「銖」是古代極小的重量單位，多形容人非常小氣，微少的金錢或微不足道的事情也要計 

較。錙銖，粵音支朱（zi1 zyu1）。 
4 有些海味店為求防腐，會以硫磺薰製，烹調前須用清水浸泡。 



【課文問答】 

1.  第 3 段中，作者描述了海味舖的貨品特點，試根據內容完成下表。（3 分） 

級別（1分） 貨品（1分） 反映海味街的特點（1分） 

珍貴貨品 吉品鮑、遼參、雄花膠、魚翅 

 
 比目魚、鱆魚、鱷魚肉、元貝、竹笙 

廉價貨 
                                、 

紫菜、柿餅、海馬和海星 

 

2. 試判斷以下句子運用了甚麼人物描寫手法（可選多於一項）。（3 分） 

 叼煙穿夏威夷恤的夥計（第 4 段） 

 把壓在頂的三大袋先移開，才挪出那袋（第 5 段） 

 剪開袋口，香氣四溢，說：「買一斤就夠了，香味會揮發的。」（第 5 段） 

 

 肖像描寫 語言描寫 心理描寫 行動描寫 

     

     

     

 

 

3. 試根據第 4 段的內容回答以下題目。 

（1）作者提出海味店面對不同的客人有不同的待客態度。試在下表寫出「勢利者」與「機

靈者」的分別。（6 分） 

商戶 面對不同的客人時的生意手法（5分） 待客態度（1分） 

勢利者 

面對在門外張看，想從容格價的客人，勢利的夥計會

                                          。 

 

市儈而缺乏人情味 

面對                         的客人，老闆臉色

至言語則有                                。 

 

 



（2）作者提及機靈者「這派商人是吃得開的」有甚麼意思？試加以解釋。（4 分） 

 

 

4. 第 1 段提及中西區有「老而不老的情味」。試綜合全文，說明「老而不老的情味」。（4 分） 

 

 

 



梁秉鈞〈樓梯街〉 

【作者簡介】 

1970 年代初在港、台文壇介紹法國新小說、美國地下文學及拉丁美洲小說，同時開始小說

創作。小說集《布拉格的明信片》獲第一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著有小說《養龍人師門》、

《剪紙》等；散文《灰鴿早晨的話》、《也斯的香港》等；評論《香港文化》、《香港文化空間與

文學》等；合編《再讀張愛玲》、《香港文學電影編目》等。部分單篇小說有英、法、德、日譯

文。曾任駐柏林及南法沙可慈修院作家。2013 年逝世，享年 63 歲。 

 

【題解】 

本詩數處化用李白詩句，以「朦朧」、「凌亂」寫昔日樓梯街風光已不復存在的虛無。正因

過去不存在，只有飄渺記憶（市聲如「衣——裳——竹」／穿着木屐穿街過巷）陪伴當下自己。

環境開始改變，詩人融情入景，對變幻環境產生悵惘。末段與失去聲音相約，流露出哀愁：昔

日的聲音不可能再回來。 

 

【課文】 

1 

 

 

 

5 

 

 

 

 

10 

穿着木屐穿過樓梯街 

我和影子穿着木屐穿過歲月 

我的足踝跟我的足踝說話 

我說歲月是衣裳竹日子曬出芳香 

（「衣──裳──竹！」）  

我說記憶是把剪刀（磨較剪鏟刀！） 

把一切剪出一個朦朧的輪廓 

說話的時候月亮在我身邊徘徊 

跳飛機的時候影子為我凌亂1 

穿上一雙木屐一切便都穿上了 

 

 

 

 
1 此句化用李白〈月下獨酌〉詩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亂。」 



 

 

 

 

15 

 

 

 

 

20 

穿過樓梯街我穿的木屐掉了 

失去一雙木屐一切便都失去了 

穿過樓梯街（不覺眾鳥高飛盡）2 

高樓建起來（秋雲暗了幾重）3 

我蹲下來在石級上摸索我的影子 

汽車隆隆聲中好像聽見了你的聲音 

好像說：那時……花開……一十一 

說話斷續破碎我逐漸聽不明白 

不知可不可以跟失去的聲音相約： 

明朝有意穿着木屐再回來？4 

 

——《半途——梁秉鈞詩選》， 

香港：香港作家出版社，1995 年，頁 287—288。 

 

 

 

 

 

 

 

  

 
2 此句化用李白〈敬亭獨坐〉詩句：「眾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 
3 此句化用李白〈聽蜀僧濬彈琴〉詩句：「不覺碧山暮，秋雲暗幾重。」 
4 此句化用李白〈山中與幽人對酌〉詩句：「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詩句意思是「我喝醉了，希

