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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和後日
（十三、十四日）
是舊油麻地警署開
放日最後兩天，各
位讀者如果已在網
上預約參觀，請一
定不要錯過這個難
得的機會，和家人

朋友一起去見識這間以往經常在影視節
目中出現的百年警署真面目，順便與歲
月和記憶打個招呼。

兩個星期前，警察公共關係部
（不久前由原來警察公共關係科升格）
先在這間百年警署舉辦開放日傳媒優先
場，當日 「一哥」 蕭澤頤一身便裝波鞋
親自到場歡迎各位傳媒機構代表、評論
員以及部分大機構傳訊部主管，蕭Sir
開口便問： 「來到呢間館差，你哋會諗
起乜嘢呢？」 座中有幾個行家答： 「諗
起警匪片，黑社會、蠱惑仔電影囉。」
蕭Sir笑讚大家的答案沒有暴露自己的
年齡，而他本人的答案是 「粵語殘
片」 。在黑白電影時代，不少全城熱播
的悲歡離合故事都與這座舊差館有關，
回歸後拍攝的《學警出更》，《以和為
貴》、《反黑》等劇集電影，也有不少
油麻地警署的鏡頭。

油麻地警署建於一九二二年，今
年剛好一百年，是本港歷史最悠久的警
署之一，據警察公共關係部高級警司梁
仲文介紹，本港最早及至今仍保留的警
署包括建於一八六四年、位於港島荷李
活道俗稱 「大館」 的中區警署（現已列
為法定古蹟，成為文化保育項目）、建
於一八八六年的山頂警署、建於一九一
三年的長洲警署，這三個舊警署都已超
過一百年歷史，而深水埗警署建於一九
二五年，也已接近一百年。油麻地警署
最鮮明的特色是大門口兩條方柱托起一
個半圓形石屎簷篷，令市民進入警署報
案之前已產生一種安全感，這座三層
高、木地板的新古典主義愛德華風格建

築物，已被政府列為二級歷史建築。
參觀路線由地面大堂報案室開

始，大家紛紛與幾個身穿各時期警服的
假人合照，另一邊有警務人員擺好全套
工具為參觀者做 「掃指模」 ，並且將指
模資料即時印製成一張書籤，供收藏紀
念。在地下一層，一條僅可容一人通過
的窄長走廊入口處貼有中英文 「THE
CLUE型警解密」 幾個字，原來這裏是
最神秘也是參觀者最感興趣的地方，俗
稱 「臭格」 的四間羈留室，每間面積大
約三十呎，警員介紹，一般情況下可將
疑犯拘押在羈留室四十八小時。筆者過
往曾獲邀參觀監獄，見過在囚人士在獄
中工作的情形，今次見識真正的 「臭
格」 ，腦海立即浮現此處可能發生過的
種種情景。在開放日期間，工作人員在
四間羈留室內設計了一些互動的元素，
例如其中一間有破解密碼、解除爆炸威
脅的遊戲，讓市民透過參與遊戲，增進
對警方工作的了解，提升守法意識。

三樓有兩個小型展廳，介紹油麻
地社區變遷和發生在油麻地區內的多宗
重大案件和事件，例如一九八四年的士
暴動、一九八九年油麻地避風塘撞船意
外、一九九三年太平館餐廳槍戰、一九

九六年嘉利大廈大火、二○○○年發
現戰時炸彈，以及二○○三年飛虎隊
生擒賊王季炳雄等，還有一些警方幫助
街坊救急救危、市民以獨特方式表達感
激的溫馨小故事。比較資深的傳媒人對
這些大事件記憶猶新，而油麻地的老街
坊，或者對那些溫馨小故事更加刻骨銘
心。大時代與小人物，歷史與現實，在
這裏交集。

滄海一聲笑，百年風雲過。香港
警察多年來被評為全球最佳警隊之一，
香港亦是全世界最安全地區之一，警隊
男子漢形象更是深入人心。但三年前一
場 「黑暴」 ，香港警察被抹黑、被污名
化，種種情形令親痛仇快。在油麻地警
署百年紀念之際，警方舉辦以 「守法．
護城．百載情」 為主題的開放日活動，
上至警務處長下至警署普通警員都積極
參與，上周的首個公眾開放日，前任
「一哥」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親自到場
支持，體現警隊上下一心的團結精神。
這座經歷風霜、見證歷史的百年警署，
就是講好香港警察故事的最佳題材，
而香港警察的故事，則是回歸二十五
年以來，香港故事當中最精彩的內容
之一。

