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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單元概述 

油尖旺區由油麻地、尖沙咀和旺角組成，是香港歷史悠久之地，亦是香港公認最繁華、最

興旺的地段，一些高消費地帶、老舊街區、特色街道、主題商場和新時代地標等等，令不少作

者在此留下了深刻難忘的成長足跡。潘步釗〈MK中年〉敍述時移勢易，今昔不同；何福仁〈我

記憶中的旺角〉（節錄）以多個已清拆或改建的地方引入，敍述作者在旺角度過的童年歲月。

本單元的閱讀篇章展現了油尖旺區的多元文化，不同階層的生活情態。作者或回憶個人成長，

或反思地景變遷，或觀照社區生活，觸發了不同的情感與哲思，呈現出油尖旺區豐富、多元的

不同面貌。 

本單元將從三個角度閱讀油尖旺區： 

（1） 多元文化：油尖旺區容納了不同類型的文化，我們能一窺油尖旺區的多元與豐富。 

（2） 生活情態：油尖旺區容納了不同階層的生活情態。我們能看見不同人的不同生活，在油

尖旺區的孕育下欣欣向榮。 

（3） 今昔對比：油尖旺區見證香港的興衰浮沉。當中記述的地景與回憶，至今有何變化？我 

們能從這些回憶之中，鉤沉歷史，見證香港的前世今生。 

閱讀篇章 單元主題 

多元文化 生活情態 今昔對比 
 

精讀 

篇章 

何福仁〈我記憶中的旺角〉（節錄） 

 

✓ ✓ 

潘步釗〈MK 中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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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語文基礎知識 

1. 聯想  

聯想，由當前感知的一事物想到另一事物的心理活動。 

好處︰可把事物特徵和主觀感受結合起來，使文章內容更豐富、充實，表達更生動活潑。 

 解說 

示例 「把尖沙咀看成九龍的嘴，鐘樓是一枝銜在嘴上的煙。」——劉以鬯〈尖沙咀鐘樓〉 

 

解說：尖沙咀恰好位於九龍向維港的尖角處，名稱中又有「咀」字，故劉以鬯由地

理及名字角度出發，將其聯想為九龍的嘴巴，並將矗立於海傍的鐘樓聯想為銜在嘴

邊上的煙，以富有趣味、別開生面的方式指出其特徵所在。 

 

2.  擬人  

擬人，指在運用語言時，把人的思想感情灌注在無生物或生物身上，把它寫得跟人一樣。

好處：恰當地運用擬人手法構成的句子，往往形象生動，活潑有趣。 

 

 解說 

示例一 

「電鐘的長短針是兩條永不疲勞的大腿，一直在跟隨時代的步調邁進。雖然日寇曾

經強迫他停止工作，他卻並不因此喪失真誠。日寇投降後，他繼續勤奮工作，付出

真摯情意，做應該做的事。」——劉以鬯〈尖沙咀鐘樓〉 

 

解說：劉以鬯以人勤奮工作之態，描繪鐘樓永不止息地報時的面貌，讓本為零件設

置而報時的鐘樓加入了人的敬業樂業之心，除了令鐘樓的形象更為生動，更有助加

深文中對鐘樓的敬佩與愛惜之情。 

 

示例二 

「一個沒有霓虹的夜／便如常醒在榕樹頭前／叢叢喧鬧之間」 

——羈魂〈廟街榕樹頭〉 

 

解說：羈魂以人的甦醒形容夜的開始，使夜擁有了人的行為和神態，為這個夜晚灌

注活力，同時渲染廟街夜晚繽紛熱鬧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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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油尖旺區掌故 

一、旺角 

  旺角得名於客家籍村落「芒角村」，而「芒角村」又得名於「芒角咀」，它位於今日豉油

街與新填地街一帶。據稱芒角咀為一凸出海濱的小山丘，崗上滿是芒草，故名「芒角咀」，又

有漁民稱為「望角咀」。1909 年，芒角咀和芒角村開闢成碼頭和街道，至 1930 年代期間，芒

角改名為「旺角」，而英文名「Mongkok」則沿用至今。1 

 

二、特色街巷 

1. 女人街（通菜街） 

  隨着 1930 年代中期芒角村拓展街道，今日的通菜街因位於栽種通菜的田上，故命名為通

菜街。由亞皆老街至登打士街的一段通菜街，是香港著名的「女人街」。2它是 1975 年市政局

推行「小販認可區」計劃的首個小販認可區。女人街的地攤早期多販售女性服裝及用品。時至

今日，這裏有逾百個地攤的露天市集，貨品種類包括男裝、皮包、玩具等，更成為廉價服飾與

紀念品的集散地。3 

 

