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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大家捱出頭的地方》

内容概要

老街坊重返深水埗，頓覺面目全非。踏入二十一世紀，私人發展商及市區重建局不斷在深水埗收購舊
樓重建。古風大宅、環形洋樓及方正唐樓、臨街小店紛紛拆去，街坊舊店消失，熟絡的街坊網絡被迫
解散，新建的大廈都採取密閉式地下大堂，令街道的商店鏈條截斷，行人匆匆走過。工業時代遠去，
深水埗雖然仍可以靠售賣電子產品、成衣配件及各式貨品而維持區內就業，但此地的舊樓也只是成為
低下層暫時窩居棲身、等待公屋分配的地方。往昔開工廠做實業、擺街邊賣貨尾，大家一齊捱出頭的
日子，該是一去不返了。
街頭閑談的環境消失了，舊街坊找不到很多聽眾，我們將他們的故事用文字和攝影記下，守衛共同的
民間記憶，這大概是弱勢小民除了革命之外的抗爭方法吧。
序
導言

碼頭不見了，工廠搬走了，新填地隔斷了

「通州街及北河街尾的交界，就是往日深水埗碼頭的位置。」朋友對照了舊深水埗碼頭的照片和今日
的街景，驚覺深水埗碼頭鄰接的街道上面那座閣樓仍在，碼頭的位置變成新行車天橋，後面是富昌邨
。後來我拿了舊地圖去訪尋，證實碼頭邊的舊樓仍在，填海在三公尺之外發生，原有的一排海邊樓房
竟然絲毫不動，至今仍然保存下來。
碼頭不見了，換了新的填海地，那邊蓋了一些住宅高樓，新舊區用高速公路和天橋分隔開。二○一四
年夏天，我獲邀去那邊的學校做故事工作坊，才首次踏足西鐵南昌站的附近地方。它在我心裏之遙遠
，就好似從香港去南昌。江西省的南昌我去過，深水埗的南昌街去過，南昌站上面的地方卻未去過，
去過也不會再回去。它與原本的深水埗隔絕，像海外荒島一樣的陌生。
深水埗碼頭在一九九二年停用之後，深水埗就不再是往日的深水埗。有貧有富的深水埗變成窮人為主
的深水埗，一個碼頭帶來的變化太大了。往昔船運是主要的載重運輸和跨海載人運輸，深水埗有碼頭
，就有船運、船廠，有水手上岸採購，有廣東移民，有貨物貿易，工業品和工藝品就可以用船進出，
居民可以用廉價的交通工具，直接到港島市中心的中上環工作和上學，形成由工人到初級中產的社會
階梯上升。這裏原有紡織廠、鞋廠、麵包廠等大型工廠，也有無數的山寨工廠和食物作坊。工廠密集
，就有山邊僭建木屋安置窮苦工人，木屋爆發火災，就有龐大的公共屋邨計劃安置災民，更有龐大的
長沙灣及石硤尾工廠大廈群，以便工人就近回廠工作。工人拿了工廠的貨版、貨尾或退貨，就可以做
小販擺賣，或者佔據樓梯底、市集街頭。碼頭的內河船，大陸水手上岸購買夜冷店的便宜二手貨和二
手書。文人在舊樓講學，在天台辦小學，武人在樓上開武館，傳授防身格鬥之術。綿密的小商店和小
攤販，形成深水埗密集的民生網絡。
一九八九年，港府決定在赤鱲角興建新機場，西九龍須要填海，建設機場鐵路及其他連接道路，順便
取得新土地。九十年代初，西九龍展開大型填海工程，令西九龍沿海一帶的深水埗碼頭、大角咀碼頭
、油麻地碼頭及佐敦道碼頭全部消失，只剩下尖沙咀碼頭。一艘船就是一個家、一家獨來獨往的企業
。這顯示香港政府不再重視成本低廉而競爭者眾多的船運，而獨尊管制嚴密的、獨家經營的地下鐵路
集體運輸。
深水埗過去以渡海小輪碼頭為運輸集散地，加上碼頭巴士站將乘客點對點運送，是往昔九龍的交通習
慣。舊日的填海取得新土地，以尋常的街道連接，為深水埗帶來生機，工廠、住宅、店舖從舊區伸延
到新填地，然而，臨近九七的填海，新填地以密閉式的高架公路與舊區隔絕，仿佛一條護城河，卻成
為深水埗貧困化的原因。比對起港島那邊鰂魚涌、筲箕灣一帶的填海，高架公路在海旁，新舊區與公
園等公共空間連接，新填地仍與舊區連接，想一想，就知道政府規劃的地區歧視。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完成的西九龍新填海區以中產屋苑式住宅和密閉冷氣商場為主，不設立商業大樓及
工業大廈，也沒有繁華的街道店舖生活，自然毋須在沿海設立公眾渡海碼頭。固定的地下鐵路運輸框
定了香港人的交通線，也為原本的小康社區劃下了貧窮線，碼頭直通中環的好日子，一去不返。起初
貪圖地鐵快捷而車費不貴（地鐵仍是港府經營的年代），放棄了碼頭渡海小輪，但渡海碼頭填平、拆
毀的時候，新填的土地與自己社區貧富分隔，已經不懂得後悔，因為很多人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深水埗是新九龍的交界處，人口密集，生計門路眾多。訪問的老居民說，以前的深水埗當然也有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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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基本上是小康社區，加上人口密集，看以前茶樓餅家林立的景況就知道。八十年代中期，工業北
移，九十年代後期，碼頭廢棄，新填海地和市區重建的都是底層密封的、隔絕街道生活連結的高樓，
這卻是貧富區隔的新規劃。我認識一些在附近公共屋邨居住的第二代年輕住客，他們父母、即是第一
代住客借助公屋累積財富之後，搬遷到深水埗重建的私人高樓住宅，住在「牙籤樓」或屏風樓裏面，
政府給予發展商不合理的重建地積比例來推高地價，樓宇蓋得高聳，密集並排，與周邊疏風、透日光
的舊樓格格不入。高樓的住客沒有什麼負疚感，反而沾沾自喜，既可以住到保安嚴密、私隱度高的私
人住宅，又可以享用低廉物價，街頭飲食方便。他們正在謀害培養自己生長的社區而亳無自覺，只是
感到僥倖。也有一些外邊遷入的，以為深水埗一直都是窮人地。
這些，即使九七之後換了政府，政府是記得的。但我們市民的，就慢慢淡忘。這本書比不上政府刊物
，不算資料齊全、圖片精美，但它守衛街坊的共同記憶和共同利益，用記憶來對抗遺忘，是弱勢小民
除了革命之外的安全方法吧。
文化工作坊繼筲箕灣之後，記述深水埗的風土人情，是因利乘便，事緣一位基督徒業主傅女士給文化
工作坊三年的相宜租約，使我們可以在該區安頓下來，日久踱步於街頭，細心觀察。故此，此書有參
與社區生活的實地考察風格和感情。
深水埗著名人物當然很多，然而此地位於九龍與新界交界，大陸移民遍布，人口流動頻仍，社區殊不
穩定，早期更有國民黨餘部聚居，幫會盤踞，武館林立，更一度釀成一九五六年右派暴動。故此談及
往事，頗多街坊諱莫如深，不能深究，即使靈異鬼怪之事，也是絕口不提，恐影響新接手的業主或住
客，此書敘述之歷史及訪問之人物，都是一鱗半爪，期以管中窺豹而已。

陳雲
夏曆乙未年二月十六日
西元二○一五年四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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