維港看雲
郭一鳴

 

































 

恐龍朋友港鐵遊

市井萬象

颱風天裏的事
近日，颱風 「木

蘭」 來了。一個颱
風，非要取一個巾幗
英雄的名字，是在說
其凌厲嗎？

剛剛立秋不久，
清晨，走在公園的小
路上，凝着露珠的草
尖被風吹過，濕了石

板路的邊緣，踩上去有些滑。前面，是
一座城市公共閱讀空間，索性走進去，
叫上一杯咖啡，看一會兒書。我是不喝
咖啡的，在書店或許能喝一些，提一提
神，一旦看了書，咖啡是什麼滋味似乎
也不太重要了，就像一旦看了書，將要
到來的颱風天也不那麼讓人懼怕。

在閱讀空間，讀到一本名為《有閒
階級論》的書。很有意思，這個世界
上，人們太忙碌了。尤其是城市生活節
奏的加快，人的腳步搗騰的速度似乎比
秒針的頻率還要快，忙着求學，忙着擇
業，忙着就業，忙着失業，忙着重新上
崗……也忙着戀愛、結婚、生娃、育
兒……接着又是一輪入學、升學、擇
業、就業。

不知道什麼時候， 「閒」 成了一種
奢侈品，所謂 「有閒階級論」 ，就是那

種有時間在草地、海邊叫上一杯咖啡、
端上一杯紅酒，發個呆、曬個太陽，一
呆就是一上午的人吧。

颱風似乎可以讓人不得不把腳步放
慢， 「躲進小樓成一統」 。此 「小
樓」 ，可以是圖書館，也可以是博物
館。

有一年在蘇州，下了很大的雨，也
颱了很大的風，已經不知道那年的颱風
叫什麼，只記得我走進蘇州博物館，在
貝聿銘大師設計的建築中，就着雨意，
看博物館裏面新派的蘇派山水庭院，看
裏面琳琅滿目的館藏文物，也順帶買一
些依照文物同比例復原的文創產品，回
頭給辦公室裏的同事作紀念。回到單
位，同事對我送的禮品表達謝意，我
說，別謝我，應該感謝那場颱風。

颱風天，哪裏都不去也挺好，窗外
雷聲隆隆，長風過境，在室內，煮一鍋
南瓜粥，南瓜要足夠老，小米要足夠飽
滿，熬出濃稠酣暢的一鍋，搭配蘿蔔乾
來吃，這也是不錯的事情。風聲淒厲，
一碗粥特別能帶給人安寧和安逸。想起
遙遠的封建社會，凡遇饑荒災難，富貴
人家總會施粥，為什麼是粥，而不是饅
頭大米？想來，無非是因為粥有稀有
稠，湯水中能帶給人溫暖和熨帖吧。颱

風天，蝸居室內，擺開案頭，練一練
字，吃一壺茶，似乎也都是不錯的選
擇。

當然，我沒有讚美颱風的意思，颱
風只不過是一個契機，它讓人不得已而
放慢自己的步伐，縮小自己的步幅，停
下來，想一想生前身後事，不是有句話
說，要抬頭看星空，更要低頭看路嗎？
星空，是關乎夢想的事；路，是關乎當
下的事。我們不得不承認，有時候夢想
的事要比當下的事重要，甚至是重要得
多。吾鄉有句話： 「不能老是低頭拉
車，更要抬頭看路」 ，這個 「路」 ，是
相對意義上的 「星空」 。

颱風 「木蘭」 已經走了，念及《木
蘭辭》中 「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
的句子，木蘭是從軍數年，終於有機會
梳妝。我們也別忘了在颱風天裏，給心
靈一些休整和梳妝。

自由談
李丹崖

▲Autostadt汽車博物館裏展示的
一九三五年產的汽車。 作者供圖

「這輛車是來自法國的，
這輛來自奧地利，這輛意大
利 ， 烏 克 蘭 ， 捷 克 ， 瑞
士……」 家裏兩個小朋友很喜
歡看車牌來辨別它們來自哪個
國家。很容易你便會發現柏林
有很多來自其他國家的車。

我想起當初我們把車從
美國海運到柏林，沒換車牌上
路時，時常都會遇到後車司機忍不住
摸出手機拍我們的美國車牌。來自其
他歐亞大陸國家已經不稀奇了，跨越
大西洋來的還是有點驚喜。

