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了增加學生對口述歷史的認識和對訪問的掌握，並推動他們與長輩多作溝

通，香港青年旅舍協會主辦的「賽馬會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特別舉辦「兩代

情」徵文比賽，期望藉著訪問長輩昔日的屋邨歲月或其他居所生活情況，聆聽他們

的故事，並寫成文章，描述家人之間的愛或左鄰右里守望相助之情，並重溫當年一

代人拼搏奮進的香港精神。 

今屆比賽反應十分踴躍，共收到超過 3000 份作品。比賽題目包括小學組的

「昔日衣、食、住、行」或「遊美荷樓」，初中組的「沒有互聯網的日子」或「人

間有情」，及高中組的「我心目中的香港精神」或「當年舊物」。評判團包括丁新

豹博士、何文匯教授、范建強教授、黃浩潮先生及黃奕鑑先生以內容主題、情感表

達、文筆風格、遣詞用字及文章結構等等為評審的準則，從中挑選出其中 849 份優

異作品，選出各組別的冠亞季軍，並特別於 2015 年 7 月 2 日舉辦頒獎典禮，以表揚

同學的優秀作品及學校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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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獎 名 單  

 

最踴躍參與獎 

 

參賽組別 獎項 學校 姓名 年級 參賽作品 

小學 

 

冠軍 上水宣道小學 蔡欣琳 小五級 
昔日衣、食、

住、行 

亞軍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長沙灣) 
伍祉澄 小五級 遊美荷樓 

季軍 香港嘉諾撒學校 陳明安 小五級 遊美荷樓 

初中 

 

冠軍 北角協同中學 施鈺輝 中三級 
沒有互聯網的

日子 

亞軍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林穎晞 中三級 人間有情 

季軍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方澤鋒 中三級 人間有情 

高中 

 

冠軍 香島中學 歐曉彤 中五級 當年舊物 

亞軍 沙田官立中學 梁子林 中五級 當年舊物 

季軍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關海濤 中四級 當年舊物 

組別 獎項 學校 

小學組 

冠軍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亞軍 五邑鄒振猷學校 

季軍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初中組 

冠軍 南亞沐得會沐恩中學 

亞軍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季軍 德貞女子中學 

高中組 

冠軍 南亞沐得會沐恩中學 

亞軍 台山商會中學 

季軍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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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組冠軍  

蔡欣琳 五年級 上水宣道小學  昔日衣、食、住、行 
 

哎呀！晚上為甚麼突然漆黑一片的？

是地震引致斷電嗎？咦，沒自來水？一定

是水喉壞了。噢！為甚麼大門沒有關上？

這樣任何人也不就可以自出自入嗎？ 

 

不不不，這原來是爺爺嫲嫲在五六十

年代的生活寫照，停電、制水、左鄰右里

的人不分晝夜穿家過戶……一切一切對他

們來說是家常便飯，要是我回到這種生活 

，反應必定是大驚小怪，叫苦連天。 

 

在一次輕鬆的訪問裏，爺爺嫲嫲道出

了他們昔日的生活點滴，不但讓我加深了

對他們的了解，亦加深了對香港的情懷。

當中印象最深刻就是嫲嫲小時候的住所，

一個小小的單位竟然住了十伙人，要共用廚房和廁所，但大家仍能

守望相助，互相照應。在訪問中，我發現爺爺嫲嫲對以往的生活沒

有半點怨言，還回味非常。在他們身上體現了刻苦耐勞，堅毅不屈

和同舟共濟的香港精神。 

 

今日的香港，是過去幾代香港人的努力成果，所以我們絕不能

坐享其成，而是要薪火相傳，像前人般自強不息和努力不懈，延續

我們一直引以為傲的香港傳奇。 

©高添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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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組亞軍  

伍祉澄  五年級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 長沙灣 ) 

遊美荷樓 
 

今日下午，客廰傳來表弟們爭用洗手間的嘈吵聲。外婆說：

「你們現在真幸福，每家都有獨立廁所，以前我們住的徒置區，每

層只有公廁供大家共用。明天讓我帶你們到美荷樓參觀，到時你們

便一清二楚。」 

 

