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5月31日 星期五港澳台周末
责编：任成琦 邮箱：cxx@pd.people.com.cn

那一条条隐藏在光鲜亮丽台北城里
的老街巷，历史可能有数百年，但长度
往往也仅有数百米而已。平日里穿行其
间，就像翻阅着一本厚厚的新书，突然
发现里面夹带着几张早已发黄的老照
片———剥皮寮街道蜿蜒两侧的，多是一
二层高的砖木结构房屋，红砖映衬黑瓦
和深褐的木门、木窗，显得古意盎然；
贵德街，乍见这条街时，会以为只是一
条后街小巷，很难想象，!"" 多年前它
是台北最早的洋楼街；而迪化街是台北
保存最完整的一条老街，走进去，依然
能见到一幢幢相连的老楼，多是两三
层，不少还保存着巴洛克风格的建筑装
饰。

昔日的繁华记忆

沉寂已久的剥皮寮老街，因为电影
《艋舺》 的拍摄而重新为人熟知。事实
上，人们早已把这里当成寻找记忆的怀
旧之所。
“茶馆、表店、私塾、米铺、浴室、

理发店、日式旅馆……这里什么都有。”
谈起剥皮寮往日的繁华，#!岁的老住户
陈金春向记者叙述道，随后指着一栋老
建筑喃喃自语：“我常到这家长寿号茶
坊喝茶……”陈金春身边，长寿号后人
陈碧云女士也回到了昔日的记忆：“这
房子是阿公自己盖的，我们家族在这里
生活很久，我整个童年都在这里。”

同样留有童年记忆的，还有写《台
北老街》一书的文史专家庄永明。出生
在大稻埕建昌街的他，念念不忘小时候
曾在骑楼里踩在厚积如毯的茉莉花（熏
茶用）上跑，也曾攀着“叠成一座座城
堡高”的茶箱爬。

大稻埕的发展，和茶紧密相连。
!$#! 年，才 %" 岁的当地茶商陈天来创
立“锦记茶行”，把握住当时台湾茶叶
外销的黄金时代，成功开拓南洋市场而
成为巨富。位于贵德街 &' 号的陈天来
故居建于 !#%" 年，当时陈天来聘请福
建师傅，模仿厦门一带中西合璧的风
格，采用欧式的古立柱及大拱廊、泥塑
的雕饰、拱窗，两侧搭配凸窗塔楼，整
个洋房格局华丽气派。

和贵德街相邻不远，如今的迪化街
同样远离了现代的繁华喧嚣，这里那些
传统的佛具店、绣庄、青草药店、糕饼
店依然执著地生存着。每到传统节日，
台北人还会特意到这里置办货物，只有
此时，迪化街才又重现昔日的盛景。

老房子背后的人与事

除了茶以外，大稻埕人丰富的文化
与生活型态，也是台北之最。贵德街附
近的西宁北路 $( 巷，巷里有一排不起
眼的旧屋。如今其他屋子外壁都已改贴
磁砖，唯独 )号门的二层楼房仍维持原
貌，陈旧的红砖及木窗，更显得落寞寂

寥。这屋子是李临秋的故居。
李临秋是日据时代台湾歌谣 《望春

风》的词作者。!#''年李临秋创作这首
歌时，才 %* 岁。根据晚年的回忆，他
的灵感来自《西厢记》里的诗句：“隔
墙花影动，疑似玉人来。” 《望春风》
字面上是描写少女们情窦初开，心动又
羞涩的情怀。后来，被引伸为描摹了当
时台湾社会民智渐开、民意思新的微妙
心态。几年前，台北市政府与 《联合
报》共同举办“歌谣百年台湾”与“百
年十大金曲”活动，《望春风》被民众
票选为第一名。斜阳草树，寻常巷陌，
现代柳永不经意的一曲吟哦，就唱出了
市井黎庶近百年的心声。

除了李临秋，在当地老街留下痕迹
的还有清末台北首富李春生，辩士（早期
台湾默片时代，在电影院里为观众讲解
剧情的人）詹天马、义贼廖添丁等等……
其实每一栋房子的背后，都藏着一个人
或一个家族的故事，无论是姓陈、姓李、
姓林、姓辜、姓周或姓黄；家族或显赫，或
卑微；故事或可歌可泣，或平淡如水。

谁忍心让其消亡呢？

“大稻埕，一个多么亲切的乡土地
名，可惜被历史淹没了，被人们遗忘
了，现在台北的青少年已经很少有人知
道曾经有这么一个地名。”庄永明慨叹
不已。大稻埕和艋舺，这两个不同的历

史聚落盛衰相继，先后发展出剥皮寮、贵
德街和迪化街等不同的街道文化，也构
筑出今天台北市的原型。而今天的台北
人，更为熟悉的是台北信义商圈，是 !"!

