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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去年11月頒布的施政報告中，香港特區政府推出「躍動港島南」計劃，旨在將南區打造成充滿活力，而且適合工作、
居住以及休閒玩樂的地區。即使計劃的具體細節尚未正式落實，但疫情期間隨港人本地遊上升的趨勢，無疑能給計劃試
試水溫，也似是一場模擬考試。作為「香港後花園」之一的南區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沿着海岸線的漁村承載香港的
歷史意義和人文精神，同時隨着時代的變遷，孕育出香港獨有的產業、歷史建築以及海洋公園、珍寶海鮮舫等著名地標。
而「躍動港島南」能否在港府的率領下，以煥然一新的面貌面世，甚至帶動整個都市一同「躍動」起來？

對於港府推出的「躍動港島南」計
劃市民都有不同迴響，但大多區內的
街坊都表示出發點很好，期待政府能
夠盡早頒布細節方案。南區的街坊陳
先生，住在鴨脷洲已經有十多年，他
形容該區是自成一角、旺中帶靜的地
方，同時也保留着漁村、舊香港的特
色，因為在市區少見，這些風景對於
他來說實屬難能可貴，因此期望計劃
能夠在旅遊、保育、教育和經濟之間
取得平衡。
被問到他是否擔心「躍動港島南」

計劃落實以後會對居民造成困擾，他
則表示即使南港島線多年前已經開
通，但仍然覺得南區的交通問題尚未
完全解決。他表示繁忙時間港鐵相當
擁擠，但要是坐車則會有擁堵的情
況。除了希望政府能夠再一次正視交
通的狀況，他還建議要推動計劃，必
須多加宣傳，以及編寫每一個景點的
簡介和位置，讓市民明確知道當中的
內容。同時，也可以跟區內的機構合
作，讓計劃落實得更加貼近民意。
「我贊成計劃的推行，但是落實以後
是否會影響居民、能否帶動經濟與就
業，暫時還沒有看見具體細節，所以
成效尚待觀察。」陳先生說。

「躍動港島南」計劃其中一
項強調要讓市民體驗漁村風
貌、歷史文化和生態旅遊，萍
姐和Stanley對計劃均表示歡
迎，卻不約而同覺得政府必須
「貼地」地聽取意見。萍姐就
建議推行計劃的人應該親自坐
上船體驗，而非在逗留在岸
上，單憑風景去進行評估「躍
動」的需要。在她心目中，政
府一直很用心要將計劃推廣，
但是往往在籌備期間沒有聽取
業內人士或者真正熟悉該文化
的人的建議，容易在過程上浮
於表面，沒有諮詢到位。「他
們很少會真正關心到水上人這
個小群體。」萍姐建議政府切
記因為水上人文化水平較低，

而忽略他們的聲音。「水上人才是真
正漁村文化的起源。」萍姐強調。
除了聽取民意，Stanley就期望政府
能夠多投放資源予類似「復刻南區」
的計劃當中，給年輕人機會去發掘更
多小故事、製作地圖和策劃路徑，甚
至多做相關的藝術創作，相信有助
「躍動港島南」計劃注入更年輕、更
有魄力的元素。「其實年輕人大多都
很想參與這一類社區活動，而且有時
他們的建議都很好。」Stanley期望政
府能夠多與民間機構合作，尤其是青
年團體，以完善整個計劃的設計。除
此以外，Stanley覺得適當的配套也相
當重要。關注到平日周末的香港仔大
街非常繁忙，交通的接駁、景點人流
控制的措施，或許會成為政府在推動
計劃時的難題與挑戰。「如果這個計
劃最後不單單面向外國遊客，而是同
樣吸引到香港人、讓人感受到人情味
的話，相信必定是很值得積極推
行。」Stanley認為人們對旅遊的心態
和環境改變，政策亦應該有相關的應
對。

站在鴨脷洲洪聖古廟遠眺對岸
香港仔，用紅磚搭建、現為二
級歷史建築的蒲窩青少年中
心尤其吸引眼球。建於1891
年，前身為舊香港仔警署，
至今仍然保留着殖民時期的
建築特色。經過歷代身份的
變遷，1995年正式被活化成青
年文藝創意基地。蒲窩青少年中
心屹立在香港仔的心臟地帶，具有歷
史意義和價值的選址，彷彿奠定了它
在南區肩負特殊的使命，除了給青年人開拓不同的機遇和發揮
的空間，同時也通過項目「復刻南區」其中一個活動「南區導
賞計劃」，培訓社區人士及青年成為文化大使，共同策劃導賞
團的行程內容，以不同主題組成南區歷史文化徑，詮釋南區大
大小小角落的故事，給前來的人收穫精神上的「紀念品」。
「香港這名字都是從南區的香港仔而來，很多有關香港的事