我們終於到達美荷樓，這座左上角印有四十一號的龐然大物，

原來是由香港的首個徒置屋邨中的其中一座改建而成的青年旅舍和

博物館。甫進入我便給一張六七十年代一家人蹲在路邊的立體相片

嚇倒了。突然，那邊傳來了媽媽的驚嘆聲：「噢！這些便是我兒時

的遊樂設施。」只見牆上印有滑梯、蝴蝶架、氹氹轉等……舊相片 

。把往日孩童那不識愁滋味的情懷表露無遺。 

 

再上一層，一個個百多呎

的六七十年代屋邨單位便活靈活

現的展現在我們眼前。還有外婆

所說的樓層公廁，那沒有門、沒

有沖水、只可以蹲下的廁所，讓

我知道外婆往昔的生活有多簡陋。 

 

這次參觀讓我更了解上兩

代的生活狀況及居住環境，充分

感受到往日「獅子山下」的精神，

明白到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互愛，

往往比物質來得可貴。  

 

©高添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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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組季軍  

陳明安 五年級 香港嘉諾撒學校     遊美荷樓 
 

爸爸是個懷舊的人，常帶我逛舊區去尋找「味道」。今天他帶

我到美荷樓。 

 

踏進美荷樓映進眼簾是一群蹲在地上一臉茫然的人的巨照，跟

着是昔日生活照片如天台學校、排隊乘巴士等，還有生活展品如紙

袋。最吸引我的是那些舊玩具如橡皮筋繩、紙摺手槍、公仔紙等，

這都是我從沒見過的。 

 

二樓是昔日居住美荷樓的生活「進化史」模型。從走廊的火水

爐廚房到屋內的石油氣爐廚房；從簡陋家居但有閣仔的「複式」單

位，到有家居佈置和多用途的「麻雀枱」廳房。最駭人的是那不設

防的浴室廁所，還有「前衛」環保的米舖雜貨店，最令我流連忘返

的是擺滿昔日小玩意和糖果的小士多。媽媽還買了五顆小布袋的

「抓子」教我玩。 

 

遊美荷樓讓我見識了不少新奇事物，從中感到我們這一代的幸

福，更加珍惜身邊的一切。此外，從爸媽興奮地講解昔日情境時，

深深感受到美荷樓的「魅力」，「她」能勾起長輩的回憶。我也驚

訝 昔 日

「無中生

有」的玩

意 創 作

力，更佩

服上一代

人刻苦堅

毅和守望

相助的精

神，這也

許就是爸

爸鍾情的

「味道」

吧！ 
©高添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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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組冠軍 

施鈺輝 中三 北角協同中學        沒有互聯網的日子 
 

泛黃的照片映現出多少早已逝去的回憶，黑白相間的漫畫，色

彩繽紛的彩毽，還有那令人苦思的翻花繩……一切的一切，都是如

此的單純和令人嚮往。 

 

那個時代，是經濟還未起飛的時代。家中有三四個孩子不足為

奇，父母早出晚歸，為口奔馳。爺爺便是一個經典的例子。憶起當

年，貧富懸殊並不存在，人們的生活平凡簡單，孩子們永遠在單純

而美好之中度過那令人難忘和感慨的時光。 

 

「 忘 不 了

啊，忘不了那一

張張獨特風趣的

公仔紙。」爺爺

這樣說道。起初，

我滿是疑惑。經

過介紹，才知那

各具特色的公仔

紙，正正是那一

代人滿滿的回憶。 

 

五 花 八 門

的公仔紙，是那

年代孩子們童年

的象徵。每每放

學、或是閑悶之

際，孩子們定會

相約一起，互相

你爭我鬥地玩耍。

公仔紙不僅取材不同，就連玩法亦各有奇趣──擊掌式、鼓著腮幫

吹、飛彈式……眾多的方法看似簡單，想連勝卻並不容易。或許會

在過程中慘敗而將公仔紙拱手相讓，又或許會因險勝而暗自歡喜。

在童年純真而又興奮的歡聲笑語裡，匆匆留下了無比珍貴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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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至今，經濟騰飛，科技迅速發達，帶動了生活質素不斷如