2. 金魚街（通菜街） 

  另一段由旺角道至水渠道的通菜街，則是有名的「金魚街」。4昔日販賣金魚、紅蟲的小販

多在清晨於油麻地火車站（今日旺角東站）近火車橋側擺賣，至 1970 年代中期，他們遷至界

限街與花墟道之間的小路，可是當時亦只能於晨早前營業，不可在白天販賣。後來，金魚商找

到固定的店舖，繼續販售魚類、錦鯉及水族用品等。5 

 

3. 廟街 

  廟街的命名可追溯至 1887 年的地圖紀錄，其時此街道因貫穿油麻地天后廟，因而有廟街

之名。6 自 1920 年代起，油麻地天后廟前的廣場成為九龍區的「平民夜總會」，各種賣藝活

動，如賣武、講古、雜耍、算命、占卜等，亦有夜市存在。後來政府加以規管，小販就在劃定

 
1 蕭國健：《油尖旺區風物志》（香港：油尖旺區議會，1999），頁 18。 

2 蕭國健：《油尖旺區風物志》，頁 132。 

3 蕭國健：《油尖旺區風物志》，頁 148。 

4 蕭國健：《油尖旺區風物志》，頁 132。 

5 蕭國健：《油尖旺區風物志》，頁 151。 

6 蕭國健：《油尖旺區風物志》，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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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擺賣。時至今日，除有各式仿製品販售外，廟街晚上仍是算命、占卦、掌相、禾雀、唱戲

的集中地，也是著名的觀光區。7 

 

4. 砵蘭街 

  砵蘭街於 1927 年命名，街名取自曾兩度出任英國首相的第三代波特蘭公爵。整段砵蘭街

北起旺角界限街，南抵油麻地文明里。街上有各式各樣的商舖，範疇包含生、老、病、死、衣、

食、住、行、酒、色、財，所以人流甚旺。 

 

5. 花墟 

  1960 年代初，新界花農每天凌晨時分都會在深水埗界限街的「花墟」販賣時花，至早上七

時左右收市。後來由於興建旺角大球場，加上界限街的交通逐漸繁忙，並且來自世界各地的鮮

花批發量大增，花農和花商便把「花墟」遷到旺角花墟道，自 80 年代初開始，這裏就成為全

港最集中的花卉市場。8 

 

6. 波鞋街（花園街） 

  隨着 1930 年代中期芒角村拓展街道，昔日種植花卉之處，就是今日的花園街。其中登打

士街到亞皆老街一段，自 1980 年代開始，多家銷售運動鞋的商店相繼開業，逐漸形成運動店

舖一條街的情況，因此香港人便以「波鞋街」命名。波鞋街甚至曾為外國的足球隊、籃球明星

舉行活動。9 

 

三、樓上書店 

  香港的店舖租金多年高企，書店業務唯有向上發展，演變成富有特色的「二樓書店」，情

況在其他華文社會中罕見。油尖旺區是香港二樓書店林立之地，籠統推算，1990 年代中後期有

不下五十間書店在該區。10 

 

 

引用資料： 

 
7 蕭國健：《油尖旺區風物志》，頁 147。 

8 蕭國健：《油尖旺區風物志》，頁 150。 

9 香港旅遊發展局：〈波鞋街〉，於 2020 年 5 月 13 日擷取自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tc/shop/where-to-

shop/street-markets-and-shopping-streets/sneakers-street.jsp。 

10 徐振邦：〈書店大檢閱——帶你走訪油尖旺區的書肆〉，載徐振邦、方禮年、翁文英：《香港書店巡禮》（香

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9），頁 16—21。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tc/shop/where-to-shop/street-markets-and-shopping-streets/sneakers-street.jsp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tc/shop/where-to-shop/street-markets-and-shopping-streets/sneakers-street.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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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 ： 〈 波 鞋 街 〉 ， 於 2020 年 5 月 13 日 擷 取 自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tc/shop/where-to-shop/street-markets-and-shopping-

streets/sneakers-street.jsp。 

2. 徐振邦、方禮年、翁文英：《香港書店巡禮》。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9 年。 

3. 徐振邦：《閱讀深情——私藏書店風景》。香港：文星圖書，2002 年。 

4. 蕭國健：《油尖旺區風物志》。香港：油尖旺區議會，1999 年。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tc/shop/where-to-shop/street-markets-and-shopping-streets/sneakers-street.jsp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tc/shop/where-to-shop/street-markets-and-shopping-streets/sneakers-street.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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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讀篇章 