都是先在這裏發生。」蒲窩青少年中心經理黃沛霖（Byron）領着記
者遊歷導賞團其中一條路線，從過去以漁業為主的鴨脷洲，看超過半
世紀的小店，然後到洪聖古廟看石灣陶塑，了解水上人的信仰以及它
繁盛時期的背景，最後坐船回到香港仔，回到蒲窩青少年中心俯瞰、
飽覽對岸幾乎整個鴨脷洲。Byron表示：「南區導賞計劃」一般會讓
年輕人先在蒲窩青少年中心參觀再展開對區內的認識。中心對外看到
的風景，能夠給年輕人有一個「overview」，然後一起下區看文化特
色、通過與街坊對話聽故事，讓年輕人親自成為整個社區裏歷史文化
的嚮導，帶大眾深入了解南區。

讓年輕人參與碰撞出火花
「南區導賞計劃」與港府推出的「躍動港島南」計劃一拍即合，蒲

窩青少年中心董事蔡德昇（Stanley）感覺到，這種旅遊方式是社會的
大勢所趨，有別於過去流於大眾化的旅遊熱點和方式，現在的旅遊人
士，尤其是年輕人更傾向於在當地或者當區尋找人文的故事。「年輕
人發現自己的旅遊需要，所以我們中心很多藝術項目以及導賞團都是
年輕人自己想出來的。」Stanley認為政府為「躍動港島南」計劃勾畫
了相當不錯的藍圖，因為南區歷史悠久，的確有很多關於漁民和地區
的故事，該區年長人士比較多，卻同時因為興建了新的屋村，住進不
少年輕人。他相信這樣的搭配，要是能夠有更深入的溝通和互相理
解，必定會為南區碰撞出更有特色的火花。
「無論是街坊還是年輕人，實際上他們都很希望參與在『躍動港島

南』的計劃當中。」Stanley直言南區有很多「寶藏」，即使計劃更多
的細節尚待政府敲定，但相信蒲窩青少年中心能夠與一眾年輕人攜手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尋找更多的資料、題材、人脈以及人文故事，來
配合政府一同給南區賦予新生命和意義。他認為香港人大多住在石屎
森林裏面，他們的幸福感除了來自於物質，實際上也與區內的文化氣
息掛鉤。「很多時候年輕人喜歡來到我們中心參加活動的原因，是因
為他們感覺到一份人情味。」除了一些固有和主流的景點，Stanley覺
得同時也要懂得善用這份人情味來舉辦旅遊或者導賞項目，就可以給
無論是本地遊還是外地人旅遊的平衡。「我覺得這些小故事是長遠吸
引旅遊人士的重要關鍵。」Stanley說。

在甫進舢舨之前，沿着香港仔
海濱公園就能看見黃色、上面
寫上「舢舨旅遊」的旗幟隨風
被吹起。據了解，今天能夠做
遊客生意的舢舨僅剩下八到十
艘。已經步入七旬的朱燕萍
（萍姐）擁有一艘舢舨，平日
會親自開舢舨接待遊客，她形容自
己幾乎一生都在舢舨上度過。她告訴記
者，海域上有不同類型的船，而她開的是少
有獲得政府發旅遊牌照的舢舨，每一次的船程約有45分鐘的
導賞，帶領遊客穿梭海上的「橫街窄巷」以及著名地標。過
去從接待大量的日本、韓國、西方國家以及內地客人，到去
年因為疫情，開始接待本地遊客，萍姐不禁嘆息過去在岸上
遊客「大排長龍」的光景已經不再。
「疫情關係，很多沒有來過香港仔的人來到都不知道有我

們這種文化。過去香港人有錢就坐飛機出外。」本身能夠安然退休
的萍姐，選擇趁着疫情留在舢舨繼續啟航，是因為作為一個徹頭徹
尾的水上人，眼見逐漸消失的漁村文化沒有好好被重視和拯救，她
決定堅守老本行，盼獲得更多本地人關注南區獨有的文化特色和產
業。萍姐提到，要保留水上文化一定需要靠後人的承傳，但幾近式
微的行業，既沒有師傅去做新的木船，還需要定期付出一筆昂貴的
維修費，即使有人願意入行，也會被種種因素嚇怕。「近日客流量
本身就少，單是維修舢舨就用了半年時間，還沒有算上人工和油
費，就付了三四萬出去。」萍姐唯有靠自己不斷轉型，迎合大眾的
需要，比如：幫人拍婚紗和畢業照、重新布置舢舨、尋覓打卡熱點
等投放更多資源，藉此延續傳統和吸引更多人關注漁村文化。