齒輪般轉變。輕巧方便的智能手機，活動自如的平板電腦等紛紛崛

起。也正正是這個飛快的轉變過程中，多少流連忘返的回憶，多少

無數童年純真美好的時光，如流水般不斷流失。 

 

無論科技的成就有多麼偉大驚人，它總是要付出更多的代價去

實現。那一個個代價，正正是我們老一輩人無數的星點記憶，那一

個個沒有互聯網、沒有科技所給予的回憶，是最純真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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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組亞軍  

林穎晞 中三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人間有情 
 

今年中秋夜，我一如既往和父母困在家中「慶祝」。我兀坐窗前，

好不容易才從密林般的水泥高樓之間，隱約看到一絲月影。在無數

路燈之中，月光顯得如陰霾般黯淡。我從三十樓俯視地面，只聽見

汽車的「呠呠」聲，街上的人匆忙地擦身而過，一眼也不望，令人

心寒。 

 

我和父母外出散步，家家戶戶均用巨型鐵閘鎖上門。此時鄰家

的先生出來，瞟了我們一眼，急忙走了。 

 

母親慨歎：「為何現代人如此冷漠？」她說自己兒時與鄰居打

成一片，與現代大相逕庭。 

 

於是，她開始憶述兒時

中秋夜的往事。她住在秀茂

坪的舊式七層大廈，天空萬

里無雲，沒有燈光和高樓騷

擾，皓月猶如一個白玉盤，

把暖和的月光映在走廊。家

家戶戶毫無顧忌地開著大

門，整個樓層的住戶擁擠在

母親家狹窄的客廳中邊賞

月，邊談天說地，熱鬧非

常。 

 

而母親和鄰家的孩子則

在走廊拿著五光十色的燈籠

追逐，蠟燭和燈籠用盡時，

孩子常趁各家門口大開，闖

進鄰居家中擅自取用蠟燭和

燈籠，又用蠟燭燒蟑螂、放

臭彈等，弄得鄰居家一團

糟，但鄰居從不介懷，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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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口盈盈地把一大堆糖果塞到孩子手中，逗得他們不亦樂乎。家家

戶戶的歡笑聲和溫暖的月光，洋溢殘舊又擁擠的大廈。 

 

母親說畢，我無奈地嘆氣，再次望著高樓之間那絲昏暗的月光。

香港一片昇平之時，鄰居之間的人情味卻被鎖在無底深潭，如月光

般消失在林立的高廈和噪音之間。 

 

我想，要打破鄰居間的隔膜，才能重拾昔日的人情味。這時，

我看到幾個小孩拿着電燈籠把玩，我便走了過去。那就由我做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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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組季軍  

方澤鋒 中三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人間有情 
 

今日

適逢中秋

月 圓 之

夜，我們

一家難得

聚首一堂

共享天倫

之樂。談

笑間，我

向爺爺問

及昔日可

曾與親鄰

好友間有

甚 麼 趣

事。只見爺爺皺了皺眉頭，捻着他蒼白的鬍子娓娓道來：「趣事倒

沒甚麼……」轉眼間畫面定格在多年前的一個中秋節，那時的爺爺

還只是個稚嫩的孩子。 

 
當時，他過着拮据的日子，在中秋節要是能嘗上一塊兒可口的

月餅是多美的一件事。記得在那不久前，爺爺家隔壁搬來了新鄰居，

是一對單親家庭的母子，從他父母口中得知，那對母子的生活過得

更為清貧。爺爺與他的玩伴不亦樂乎地舞弄着手中的燈籠。不經意

間望見新鄰居家只冷冷清清地坐着那對母子。爺爺毫不猶豫地拉起

那個年齡相仿的小孩，和一眾人玩耍起來。到了吃月餅的時候，爺

爺將本就不大的月餅切成了更小的塊兒，與鄰家小孩分着吃。原本

的愁容展現出一絲笑意。「那一刻，因為他的笑容我從月餅中嘗出

了更甜蜜的滋味，至今無法忘懷。」爺爺不徐不疾地說着。聽完爺

爺的一番話，令我不禁深深陷入了沉思。爺爺與他的鄰里只是萍水

相逢，但是他卻能毫不遲疑地拉起了別人的手，在那瞬間我體會到

了人與人之間一份真摰的情感。我想雖然只是一個小舉動，或是一

句話，只要是出自真誠，便能使人感到溫暖、欣慰。爺爺那友善待

人，仗義相助的處世之道令我深深敬佩。 

©高添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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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組冠軍  