潘步釗〈MK中年〉 

【作者簡介】    

廣東梅縣人，生於香港。香港大學哲學博士及碩士，中山大學文學碩士，香港浸會大學文

學士，現職中學校長。歷任課程發展議會中國語文教育委員會主席、香港考試及考評局預科中

國文學科目委員會主席等公職；歷任中文文學創作獎、大學文學獎等比賽評審。曾獲中文文學

創作獎，數篇散文被收錄在香港文學作品選集及中學教科書。創作以散文和新詩為主，散見於

各文學報刊。著有詩集《不老的叮嚀》；散文集《方寸之間》、《邯鄲記》、《傳家之寶》等。 

 

【題解】 

    人屆中年的作者，追憶自己在八十年代時，經常遊走旺角的書店、電影院。印象中的旺角，

與港產片所建構的旺角相比，迥然不同。作者眼中的旺角並沒有電影裏的江湖氣息，卻是寧靜

安詳的地方，由是作者質疑到底誰才熟悉旺角。在行人專區上表演的人、圍觀者、二樓書局等，

各人也有各人心中的「旺角」。而青年如今重新為旺角命名為 MK，可見幾經變遷的旺角一直

屬於青年人，但他已不再年青。 

   

【課文】 

1 八十年代，我在旺角私校唸預科。自命不凡的年輕歲月，看不起老師和同學，所以經常蹺

課，然後流連在速食店、書局和戲院之間，讀自己喜歡的書、寫自己喜歡的文和看自己喜歡的

電影。那時候的旺角，夾雜在繁忙和市井之間。它由太子站一路蜿蜒而來，疆界分野帶點模糊；

另一邊向油麻地坦蕩伸展，彌敦道像拋出的水袖，一揮舞就輕躺在遠處的太空館和文化中心臉

前。走在旺角，你會清楚感到，這裏既具深水埗的草根色彩，又隱隱染有油尖旺的江湖氣味，

一直展示着自己的獨特品位和流轉模式。 

 

2 也是八十年代，地鐵剛通車不久，只有荃灣線和觀塘線在運作，由中環至荃灣的路線，是

整個地車網絡的主軸。那時候，旺角是寥寥幾個轉車站之一，責任重大，也因此格外的繁囂和

忙碌。各個出口在不同方向伸出，東西南北的指爪開展，像隻俯伏在城市的蜘蛛，偷聽着一個

年代的呼吸聲。地下密密交織的水管，遊走旺角，就仰仗這樣的縱橫交錯。彌敦道和亞皆老街

交合的十字路口，銀行商廈林立，人羣像去去來來的潮水，從四方八面地聚攏在紅綠燈前，等

待一擦身，又向四方八面流散開去。 

 

3 我愛在這種喧鬧中，尋找心靈的靜寂，逛書局成為每天必做的課業。那時代的二樓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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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虎藏龍，像梁實秋1散文說的一樣，書店主人可以是目錄學家或藏書家。田園、學津、貽善

堂、學益、新亞……當窮學生的日子，逛書局，錢包裏有三十元，二十五元用來買書，兩元吃

麪包，三元坐地鐵回家。這是我閃耀的青少年時代，漏走了一段許多年青人都擁有的預科校園

歲月，卻掙回絲絲縷縷的城市流離，除了足球，這些日子也一樣亮麗難忘。我像一枚不經意掉

滾在旺角街頭的銀幣，跌宕顛簸，在幢幢旺角高樓的掩映遮蔽陰影中，滾到暗淡的街角，從未

被人留意和發現。直到燦爛無私的午後陽光，在高樓與高樓之間，送我一份耀眼的光明，那時

候無時無刻不自傷於懷才不遇，但我仍然深信自己的才智與才華，縱然暗啞在鬧市的人聲車聲

之中，鼓動翅膀的風，卻從未止息過。 

 

4 除了買書，偶爾蹺課看早場電影的日子，也是成長的重要經歷。那時候，電影是要走進電

影院看，不像現在坐在電腦屏幕前面，隨意下載；更不可能是光天白日，在地鐵車廂內看。看

電影，在資訊科技雄睨2一切的現在，變得隨機隨意，時間和心靈都跌價不止，隨時可以看，沒

有耐性就關機，一切像從沒有發生。網上就是力量，現實生活在虛擬真實的錯疊交纏中，不容

易分得清楚。不知是否這緣故，戲，在今天，就變得不大好看了。 

 