珍寶帶着傷感告別
見證着水上文化由盛轉衰的萍姐，被問到讓她感受最深刻的變

遷，她毫不猶豫就提到剛剛結業的珍寶海鮮舫。她憶述自己四歲的
時候就隨媽媽做遊客的生意，一定會帶他們到海鮮舫，甚至每逢媽
媽的生日都會在那裏慶祝。另外，在扒龍舟的日子，海鮮舫的門前
會有很多船隻排隊等着進去的景象對她來說依然歷歷在目。多年以
後，就經常會看見很多明星和粵劇老倌到那兒吃海鮮，她感慨，那
又是一個時代的變遷。「太白海鮮舫、海角王宮到珍寶海鮮舫，由
媽媽帶着自己，到自己把孩子養大，甚至有了孫兒都有家庭的見
證。沒有想過它就這樣落幕。」已經把自己當成裏面的一分子的萍
姐表示，知道海鮮舫結業那一刻非常傷感。
「當時明明被稱為一個『王國』，為什麼現在會變成這樣呢？」

萍姐坦言懷緬的情懷不會減退，也很想念昔日海上五光十色的大時
代，但也必須接受漁業文化的盛世是永遠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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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稱為彈丸之地的香港被稱為彈丸之地的香港，，自開埠以來僅自開埠以來僅

有百多年歷史有百多年歷史，，卻是一件埋藏故事的寶卻是一件埋藏故事的寶

藏藏，，單是南區就訴說着香港方方面面成長單是南區就訴說着香港方方面面成長

的故事的故事。。避風塘與香港仔海濱公園避風塘與香港仔海濱公園、、新舊新舊

樓宇與工業大廈樓宇與工業大廈、、遊艇與舢舨的交錯成了遊艇與舢舨的交錯成了

一道獨特的景致一道獨特的景致，，是水上人是水上人、、街坊感到自街坊感到自

豪豪、、且珍而重之的一片土地且珍而重之的一片土地。。在香港特區在香港特區

政府宣布推出政府宣布推出「「躍動港島南躍動港島南」」計劃之前計劃之前，，

在南區在南區，，傳統的傳統的「「舢舨旅遊舢舨旅遊」」以及私營或以及私營或

非牟利機構早就開始推廣不同路線的導賞非牟利機構早就開始推廣不同路線的導賞

團團，，帶領參加者從帶領參加者從「「昔日香港昔日香港」」出發出發，，發發

掘埋藏在民間的故事掘埋藏在民間的故事。。導賞團讓人們重新導賞團讓人們重新

解讀解讀、、欣賞當區的風貌和人文精神欣賞當區的風貌和人文精神，，並通並通

過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連結過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連結，，盼給南區賦盼給南區賦

予新的意義予新的意義。。

採採、、攝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苡楠陳苡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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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人冀不失舊香港特色

動動
●●蒲窩青少年中心董蒲窩青少年中心董
事蔡德昇事蔡德昇（（左左））以及以及
中心經理黃沛霖中心經理黃沛霖。。

●●珍寶海鮮舫給萍姐留下最深刻珍寶海鮮舫給萍姐留下最深刻
的感受的感受。。

●●萍姐建議推行萍姐建議推行「「躍動港島南躍動港島南」」
計劃的人應該親自坐上船體驗計劃的人應該親自坐上船體驗。。

●●萍姐平日會親自開舢舨接待遊客萍姐平日會親自開舢舨接待遊客。。

●●蒲窩青少年中心被活化成青蒲窩青少年中心被活化成青
年文藝創意基地年文藝創意基地。。

●●蒲窩青少年中心的選址蒲窩青少年中心的選址
被列為二級歷史建築被列為二級歷史建築。。

●●年輕人通過與街坊對話聽街坊講故事年輕人通過與街坊對話聽街坊講故事。。
蒲窩青少年中心提供蒲窩青少年中心提供

●活動讓年輕人成為整個社區裏歷史文化
的嚮導。 蒲窩青少年中心提供

●●南區訴說着香港方南區訴說着香港方
方面面成長的故事方面面成長的故事。。

●●計劃推出計劃推出
之前之前，，民間民間
已有舢舨觀已有舢舨觀
光團以保留光團以保留
南區文化南區文化。。

●●鴨脷洲街坊陳鴨脷洲街坊陳
先生先生。。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萍姐擁萍姐擁
有自己的有自己的
舢舨來接舢舨來接
待遊客待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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