「大眾、奔馳、寶馬、雪鐵龍、
菲亞特、本田……」 女兒在停車場試
着 「測試」 一下自己對車的品牌的了
解，便一個人自言自語地一邊走一邊
說品牌名。我在旁邊給她增加了一點
難度： 「你還得說出來這些品牌是來
自哪個國家的。」 「大眾奔馳寶馬都
是德國的！」

看來這幾個柏林大街上最常見的
德國 「國貨」 品牌，她還是很熟悉
的。上一個暑假我們還一起去了大眾
的總部 「汽車城」 Autostadt住了幾
天，看了汽車博物館，學習了汽車在
德國的歷史和新款汽車的研發。在
「汽車教育」 這方面，德國人是認真
的，更是驕傲的。

有天吃飯的時候，女兒突然說
起，覺得大街上好像越來越多電動
車，特別是特斯拉。我說是不是跟大
家越來越注重環保有關，先生說是不
是因為特斯拉在柏林近郊搞了個工廠
產量提高了，兒子說可能是因為油價
漲得厲害吧。

事實上，我們在柏林也不大喜歡
開車。一是停車位難找，二是擁堵。
特別是夏天，單車橫衝直闖，令開車
人心驚膽戰。我認真想了一下，上一
次加油竟然是三個月前！難怪那次和
一位剛準備換車的朋友聊起，她也說
按你們這個車的使用率，確實沒必要
換新車。

朋友順便也說起她剛去
預定車的經歷，這個 「後疫
情時代」 的訂購真是難上加
難。由於各種原因的材料推
遲、人工短缺、費用增
加……她心儀的兩款新車，
預定周期竟然分別要九個月
和十二個月，並且這還只是
預估提車時間，不保證能按

時交付。她先生覺得等待時間太長，
不死心去問了另一個品牌，發現狀況
也差不多，有些熱門款式甚至還要在
標牌價格上加價。銷售人員告訴他
們，有些款式的現貨二手車，特別是
使用少、較新的，價格比新車價格還
貴。不問不知道，一問才知道 「現
貨」 這個概念在這兩年才是真正的
「奢侈品」 。

一方面現貨短缺，另一方面我們
卻在常去的公園附近見到了另一番景
象。一條街上，我們陸續見到了停着
四輛同一個豪華品牌的越野車，白
色，灰色，黑色，還有一輛熒光綠。
他們的車牌也是很相似的號碼，不難
看出應該屬於同一個主人。

有人不愛開車，有人一車難求，
有人卻在收集同款不同色的豪車。

這就是柏林嘛，各式各樣的車，
各式各樣的人，不然怎麼能是柏林
呢？

閒話汽車



柏林漫言
余 逾

園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准風物談
胡竹峰

虎
外
婆

《虎外婆》雜詩舊稿：
黃毛稚子不知醜，竹劍斜腰學頂牛。
老虎上門裝外婆，戴來瓜帽倒跟頭。
小時候常有俠客夢，做過幾把竹劍，斜挎

在腰間，以為平添了俠氣與威風。而每每眾頑
童打鬧，誰也不敢拔劍而上，多是額頭碰在一
起角力如頂牛，互相推搡，事後額頭腫痛半
日。冬天好一些，戴着瓜帽，帽檐壓低可以護
着額頭，還可以護着耳朵。孩子家好動，晴天
看見草地總忍不住上前倒跟頭，身體翻滾，染
一身草屑。最快樂的事，是夜裏躺在粗布蚊帳
裏，聽大人講故事。

故事裏，老虎幻化為外婆，敲門欲進，裏
面人問： 「怎麼聲音變了？」

「偶感風寒。」
哄進門來，小兒又問，面上怎麼少顆痣？

老虎外婆悄悄取灶下鍋灰抹在臉上，點黑成
痣。夜裏就寢，小女兒被老虎吃了。大女偽言
如廁，爬上樹躲起來，老虎方才悻悻走去。故
事裏最可怖的是老虎食人胳膊，咯吱有聲。後
世覺得血腥，換人為小兔。兔子無辜落入虎口。

民間傳說老虎常常變為人身，文人筆記
裏，卻總有人變為老虎的故事。

魯國一人病了七日，化而為虎，搏殺其
兄。漢朝藤州有夷人化虎。漢朝宣城郡守封
邵，一日忽然化為老虎，食郡民。眾人齊呼
「封使君」 ，方才離去，時人說： 「無作封使
君，生不治民死食民。」 晉太元年，江夏郡安
陸縣一個叫薛道詢的人忽得瘋疾，失其蹤跡，
一年後歸家入仕為官，說得病發狂時曾變成老
虎，以人為食，如此一年。同坐中有受害者，
號哭捉與官府，薛道詢餓死監中。唐朝武則天
當政時，郴州左史病而化虎，人上前擒住他，
虎毛已經長出來了。這些事跡白紙黑字寫在
《淮南子》《後漢書》《述異記》《齊諧記》
《唐書》上。