大楼、新光三越和威秀影城。
也是，走出老街，迎面而来的就是

高楼大厦、巨幅广告、绵延的车流、繁
忙的立交桥等现代都市元素，让人恍如
隔世。风水轮流转，庄永明怀旧之余，
只能哀婉地将迪化街形容为“台北的残
梦”，而称贵德街为“没落的贵族”。

在现代化和都市化的过程中，老街
也都曾面临惨遭拆迁的命运。由于剥皮
寮老街紧挨着老松小学，台北市政府早
就将其列为校舍预定地，但在市民的文
保意识逐渐高涨后只得作罢。“倘若当
年政府行动效率快速，上世纪 &" 年代
就征地进行拆除，改建为老松小学校
舍，则老街早就烟消云散了。”一位参
与剥皮寮老街保护抗争的当事人心有余
悸地说。而 !#&$ 年当局曾以迪化街建
筑陈旧杂乱为由，主张拆除重建并拓宽
街道，由于业主的抗议，拓宽令无法执
行，至 !##( 年终于定案维持原状，使
这条台北老街的原始风貌得以保留。

有人说，时光能留痕之处并不多，
而台北的老街保住了一些老建筑。虽然
它们多数都已处在风烛残年中，毕竟幢
幢都是历史见证物，它能够矗立便是一
种幸事。这种“历史教材”是独一无二
的，不能再生，谁忍心让其消亡呢？

本报记者 任成琦

台北的地标

建筑，向来众说

纷纭。有人说是

高耸入云的 !"!

大楼，有人说是

意涵丰富的中正

纪念堂，有人说

是古色古香的圆

山饭店。其实，

不动声色而韵味

悠长的台北老

街，似乎更应该

投上一票。

香港北角油街 !" 号，由

一座红砖白墙的二级历史建筑

成功“变身”而来的“油街实现”

艺术空间近日揭幕，成为香港

一个视觉艺术新地标。

“油街实现”是粤语油街

!"号的谐音，也是这座百年老

建筑的新名字。作为港英时期

的皇家游艇会会所旧址，如今

在香港特区政府主导下华丽转

身。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

署艺术推广办事处总馆长刘凤

霞说，改造尽量保留了历史建

筑原貌，又注重带给观者全新

感受，希望任何人都能在此自

由交流。

近年来，香港越来越多的

老建筑在各界推动下得以保存

并焕发新生命。

香港历史建筑被分为三个

级别，一级为具特别重要价值，

须尽一切努力予以保存，可以

考虑予以法定保护地位；二级

为具特别价值，须有选择性地

予以保存；三级为具若干价值，

并宜于以某种形式予以保存，

如保存不可行则考虑其他方

法。"##$年 !月，特区政府民

政事务局首次公布香港历史建

筑的部分清单，总数达 %&'

项。分别有一级历史建筑 !!$

幢，二级 !() 幢，三级 !&%

幢。"##$年之后的几年，当局

又陆续评估了 "##余栋建筑。

"#!*年一季度，再评出一级历史建筑 ' 幢，二级 * 幢，

三级 %幢。

对于古建保护的原则，特区政府在政策制定之初便

提出了“活化”的概念。特区政府官员林郑月娥说，“活化”

就是为历史建筑寻找新的生命、新的用途。强调以创新的

方法予以善用，使之成为独一无二的文化地标。

"##(年出台的“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至今推出

三期，已活化 !'个项目。其中包括一级历史建筑雷生春

活化为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保健中心，荔枝角医院活化

为饶宗颐文化馆。对私人产权文物建筑，特区政府则制订

了“维修资助计划”。

袖珍之地、发展不过百多年的香港，时下已是文建保

护界的取经之所。

林郑月娥认为，政府必须重视文物历史和民众要求。

“最重要的原则是要维持城市发展和文物保育的平衡。”

她说，在制定和落实建筑文物保育政策时，要兼顾几个重

要因素：首先是公众的利益；其次是尊重私人产权；再者

要考虑政府财政负担。

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香港长
洲太平清醮近日举行。除了有名的攀爬竞技
活动———抢包山之外，少不了飘色巡游。飘
色巡游，简称飘色。!#世纪 ("年代太平天国
起义失败后，清政府一度禁止粤剧，于是广
东省广州沙湾居民就以戏曲人物的造型巡游
而不唱戏，当时此活动又被称赛色。其后此
活动流传到佛山，于每年秋收后举行作为庆
祝。之后，再流传到香港长洲，并入长洲太
平清醮成为表演项目。在这个表演项目中，
小孩被支架撑着，扮演中国历史人物、古典
小说中的人物甚至香港政府的官员在街上巡
游演出。