5 更多時間和最難忘的，是坐在速食店一角寫作和看書。常聽到 J.K. Rowling 在窮陋咖啡店

寫《哈利波特》成名的故事。三十年前，我也愛坐在速食店寫作和閱讀，沒有名利的野心，只

有喜愛文學的慰藉和親近。港產片的電影世界，把旺角寫得單薄膚淺，叫我更不遂心的，是我

的旺角並不是只有古惑仔和「馬伕」，速食店的一角，縱然永遠有不停來收拾杯盤的清潔員工，

於我卻是寧靜安詳的角落。我感染不到甚麼江湖義、兄弟情，大城餘下小景，鄭伊健、古天樂，

浩南、山雞3，都只是一種寂寞的投影，更如小孩子追慕的一張動漫貼紙，管他是反斗車王，還

是通天奇兵，都始終會消失在成長的歲月，變得不再重要，甚至毫無價值。無知不可以是永恆

的狀態，到了某年某月，猛回頭才知道這些電影中的廉價情義，原來只是光影的誤區。 

 

6 電影導演接受訪問時說：我只是拍電影的，沒有教化的義務，如果古惑仔電影可以教壞人，

我就是教育家了。看他架着眼鏡，在電視屏幕前說得理直氣壯，雖不值得欣賞，但我仍願意尊

重。事情的確耐人尋味，江湖片受歡迎，是大家都崇尚情義嗎？當中的粗濫，有點像百貨公司

大減價時堆賣波鞋，三十元一雙，不可試穿，全是斷碼。斷碼波鞋的攤檔圍滿了顧客，是否說

明社會上需要很多的波鞋？像大家爭着走入戲院，追尋虛無和不存在的情義，我們是否就活在

 
1 梁實秋（1903—1987）：中國著名作家，著名作品有《雅舍小品》。 

2 雄睨：斜着眼睛看。睨，粵音藝（ngai6）。 

3 鄭伊健、古天樂，浩南、山雞：鄭伊健與古天樂為香港演員，在八、九十年電影中曾出演「古惑仔」角色。浩

南與山雞為香港漫畫《古惑仔》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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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崇尚情義的社會？尚善的藝術心靈，不能喬裝，老天見憐！也請勿喬裝。 

 

7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這年頭誰也賣弄這一套，我們看立法會的過去和今天，看政府總

部門內與門外，看傳媒貌似激情的冷淡，你會忽然明白，道德只是宋明時代的城樓貞節牌坊，

懸於高處，人人仰首慕歎，可誰也沒有足夠的高度，可以觸碰得到；也像獵人丟掉在林間的斗

篷，誰願意都可以拾起披上，管你是羊，還是狼？事到如此，我寧願尊重坦白的電影導演，尚

真尚美尚票房收益，固然可以選擇，藝術如果真的關心社會，我們自然明白和相信，沉澱在底

層的仍然是流轉不居的生活氣息，不是所有男主角都夾在兄弟和女人之間，更加不是所有女主

角都被迫淪落風塵——即使這裏是我們熟悉的旺角。 

 

8 問題就在其實我們是否真的熟悉旺角，我的三十年來印象，留得下多少真實的痕跡？一般

人都不喜歡駕車進入旺角範圍，泊車困難，道路狹窄，人多商店更多，遍佈橫街窄巷，車輛闖

進了，一定進退兩難。旺角的「旺」，有它獨特的散發和演繹方式，說人多，沙田、尖沙咀、

中環和銅鑼灣都不遑多讓，旺角未必就獨佔着一個「旺」字。反而品流複雜，三教九流無不染

指，令社區的形相多面難塑，年前有狂徒從高處拋擲腐蝕性液體，火燒牌檔，傷亡不少，突然

間危機處處，出入旺角變得驚心。但這些不是旺角的本質，只是都會城市諸般人間色相的偶然

定格。 

 

9 在旺角出現的人多數不住在旺角，到來這裏的人，彷彿都是為了等待在夜深人靜時離開。

這一個黃昏，我們吃過牛什和魚蛋，走到行人專區，一個略見肥胖的婦人，用手指頭沾着白色

粉末，伏在地上寫字——又是一個身懷絕技卻淪落他鄉的故事。她一張臉藏在蓬散的頭髮下，

全神貫注一筆筆的勾勒。她寫着不同字體的「福」字，由篆文到楷體，字功和筆力都好，雪白

的粉末線條在夜色中穩定堅實，我站在她身後，只看到那俯伏地上、微微顫動的背影。旁邊圍

着不少途人，每當有圍觀者把錢放到地上，那埋在亂髮中的臉會稍稍側過來，點一下頭。我們

把零錢放下，她也側着臉點一下頭，沒有說話，一段萍水相逢也只能止於此處。 

 