歐曉彤 中五 香島中學           當年舊物 
 

午後，我與奶奶閒聊起從前

她用雞蛋包著銀幣給我燙臉的事，

感覺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為燙臉

時那微微的蛋香味和舒服的感覺我

現在還記得。而且燙上十來分鐘，

裡面的銀幣就會變得黑兮兮，十分

神奇，這時奶奶就會說是對我起到

了驅風作用。而陌生是因為奶奶許

久沒有用這個辨法給我＂驅風’了 

，銀幣長什麼樣我亦早已忘記。出

於好奇與懷念，我讓奶奶再翻出那

枚銀幣。 

 

再看到銀幣，我發現它比我

記憶中要更大，有二至三釐米。最具神韻的是銀幣正面有著袁世凱

側面面相，圓咕嚕的大光頭，一個稍高的鼻子，還有粗糙的鬍鬚和

笨重的雙下巴。上面是從右到左的＂中華民國三年＂，邊上則呈整

齊的直齒狀。翻過背面，工整有力的＂壹圓＂字樣被兩顆交叉的稻

穗簇擁著。 

 

奶奶說，這枚銀幣是十多年前隔壁屋紅姨給她的。那時我是個

不聽話的茬兒，從早哭到晚，除了睡覺不哭，就連吃飯也是哽咽着

吞下飯菜，甚至哭到街坊鄰里都出謀劃策，有的叫她帶我去”問米”

有的又叫她趕緊幫我＂契＂一個＂契爺＂……唯獨紅姨，她說我只

是小孩受驚受風，就將這枚銀幣拿給奶奶，教她將雞蛋煮熟，把銀

幣塞進去，然後用薄布包著給我燙臉燙身，就可以驅風定驚。 

 

＂你也別不信邪＂，燙著燙著你就沒那麼愛哭了。＂奶奶回憶

道。＂那為什麼後來到了幼稚園還在燙呢？＂我追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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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因為紅姨開玩笑說只有她的銀幣對你起了作用，說明大家有

緣分，一定要時常幫你燙，就當驅驅風也好。即使後來她要搬走，

我說還給她，她也不願，說會斷了緣……＂奶奶滿帶懷念地說。 

  

一邊聽著奶奶的憶述，我一邊在腦海中想象她所說的一幕幕，

覺得有趣又溫馨。＂那時大家你幫我我幫你，沒有隔閡，很單純，

跟現在不同。＂這是奶奶的原話。是的，我們所稱頌的屋邨精神不

就是這樣嗎？那時候大家都不會計較太多，甲家小孩沒人照顧乙家

可以幫忙，丙家忘了買米丁家亦可以舀幾杯送過去……但細細一想 

，現在這種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精神價值觀都漸漸淡化了。可能

我們再也不會對早上身旁一起等電梯的人說早晨，再也不會逢年過

節一起上天台狂歡，再也不會互相蹭飯。取而代之的是面碰面的沉

默，是走廊冷清的氣氛，是裝作聽不到有人喊＂等等＂而匆匆按下

電梯關門掣的自私行為。沒錯，今天人們一切先從自己出發，漸漸

丟失了原有的關懷、溫暖。也正如奶奶所說，現在跟過去不同了。 

 

現在的我當然明白銀幣變黑只是化學反應，但我不會告知奶奶，

亦選擇相信紅姨所說的＂緣＂，因為互助互愛的屋邨精神是留給她

們緬懷那個時代的最好的舊物了。 

 



16 

 