后继无人，日渐式微

每年飘色巡游吸引了大批香港本地及海
外游客，当中最令人赞叹的，是只用数根支
架，就能将飘色小童承托的技术，可惜因为
后继无人，这工艺已日渐式微。

惠海陆同乡会荣誉会长黄成就表示，为
了生计，过往制飘色支架的师傅平日会制作
渔具，但现时行业不复当年辉煌，所以欠缺
新血入行。为了将传统工艺传承下去，今年
退休的黄成就会当义工，包括到长洲的中学
传授支架制作技艺，希望能培育下一代继承
衣钵。

当年黄成就的曾祖父黄胜利开办了“黄
胜利打铁铺”，负责制造承托孩童的飘色支
架，代代相传。明年已届 &"岁的黄成就表示，
这个行业无法维持生计，是欠缺新人入行的
主因。黄成就退休后，长洲就再无制作飘色
支架的师傅。他说，将来太平清醮的巡游只
能使用旧支架，甚至几十年后，支架损坏了，
就再无飘色巡游。

争做“色芯” 盛况不再

除了飘色支架师傅后继无人，飘色另一个
主角“色芯”同样难求。

惠海陆同乡会主席邝世来表示，以前家长
是自荐自己的小朋友做“色芯”，同乡会就像
选美一样挑选，能够选上自己的孩子成为“色
芯”，家长会感到非常光荣，但现在已经由
“人找我”变成“我找人”，又或者直接找相熟
朋友的小孩作为“色芯”。

第一次参加巡游、' 岁半的黄悦怡是今年
的“色芯”，她 & 岁的姐姐黄晞怡在之前 ' 年也
曾担任“色芯”。她的母亲表示，当初是大女儿主
动提出想玩飘色，一玩就玩了 '年，今年大女儿
因身高超标无法参加，眼见小女儿受到姐姐影
响，对飘色同样感兴趣，所以也同意让悦怡参加
今年的巡游。黄太又指，不觉得飘色有危险，最
重要女儿玩得开心就够。

希望政府拨款相助

黄成就退休后，会义务到长洲的中学向学
生传授制作支架的技术，希望有年轻人对此感
兴趣。但他坦言，就算师傅肯教，徒弟肯学，
还需政府支持。黄成就认为，政府应拨款开
班，让这门手艺传承下去。

邝世来表示，现时香港的出生率不断下跌，
要寻找适合的小朋友作“色芯”愈来愈困难。他又
指，现时很多家长过分溺爱子女，担心子女站在
飘色支架上有危险，加上日晒雨淋，也要过得父
母这关，“太平清醮飘色巡游这么多年来都没有
出现过意外，天气太热又会有人为小朋友扇凉，
所以家长不必太担心，小朋友在参与飘色巡游
后，会变得更有胆量，亦能增加见识。”

香港“飘色巡游”如何传下去？
汇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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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最久的工业经济社团———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今
年迎来 &*周年华诞，将举办系列活动，以发扬工合文化，创
新工合事业。
“中国工合”由著名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夫妇

及爱国民主人士发起，国共两党高层要员参与组建和领导，于
!#'$ 年 $ 月在武汉成立。国民党方面的蒋介石、宋美龄、孔祥
熙、宋子文等，共产党方面的董必武、林伯渠、邓颖超以及宋庆
龄、胡愈之、沙千里、朱学范、沈钧儒、黄炎培、邵力子、张治中等
都曾担任领导职务。“中国工合”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产物，是中
国人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晶。毛泽东在延安曾说：“组织建
立这种工业合作社，八路军和我本人，表示极大赞赏和热情欢
迎。”中国工合在敌后通过积极组织工业生产，在海外广泛争取
国际援助，被誉为“后方经济堡垒”，贡献卓著。

!#$' 年，经万里、姚依林、习仲勋等领导同志批准，正
式恢复工合组织活动。'" 年来，中国工合本着“团结合作一
起干”的宗旨，会员队伍不断壮大，自身服务能力不断提高，
正在走出一条以合作经济为基础，跨地区、跨行业的合作发展
之路。中国工合还积极搭建海内外合作交流平台，引导企业创
新发展，组织会员参与发展农工商合作，创办培黎大学，在探
索所有制改革、发展经济、扩大就业上多有建树。近年，中国
工合成功组团赴台考察，会见了国民党上层人士江丙坤、蒋孝
严等，连战为中国工合题词“嘉惠工商”。

“中国工合”75岁了
连 天

每年樱花盛开之时，台北阳明山游人如织。

本报记者 任成琦摄

!抓拍台湾

独门技艺遭遇后继乏人

香港老建筑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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