望休息，你可以自行離開，如果還有餘興，明早可抱琴前來。」 



鄭政恆〈樓梯街〉 

【作者簡介】 

作家、影評人、書評人。著有散文集《記憶散步》；詩集《記憶前書》、《記憶後書》及《記

憶之中》；合著《走著瞧——香港新銳作者六人合集》；主編《金庸：從香港到世界》、《五○年

代香港詩選》等；合編《香港當代作家作品合集選‧小說卷》、《香港當代詩選》等。獲得 2012

香港藝術發展獎 年度最佳藝術家獎（藝術評論）。2015 年獲邀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

計劃。 

 

【題解】 
詩人以「沉厚」形容樓梯街，源於街道充滿歷史感：接通不同具歷史感的物件如屹立多年

的青年會建築、歷代累積而成的真假古玩。緩慢地走一遍古老的街道，悠久的樓梯，好比慢慢

認識一段歷史。「行人零落如昔」代表主動認識街道歷史的人不多，「你」與「我」是少數。 

「你」與「我」對青年會各有着眼點，寓意「你」着眼於眼前景象（外牆、樓梯）；「我」則關

心建築蘊藏歷史，魯迅曾在此演講，抒發對中國去向的看法；「無聲」暗示了演講題目〈無聲

的中國〉。 

 

【課文】 

1 

 

 

 

 

5 

 

 

 

 

 

10 

 

 

 

 

筆直的街道就是一條悠久的樓梯 

濃密樹蔭遮蓋了路的遠處盡頭  

炎熱的十二月寧靜的初冬清晨 

樹上的鳥聲比市聲更響亮 

 

街角的小古玩店黑暗如洞 

陳列着瓷器、象牙、名畫與雕刻 

仿製的贋貨與來歷不明的真品混雜地放置 

拼湊出歷史朝代的錯綜圖像 

 

我們配合着老嫗的腳步 

扶着灼灼微燙的扶手鐵杆 

緩慢地將這條古老的街道 

走完一遍（樓梯街上的行人零落如昔） 

 

 



 

 

15 

 

 

 

 

 

20 

 

 

 

 

 

 

25 

 

 

 

你喜歡青年會赭紅的外牆、漆黑的鐵梯 

凹凸不平的壁上長出了點點青苔 

你伸手撫摸時間的牆壁 

帶不走的記憶在指縫間隱現 

 

我還是喜歡青年會靜靜的屹立 

那裏曾經有激奮煽動的演說 

於無聲處有太多脆弱的期望 

而我聽見喧嘩如潮的沉默 

 

我們將樓梯街遺留在背後 

走進石垣下面的一條陰暗小巷 

巷子盡處的醫學博物館  

曾經給童年時的你許多奇詭幻想 

 

我們轉身隨着相同的街道往下走 

回到正午的上環街道 

車輛與行人在燈號前默然等待 

付出了額外的忍耐卻不如樓梯街的沉厚 

 

（二〇〇七‧一—二） 

 

——鄭政恆《記憶前書》， 

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7 年，頁 80。 

 

 

 

  



【課文問答】 

1. 試就梁秉鈞〈樓梯街〉詩句，寫出「我」在詩中流露的情感。試完成下表。（5 分） 

詩句 「我」表達的情感 

穿着木屐穿過樓梯街 

我和影子穿着木屐穿過歲月［……］ 

穿上一雙木屐一切便都穿上了 

「我」穿上「木屐」穿過歲月，呈現了「我」因

穿上「木屐」而感到           ，因而抒發「我」

穿上「木屐」時的            。 

穿過樓梯街我穿的木屐掉了 

失去一雙木屐一切便都失去了 

抒發「我」對於失去「木屐」感到          。 

穿過樓梯街（不覺眾鳥高飛盡） 

高樓建起來（秋雲暗了幾重） 

我蹲下來在石級上摸索我的影子 

汽車隆隆聲中好像聽見了你的聲音 

好像說：那時……花開……一十一 

說話斷續破碎我逐漸聽不明白 

「我」目睹樓梯街旁邊地景的轉變，「我」在城

市愈變繁華之際，聽不明白「你」斷續破碎的聲

音，「我」因此感到            。 

不知可不可以跟失去的聲音相約： 

明朝有意穿着木屐再回來？ 

「我」抒發了對於這些「失去的聲音」的 

         之情。 

 

2. 梁秉鈞〈樓梯街〉多次提到「木屐」，你認為「木屐」對「我」而言有何象徵意義？試綜

合全詩，加以說明。（5 分） 

 

 

3. 試寫出梁秉鈞與鄭政恆在〈樓梯街〉兩詩中，就描述樓梯街的印象這一方面，有何共通之處。

（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