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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見長者走到社會
運動的前線，他

們不畏懼，不擔心自
己的安危，表示希望
為下一代香港人做點
事，或許有些
人會十分不認
同 他 們 的 做
法，認為他們
跟年青人一起

「攪事」；但又
有一些人會十
分敬佩他們，身體雖
然軟弱但卻有著無畏的
精神。

長者是市民大眾
的一份子，關心身處
地方的事情是理所當
然的，當社會上充斥
著不同聲音的時間，

令我想起昔日老師的
教訓：讀書是培養個
人獨立思考和明辨事
非的能力。特別在今
時今日的香港，有多
元 的 聲 音 ， 甚 麼 是
對？甚麼是錯？又或
是錯與對之間已經是
一 個 非 常 複 雜 的 問
題。那麼，可以的話
就盡力多了解身邊發

生的事情，抱開放的
態度多聽不同聲音，
甚至親自了解，就算
是 不 同 意 別 人 的 意
見，彼此應以尊重的
態度來相處。

有很多長者雖已
踏入遲暮之年，但內

心仍然清明如鏡。相
信這跟經常與外界保持
接觸、多參與不同活
動、跟不同人士社交
和分享、多閱讀時事
新聞實在不無關係。
記得 25 年前，爺爺重
病時在醫院，有一段
時間神志仍是十分清
醒，那時剛遇著當年
中國民運事件，由於

他的病房是沒有電
視，所以每次均叮
囑 子 女 要 給 他 報
紙，直到他無法再
讀 報 的 那 一 刻 為
止。當年我一直沒
有問爺爺對當時事

件的看法，加上他不
是愛發表意見的人，
但最為我一直記得的爺
爺是個心繫社會的老人
家，是我敬佩的人。

祝福香港這個城
市，願平安常在大家當
中！ 

人物掃描人物掃描
◆ 吳之瑩

數年前在一個舊區講座中
與何國標（Louis）有一

面之緣，當時深深感受到他
對油麻地那份深厚的感情。
作為一家近百年木店第四代
傳人，他見證着這區五十多
年來的變化。高掛在老店的
金漆招牌「泗祥號」是祖母
特別訂製，二十多年前遷往
今日新填地街的舖位時曾翻
新，別具歷史價值！

「泗祥號」是香港碩果
僅存的木材加工店，何國標
慨歎這行業日漸式微，全港
只此一家，靠他們兩仔爺

「撐」着，將來恐怕後繼無
人。猶記得中學時放學後便

跟隨父親在店舖作業，承

襲了這門家傳手藝。難得
八十多歲的父親仍每天到店
裡坐鎮，他則忙於接訂單、
負責製貨流程等，父子倆合
作愉快！

何國標名片上註有專營
「鐵木律囉、木餅喉碼、錶
板線夾」等名目，年輕輩未
必曉得是甚麼，原來多是船
上專用的木製配件。隨着油
麻地從漁港逐步填海出現的
城市變化，「泗祥號」不斷
轉營。環顧店裡貨版林林總
總，有拍賣官手中的巨型木
槌、木製警棍、唐樓電錶板
等。近期年輕人流行手作皮
革，也常訂購木槌。

除了木工手藝精湛外，

他研究香港街道歷史堅持求
真之心確值得欣賞，他堪稱
是油麻地街道的「百科全
書」，對舊區老店和街坊暸
如指掌。談到這課題，原本
略帶嚴肅的標叔登時綻露笑
容地說：「我閒來最大興趣
是研究街道歷史，假日愛帶
着相機往舊區流連，把可能
消失的景物攝下。」雖然平
常工作繁忙，仍趁空檔跑到
政府檔案處找資料，也會相
約志同道合的朋友陳天權、
高添強等交流心得。

他回想資料搜集過程有
無限樂趣，也有意想不到收
獲。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
八十年代雲南里附近重建在

即，他從九龍供水地圖查到
附近的紅磚屋是油麻地抽水
站，遂去信古物古蹟辦事處
爭取保留，最後幸得水務處
工程師的引證，與油麻地戲
院同保留一磚一瓦。

何國標
年來搜集得
不少資料和
圖片，用以
撰寫舊區發
展的文章，
不久前完成
了「果欄百
年 」一文，
聽說近期又
有新構思。
他謙虛地說

仍有很多研究待做，如深水
埗唐樓的資料仍有待發掘，
相信將來當他放下工作會更
投入研究，好好整理這資料

「寶庫」，熱切期待他有更多
作品與大家分享！

•	「泗祥號」傳人何國標愛研究街道歷史。

過去，
《松

栢之聲》舉辦了焦點小組，
透過親身接觸，藉以募集大
家的意見，為讀者提供更適
切的資訊。當中，不論是讀
者或非讀者朋友，他們均表
示對懷舊的主題及圖片感到
興趣，這些資訊不但能幫助
他們對身處的地方舊貌多一
點了解，更重要是能勾起他
們的回憶，有時更勝文字。

說起懷舊這個主題，
相信大家對鄭寶鴻先生的名
字一點也不陌生。鄭寶鴻先
生為著名的香港歷史掌故專
家，現為香港歷史博物館、
香港文化博物館及香港大學
美術博物館的名譽顧問。多
年來，鄭先生亦一直為《松
栢之聲》的讀者分享自己珍
藏圖片以介紹香港歷史、掌
故與歷史等；上年度，鄭先
生更為《松栢之聲》主講「香

港街道趣趣地」免費講座，
和大家親述香港街道歷史，
吸引數以百計的讀者報名參
加，反應熱烈。

本年度，《松栢之聲》
有幸再邀得鄭寶鴻先生為讀
者舉行免費講座，分享「香
港五十年代社會影像 」。
五十年代的香港，百廢待
興，是一個需要辛勤工作

「捱世界」的社會，充滿挑
戰，但亦有無數出人頭地的

機會。其時，大陸政權更
易，大批內地人南下，種種
因素迫使香港從轉口港轉型
為工業城市，為香港經濟發
展奠下基石。講座中，鄭先
生將透過寶貴的圖片，從不
同角度與大家重溫當時的社
會面貌。

是次由聖雅各福群會
《松栢之聲》和《灣仔長青學
堂》一起主辦，並邀得香港
著名歷史掌故專家鄭寶鴻先

生主講「默默向上游 — 香
港五十年代社會影像」免費
講座。講座日期為 2014 年
11 月 20 日（星期四），上午
十時三十分至十一時三十
分，於灣仔石水渠街 85 號
四樓明華堂舉行，大家千萬
不要錯過這個親身細聽鄭寶
鴻先生帶大家重溫五十年代
社會面貌的機會。由於名額
有限，先到先得，報名及查
詢請致電︰2831 3215。

油麻地
百年木店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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