主辦機構 
Organized by 

捐助機構 
Funded by 

高中組亞軍  

梁子林 中五 沙田官立中學          當年舊物 
 

爺爺一邊細數著紅色膠袋內的一幅幅小畫，一邊跟我猜著小畫

背後的謎語。縱使年代久遠，畫邊已經殘舊破裂，但爺爺的神色卻

是難得一見的歡悅，仿佛兒時的玩樂場面重現眼前。「這些是公仔

紙，在五十年代是潮流呢！」 

 

我看著桌上簡簡單單的幾張紙片，實在難以想像這就是當年孩

童的玩具。不過，區區幾塊紙片，背後卻有著一個令人動容的故事，

同時也是這個故事，讓爺爺一直妥善保存他們至今。 

 

當年爺爺家的家境清貧，一家十口擠在不到一百呎的房屋裡。

作為最小的兒子，爺爺經常都往外跑，一放學放假便在公園、樓梯、

天台和玩伴玩得樂不思蜀。那時候公仔紙剛在爺爺的朋輩中興起，

縱使一張公仔紙的價錢低廉，但爺爺對著母親三跪九叩也討不了零

錢去買。 

 

「最後是一個很要好的朋友，我們都叫他做大狗，送讓了一張

給我。公仔紙的玩法很多，有搧、擊、掀、猜謎等等。我們當年樂

此不疲，每天放學都聚到樓梯底遊玩。」 

 

提及當年如何威風凜凜、英姿風發地擊敗其他人，從他們手上

嬴了更多公仔紙回來，爺爺的精神立刻為之一振。不過很快，他的

笑容便黯淡了下來：「後來大狗要搬屋，以後也不回來了，他說以

後長大了要聯繫就靠他送給我的公仔紙相認。可惜長大了，才發現

連聯繫方法也沒有。」 

 

聽了爺爺的敍述，我再看看桌子上靜靜地躺著的回憶容器， 

忽然察覺現在人們有了方便的聯繫方法竟也聯繫不了，心中不勝唏

噓。從五十年代到現代，物質從匱乏變得豐裕，環境從簡單變得多

元化，但孩童的朗朗笑聲卻消減了很多，有時候在街上看到孩子們

追逐嬉戲的背影，也感到有點兒陌生。是不是他們的物質不足？不

是，會買幾千元玩具給孩子的家長大有人在。是不是他們的玩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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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少了？不是，現在起碼比樓梯底好得多。是不是他們的玩伴少

了？不是，只不過是都足不出戶在家中玩網絡遊戲…… 

 

以前的小孩子就像爺爺，父母要留他們在家裡一刻也難。現在

的小孩子則是要不留在家中也難。他們太重視物質，所以才依賴了

手機、電腦、玩具來滿足自己，隔絕了和其他人的互動。他們又太

不重視物質，只要撒一下嬌就可以得到的東西信手拈來，到最後變

成不懂知足。 

 

現在的家長經常擔心孩子得不到快樂的童年，所以用玩具來充

填，卻忘了自己的童年是怎樣過的。與其給予孩子物質，倒不如給

予空間；與其給予孩子呵護，倒不如給予闖練；與其給予孩子照顧，

倒不如給予孩子自由。 

 

無論現今科技再先進，玩具再繽紛，也取締不了當年的一張公

仔紙，它讓孩子有發揮創意的空間，也是讓孩子聯繫起來的回憶容

器。 

 

 

©高添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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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組季軍  

關海濤 中四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當年舊物 
 

「文仔，幫我寫一封信給你的姑婆可好？」婆婆拖著蹣跚的腳

步，不斷顫抖的雙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拜託你了，我如果還能握筆，

就不用勞煩你們這些新一代了！」我不禁納悶：「婆婆，現在是什

麼年代了？為什麼還要大費周章寫一封信呢？」「讓你看點東西，

你就明白了。」於是婆婆回到她的房間去，像是在尋找什麼，只剩

下我呆呆地坐在客廳里。我真的不懂，寫信不但耗時，而且還要嚴

從格式，真不符合效率，難怪現在寫信的人越來越少了。可是婆婆

現在卻要我幫他寫信，真是「老古董」。 

 