10 另一邊是看不出年紀的合唱樂隊，結他手邊彈邊唱歌，搖擺着身子，一樣圍觀者眾。我沿

着街上走，心中想設立行人專區是甚麼意義，三十年來，車水馬龍依舊，馱着各自故事的人等，

還是摩肩接踵 4地不斷聚攏，然後不斷散開，我們要為行人撥一個專區，不許冒失的車輛騷擾，

是在努力找尋，還是等待相認？這時，在疊疊層層的電訊廣告宣傳直幅背後，我瞥見步上二樓

書局的樓梯，踏步上去，仍然是八十年代初的幽暗和陡斜…… 

11 不知由甚麼時候開始，旺角都不叫旺角，大家都叫它 MK。MK 是 Mong Kok 的縮寫，我

 
4 摩肩接踵：肩碰着肩，腳碰着腳。形容人多擁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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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是從青年人那裏學懂的，我覺得這叫法透着市井味道，也帶點冰冷，倒貼近此時此刻的旺

角。MK 仔、MK look 、MK 文化，聚集年青人，砵蘭街本來只令人想起桑拿指壓、小巴火鍋

之類，我年青時在這裏遊蕩，舉頭看到許多風月場所招牌，酒樓麻雀館，永遠排着長龍的小巴。

踏進新世紀，來個城市大變身，其中一段變成大型商場，朗豪坊成為年青人的專場。遊人仍然

很多，動機和故事卻似乎不再複雜，像當年我這種流淌的歲月，更加早就凝固過期，是被遺忘

的八九十年代電腦軟件，沒有人關心那段曾經存在的歷史，何況是當中一道冰冷的程式話語。 

 

12 現在，我漸漸步向知天命之年 5，此刻跟別人說要遊一下旺角，大家會覺得格格不入。天

命可知，世道人情卻難以臆測，旺角在新世紀忽然年輕，MK 沒有中年，甚至是由當日的中年

市井，忽然返老回到青年，而且竟是慘綠的一種；我，當日愛獨坐速食店一隅的青年，卻在相

望的對街，慢慢華髮漸生，步入中年。這種感覺無法形容，互動與遷移，像電影導演緩緩推着

鏡頭，神思和目光，我疑惑在固守的對望中，暗忖畫面應該如何調度。青春與蒼老，一些慣愛

搬弄的詞彙：文化積累、公共空間、集體回憶、核心價值……，對旺角，都真實而不重要，我

的旺角，是一段個性發展建立，與人文世界正面接觸的黃金歲月，當中萬千滋味——管它叫旺

角，還是 MK。 

 

——《傳家之寶》，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17 年，頁 60—68。 

  

 
5 知天命之年：語出《論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 

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此處指快將步向五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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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文問答】 

1. 作者年輕時最愛流連旺角哪些地方？為甚麼？試完成以下圖表。（10 分） 

段

落 

地方 活動 原因 體會 

第 

3 

段 

二樓書店  1. 尋找              。 

2. 當窮學生的日子，         

       已成為作者最大愛

好。 

3. 書店內卧虎藏龍，書店主人

收藏不同書籍。 

作者認為是自己               

          的青少年時

代，亮麗難忘。 

第 

4 

段 

電影院  

 

1. 是              

中重要的經歷。 

2. 相比現今人看電影的

態度，昔日在電影院

裏更能           

      。 

 

第 

5 

段 

 寫作／閱

讀 

覺得在速食店的角落是       

          的。 

從中得到文學的           

      ，沒有名利的野

心。 

 

 

2. 細閱以下引文，然後回答問題︰ 

甲 我像一枚不經意掉滾在旺角街頭的銀幣，跌宕顛簸，在幢幢旺角高樓的掩映遮蔽陰影 

中，滾到暗淡的街角，從未被人留意和發現。（第 3 段） 

乙 直到燦爛無私的午後陽光，在高樓與高樓之間送我一份耀眼的光明……（第 3 段） 

（1） （1）在引文甲，作者運用了甚麼修辭手法？（1 分）為何作者以「一枚不經意掉滾的

銀幣」來形容自己？試說明之。（3 分） 

修辭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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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2）承上題，作者因此而感到氣餒嗎？（3 分） 

答案： 

 

4. 在第 5 段與第 8 段中，作者說「我的旺角」和「一般人眼中的旺角」有何不同？試完成下

表。（8 分） 

段

落 

角

度 

一般人眼中的旺角（4 分） 我眼中的旺角（4 分） 

 

第

5 

段 

電

影

世

界 

港產片中，把旺角寫得

，一般以江湖情、古惑

仔、「馬佚」為題材。

⚫ 感染不到旺角如電影中呈現的江湖義、兄

弟情。 

⚫ 電影中的廉價情義，只是一種

的投影，只是人生中某一階段所追慕的

事，不是的狀態。 

第

5 

、 

8 

段 

旺

角

特

點 

⚫ ︰人多商

店多、泊車困難。 

⚫ ︰許多風

月場所、酒樓麻雀館、桑拿指壓

等。 

⚫ ︰高處擲

物、火燒排檔，傷亡不少。 

⚫ 在速食店中是寧靜、安詳的角落。 

⚫ 旺角很「旺」不是，

旺 角 的 本 質 不 是 危 機 處 處 ， 只 是

。 

 