《述異記》還說，人無德而長壽，最容易
變成老虎。虎不食人，人化虎則食人，因為恥
其類而惡之。人變作虎，虎幻為人，其中弦外
之音，頗耐人尋味。

那是童年夏天的夜晚，搬一把椅子，或者
扛起竹床，幾個人坐在門前池塘邊上，蒲扇搖
動，吹來陣陣涼風，也吹來幾頭猛虎。除了那
幻變為人的老虎，還有一隻餓得狠了的老虎，
竄入人群叼走小孩，逃往樹林深處。故鄉是山
區，小小縣域幾十個地名裏有虎字，打虎沖、

捉虎山、老虎嶺、虎形、虎場、老虎凸、老虎
峽……一來舊年山裏林竹茂密，多有猛虎出
沒，二則過去地理先生常常以龍虎蛇定地名方
位。

故事裏老虎遇見獵物，撲上去，用爪抓住
牠，便撕咬開了，或嚼或吞，須臾而淨。還說
虎嘯之聲，響徹山野。有人走夜路，前方黑漆
漆的地方，有兩束綠油油冉冉的燈光，走得近
些，越發像綠色磷火般的亮光，好像一對小綠
燈籠，是老虎雙目之晴光。只見那老虎忽然咆
哮開來，震耳欲聾，人嚇得魂飛魄散，藏身菜
地天明方才回家，一夜飽受風寒，委頓三日，
方能下床。

故事裏還說老虎是貓的徒弟，學會了撲
咬，捕捉，撕扯。老虎藝成自持，想吃了貓，
貓卻一跳步，上了樹梢。原來貓留了一手，沒
有教授老虎攀爬之技。老虎只能眼睜睜地在樹
下乾望着。我總以為，故事演繹的或許也是人
間事。常聽說拳師授徒要留一手，怕人家學全
了轉身打敗自己稱雄。也真有其事，逢蒙殺羿
就是一個前例，這種古氣大概沒有消盡，不甘
人後的心理作祟。

祖父說，舊時大山深處有戶人家，住在角

落裏，獨門獨戶，那人家生來行善，人不在家
時，一隻猛虎為其看家護院。虎不驚人，人不
擾虎。那戶人家將一些吃剩的飯菜給老虎吃，
老虎則銜來一隻豺狼、野豬之類回禮。

童年夜話，是老虎、鬼、神仙、狐狸交叉
的奇聞異事。那時候最想有隻猛虎，一身斑斕
花紋，騎着牠在深邃的夜空中行走。因為聽說
老虎掌心有肉墊，極柔軟，走起路來，腳爪收
縮，不露半點聲響。

記得祖父問我，老虎脖子上的鈴鐺，誰能
解開？眾孩童紛紛以對，有人說膽大者，有人
說力大者，還有人說趁老虎入睡，我知道解鈴
還須繫鈴人的俗話，告訴祖父討喜。

很奇怪，雖然老虎叼走過小孩，卻對牠生
不出恨意，也不覺得害怕。鬼也不怕，最怕的
是不死人，老家說叫 「野生地」 的，人死了屍
身不化，穿一身壽衣，人不人鬼不鬼滿村跑。
夜裏， 「野生地」 白哈哈的臉越發可怖。倘或
是冬天，山裏有冷風呼嘯着吹過，窗紙嗚咽如
鬼哭狼嚎，心裏越發有懼意，忍不住用被子蒙
住頭。

如今 「野生地」 也不怕了，到底見過太多
野獸。

百年風雲過 警察故事多

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周年，香港
科學館特別舉辦大型恐龍展覽 「香港賽馬會呈獻系
列：八大．尋龍記」 。為加強展覽的教育性和趣
味，香港科學館和港鐵公司合作舉辦 「港鐵載遇恐
龍創意繪畫比賽2022」 ，鼓勵中小學生發揮創意及
想像力，結合恐龍與鐵路特色，創作獨一無二的藝
術作品。比賽得獎作品即日起將於香港科學館地下
展覽廳展出，作品亦將於部分港鐵站展示。

圖示繪畫組高小組冠軍──路德會聖馬太學校
（秀茂坪）學生梁樂晴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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