我剛想到這裏，就看到了婆婆佝僂的身影，她柱著拐杖緩步走

到我跟前，遞給我一封信。我接過，仔細端詳著。我一碰到這封信，

就看到了一段泛黃的往事，撲鼻而來的一股陳腐而又不失色的陳香。

信的紙質也顯得薄如蟬翼，我生怕弄破了這薄紙，小心翼翼地展開

來細讀信中內容。先映入眼簾便是一種娟秀清麗的字體，久經滄桑

仍清晰可辨；再看下去，原來這封信竟是一封家書，它鉅細無遺地

記錄了每位家庭成員的生活情況；我再看下去，這封信的署名竟是

婆婆，我驚訝地看著婆婆，本以為目不識丁的婆婆竟有如此造詣，

真令我難以置信。 

 

婆婆意味深長地給了我一個微笑：「這封信里藏著一個道理很

深的故事呢……」 

 

很多年前，婆婆家鄉的生活環境很差，家人們被迫分離，分離

到各處謀生。姑婆與婆婆亦就此分開。婆婆後來偷渡到了香港，開

始了新的生活。可惜在亂世之中，姑婆失去了行蹤，竟沒有親戚知

道她的下落。為此，婆婆傷心了很久，終日以淚洗面，但她最後想

通了。只要她不斷寄信，不斷將她的家書寄到各地郵局，渺無音訊

的親人也有一天會收到吧。即使希望渺茫，但那時通訊極為落後，

這似乎是婆婆唯一能做到最有意義的事了。於是，婆婆就不斷地為

一位久無音訊的親人寫著信，收信人的地址卻永遠都是空白的。她

的信一次一次被郵局退回，她便一次一次地寫，由一手清麗娟秀、

仔細有力的字寫到歪歪斜斜、力不從心的所謂「字」。現在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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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她寫呢！原來，一封被我視為繁文縟節的信竟有這樣深刻的情

意，我真是太無知了。 

 

一封信，帶給我的不止是感動，還有深深的反思。曾幾何時，

人們收到一封信就開心得喜上眉梢，比收到名貴禮物更高興。但現

在，我們又何嘗會動一下那看起來比鉛還要重的筆，寫上一封信？ 

 

我們逐漸依賴著日新月異的科技，著重便利和效率，而逐漸忘

記了情深意重的傳統。一封書信是真的可以抵萬金的，它雖然與電

郵一樣都是以文字為載體，

但它的情意比起電郵更是

要深上數千倍，人在異鄉，

最高興的莫過於得睹故人

一筆一墨，故鄉一點一滴，

而書信就能稍緩這些遊子

的思鄉之情，一字一句都

帶有故鄉的味道，使這些

遊子在羈旅之中能稍作安

慰。無論婆婆對親人的深

重思念，還是遊子久求未

得的親人消息都能在一紙

書信中安置，漂洋過海，

編織著濃厚的骨肉之情。

我真是太天真了，一封封

由程序碼編成的電郵雖能

跨越疆界地域的限制，但

又怎能傳送那無法具象化

的情感呢？  

 

 

©高添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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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 獎 典 禮 流 程  

 

 

時間 (下午) 持續 事件 講者／嘉賓 

3:30  頒獎典禮開始 司儀 

3:30 3 分鐘 歡迎辭 

黃奕鑑先生 

賽馬會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

工作小組主席 

3:33 3 分鐘 主禮嘉賓致辭 
陳淑慧女士 

香港賽馬會慈善項目主管 

3:36 3 分鐘 評審代表致辭 
曾凱琪女士 

香港青年旅舍協會總幹事 

3:39 10 分鐘 

徵文比賽頒獎及合照 

(小學組、初中組、高

中組 

最踴躍參與學校) 

陳淑慧女士 

各組別得獎者(9 位得獎者及 9 位

學校代表) 

3:49 15 分鐘 得獎者分享 

前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美荷

樓生活館顧問丁新豹博士(主持人)  

及各組別冠/亞軍(3 位) 

4:04 1 分鐘 宣佈來年計劃 司儀 

4:05 5 分鐘 大合照 
主席、主禮嘉賓、評審代表、主

持人、嘉賓及各得獎者 

4:10  活動完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