5. 試根據第 10 至 11 段內容填寫下表，指出旺角「變」和「不變」之處。（4 分） 

說明 

不

變 

1. 在作者眼中，旺角在這三十年間依然是                  。 

2. 部分地方仍依然保留八十年代的風味。 

 

變 

1. 旺角多了很多                  ，例如「MK」、「MK 仔」、「MK look」等。 

2. 砵蘭街以前多是風月場所、酒樓麻雀館，現在變成                  ，是年

青人的專場。 

3. 現今人們到旺角的動機和故事不再像以前作者年代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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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 12 段，作者提到「MK 沒有中年」，而題目則為「MK 中年」，兩者分別是指甚麼？（2

分）又，作者對旺角的變化有何感受？綜合全文，試分析說明。（4 分）（作答提示：旺角陪

伴作者度過哪個成長階段？步入中年的作者看見旺角有何變化？作者感受如何？旺角對作者的意義是甚

麼？） 

「MK 沒有中年」是指（1 分）： 

答案： 

「MK 中年」是指（1 分）： 

答案： 

作者對旺角改變的感受（4 分）：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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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福仁 〈我記憶中的旺角〉（節錄） 

【作者簡介】  

作家、編輯、詩人。香港大學畢業，主修中國文學及比較文學。曾獲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

曾擔任《素葉文學》、《大拇指周報》和《羅盤詩刊》編輯。著有詩集《龍的訪問》、《如果落向

牛頓腦袋的不是蘋果》等；散文集《再生樹》、《書面旅遊》等；評論集《浮城 1. 2. 3——西西

小說新析》、《像她們這樣的兩個女子》等；與西西合著評論集《時間的話題——對話集》；編

著《西西卷》、《西西研究資料》。   

 

【題解】  

全文刊載於《香港文學》第 358 期。本文略有刪節。 

 

作者以多個旺角已清拆或改建的地方（包括戲院、麪檔、茶樓、球場）作引，敍述他於旺

角度過的童年歲月，也一併側寫五、六十年代香港的風土人情，以及粵曲界和足球界的風光年

華。在文章後半部分，作者以廣華醫院的棺材店為線索，從與棺材店少東玩捉迷藏，寫到與店

不遠的廣華醫院側門正是父親最後處身的地方，並愧疚於童年的頑劣。 

   

【課文】 

1 我記憶中的旺角是一副四塊半的盒子。語不驚人死不休麼？不是的。當然旺角在記憶中還

有奶路臣街的域多利戲院，那是上世紀的五六十年代，我一個星期總要看兩三次戲的地方，因

為不用買票，只需在戲院門口請大叔大嬸好心也帶我進去，大叔大嬸通常已另帶了一兩個，入

了場就鳥獸散坐。開場不久，前座的人一大堆總趁黑摸到後座去。前後座是不同票價的；還有

樓上，票價最貴，但經驗告訴我，買這種票的老闆甚少願意帶摯一兩個娛樂不多的可憐小孩入

場。播映後不久，那時的戲，總先放映四五分鐘卡通片，稱為「畫頭」，正本上映前帶位的夥

記就用電筒在後座掃射，一大羣，老少都有，像走難似的乖乖又回到前座去。但我向你保證， 

落幕時燈光亮起，我總會坐在後座最後的一行，而且坐在椅背上，以免前面的阿哥阿姐擋了視

線。看戲，是我小學時代最豪氣的娛樂，當我告訴媽媽我看戲去，她只會奇怪：這戲你不是看

過了麼？有時電影播放中途，屏幕下面會出現一行字：陳小牛你阿爸在門口找你陳小牛你阿

爸……陳小牛明天就成為學校裏大家訕笑1的對象。 

 

2 還有麥花臣球場，那是我小學時代終日流連的地方，學校就在旁邊，上課反而像副業，遇

上大黑何應芬2偶爾蒞臨，會指點我們這些毛頭一二技巧；至於小黑姚卓然、郭滿華，加上那位

 
1 訕笑︰譏笑。 

2 何應芬：綽號「大黑」，香港足球運動員、教練。曾效力於星島、東方、傑志、南華等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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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霍的老闆到麥花臣比賽，更不得了，人山人海。當年並沒有看台，觀眾就克制地在邊界前重

重圍觀，我也總有辦法從叔叔伯伯身後鑽到邊界前。許多年後我一位學生成為了香港足球代表

隊的教練，我算沾了一點光，這方面當然不是我教的。香港地少人稠，沒有廣場，意大利式的，

只有些公園，有些小型足球場。成年後我有十多年居住洗衣街，晚飯後散步總會不自覺走到球

場，樓下向左是花墟，向右是麥花臣。在熟悉的城市，散步可以是一種意識流 3。一次，晚上

無意中到了花墟看球賽，發覺自己對觀眾出席率構成重大影響，當時下雨，愉園對東昇，球員

遠多於觀眾，我看了半場就溜了。球場之外，當然不會忘記原本位於滙豐旺角中心旁邊的旋轉

餐廳，那已經轉到了七八十年代了，我喜歡和幾個寫詩的朋友如康夫、阿藍、馬若等在這裏午

聚，一瓶雜果酒之類就坐一個下午，令部長頭痛，餐廳每轉一圈就走來問我們還要甚麼。從餐

廳上俯看，不見甚麼美景，而是處處破舊的天台，還有大煞風景的印度神油之類廣告。但棺材，

我開初這樣說過，有人就死死地記住，如果再不交待，上面那許許多多，無論多麼有趣，都當

是插科打諢。 

 

3 好吧，我最深刻的記憶，也是最早的，我甚少告訴過其他人，是旺角的棺材。我當年住在

西洋菜街南，大抵是如今百老匯戲院再過一些，一家相機電器連鎖店的位置，再過就是登打士

街，過去十數年，整個旺角之旺就在這街角，兼且神理氣味，只需鼻子一嗅，因為這裏曾是臭

豆腐的集散地，腐臭瀰漫，食客卻逐臭而來，從幾毫錢賣到十二三元一塊，加上其他各式小食，

你受不了，只怪你不會吃，有遊客就嫌臭得不夠。近年的確愈來愈不臭，反過來令人懷疑我們

是否連嗅覺的功能也喪失了。記認一個地方，豈止能依賴眼睛，而忽略嘴巴、沒有鼻子？臭豆

腐、裹蒸糭、和味龍、鴛鴦、絲襪奶茶，馴化並且打通了我們各種的感官；當感官系統逐一閉

塞，就是遺忘。最後不知是這個地方失去我們還是我們失去這個地方，彼此不相干。過了馬路

是星巴克，北上是廣華醫院側門。地靈人傑，我在那裏誕生。五十年代，靠近登打士街，是若

干棺木店。各位看戲的青少年，看的是甚麼新世代 vampires，無疑沒有更到位的地方。小時候

的玩伴，是所謂街童，都來自這一帶，我們全都認識，一窩蜂玩甚麼呢？打彈子、拍公仔紙，

鬥金獅貓（豹虎，蜘蛛科，吃蒼蠅，擅鬥）。那時玩的，大都是觸摸得到，可以放進衣袋褲袋

的東西，要和其他小朋友面對面一起玩。還有捉迷藏。捉迷藏我們叫伏匿匿，總在我家樓下。

一個猜輸了的毛頭自己雙手蒙眼，背向，不可偷看，數二十下，其他人馬上四散躲藏。1234……

你不可能跑出旺角。只需捉到一個就算贏了，輪到被捉的受罰蒙眼，遊戲重新開始。 

 

4   這遊戲中外大小的孩子都會玩，何需我的講解？其實在講解過程時，我等於再玩一次。男

女毛頭裏其中有一個，就叫文仔，——我其實已記不起名字，從來沒有人可以捉到他。一次我

 
3 意識流︰二十世紀新興的一種小說手法。由於人的意識非理性控制，而似流水般到處自由流竄，因而稱為

「意識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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慌忙中跟他一起着草（高飛遠走逃避警方追捕的意思），原來他避進棺木店去，他是店舖的少

東。店員幫文仔揭開其中較輕巧的一副，躲了進去，我一時情急當然捨命追隨，還幫手把盒蓋

拉上，只留一線，我們擠在盒子裏半卧半坐，四周黯黑，只聽到彼此愈是屏息就愈是呼嚕呼嚕

的大氣。過去一定有過毛頭探頭到店裏，但坐在櫃枱的店員不笑的時候像劉克宣，粗眉大眼，

掛了鬚髯 4就是鍾馗，從沒有人會想到也不敢要求打開棺木。然後，突然有人敲打棺木，我大

吃一驚，原來有人被捕，警報解除了。只見劉克宣開顏迎接，還豎起大拇指，得意的說：好的

木材冬暖夏涼；這話我豈能忘記。但後來想，這還有甚麼關係呢。稍後，我家一度遷到新界去，

夢裏偶爾還出現躲進盒子裏的情景。不過可不要誤會，以為這是長期糾纏我的噩夢，不，我絲

毫不感覺害怕。童年無忌，成年後更無禁忌。再遷回旺角時，那店員認真端詳怎麼也不像劉克

宣，可見童年的印象並不可靠；而文仔着草到了更遠的外國。 

 

5 我不知道棺木店為甚麼會開在西洋菜街南。但後來我知道，登打士街斜對面廣華醫院的側

門，入口不遠有一所神秘的房間，沒有標示說明，這是閒人免進的停屍房。有一天我走進這房

間，是因為父親急病在這醫院過世。只見門內一邊一張小桌，一位穿了厚大衣的職員，替我核

對文件。再隨他走進冰冷的內房，在右邊一列鐵櫃拉出其中一個，兩個員工捧出包裹黑布的屍

體，放在地上，打開，職員說：看清楚。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完全沒穿衣服的老爸，縮小了一截，

變成了嬰孩，我倆從沒有這樣接近過。我小時候調皮反叛，成績差劣，不斷從這一所小學轉到

另一所小學，附近的小學幾乎讀遍了，老爸自己是小學校長，校長全是相識，老爸在同行面前

一定尷尬難堪，這小子把他的臉丟盡。所以後來索性遷居大埔去了，那時大埔的沙螺洞也真是

窮鄉僻壤。而他總是一臉慈和，嚴母的苦差派給了我的母親。我多麼希望能對他說一聲對不起

呢，但他大概會笑盈盈地回答：你只需對得起你自己。旺角一直在變，生命也在流轉，一轉我

已經走近老爸離去的年齡，他的在這裏終結，我的，從這裏開始。 

 

——《那一隻生了原繭的手》， 

香港：中華書局（2015 年 4 月），頁 246—254。 

 

 

 

  

 
4 鬚髯︰絡腮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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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文問答】 

1. 第 2 段，作者提及麥花臣球場與花墟球場。試根據以下引文，完成下表。（4 分） 

地點 麥花臣球場 花墟球場 

時間 童年時   

引文 當年並沒有看台，觀眾就克制地在邊

界前重重圍觀，我也總有辦法從叔叔

伯伯身後轉到邊界前。 

當時下雨，愉園對東昇，球員遠多於觀

眾，我看了半場就溜了。 

球場氣氛   

作者反應 期待  

 

2. 為甚麼作者在第 1 段說「我記憶中的旺角是一副四塊半的盒子？」試綜合全文加以說明。

（4 分） 

答案： 

 

3. 為甚麼作者在文末說「旺角一直在變，生命也在流轉，一轉我已經走近老爸離去的年齡，

他的在這裏終結，我的，從這裏開始」呢？試綜合全文加以說明。（4 分）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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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片段寫作 

片段寫作一 

觀看「細味油尖旺：沿路細看市區風景（網上學習版）」教件後，試代入其中一個遊人，描寫

他或她眼前所見事物。文章不須成篇，字數不得少於 300 字。 

➢ 請運用細緻的場景描寫，呈現所寫地方 

➢ 必須運用感官描寫、靜態描寫、動態描寫、多角度描寫、間接描寫其中兩種 

 

片段寫作二 

觀看「細味油尖旺：豐富多元的旺角（網上學習版）」教件後，試想像你是廟街或花園街上的

一盞街燈，你會如何描寫廟街或花園街？文章不須成篇，字數不得少於 300 字。 

➢ 請運用細緻的場景描寫，呈現所寫地方 

➢ 必須運用感官描寫、靜態描寫、動態描寫、多角度描寫、間接描寫其中兩種 

 

 

試想想，你在這個社區中⋯⋯ 

（1） 觀察到甚麼「社區特色」？（店舖、街道、建築物......） 

（2） 留意到人們的「生活情態」如何？（有哪些人？人們的外貌怎樣？他們在做甚麼、說甚

麼？（可配合人物描寫手法） 

（3） 看見了甚麼「生活面貌」？（他們的生活有何特色？） 

（4） 發現了甚麼「社區風景」？（可綜合上述對（1）、（2）與（3）的描寫以作說明） 

 

提示⋯⋯ 

（1） 留意到哪些人事、景物？ 

（2） 如何理解屯門的特色？ 

（3） 因各種觀察生出甚麼感受？ 

 

 

提示：宜代入遊人視角，以不同描寫手法呈現通菜街或花墟及其四周景物的面貌。可就眼

前景物，引起聯想。 

提示：宜代入街燈視覺，以不同觀察角度（俯視、遠視）與感官（聲音、空間等）呈現廟

街或花園街的場景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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