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於港島南區的漁光村，村如其名，是一條供漁民上
岸生活的公屋村，全村5幢大樓命名原則離不開海，雖然

時至今日村民已不限於漁民，但該村仍籠罩濃濃的熱帶風情，細至
去水口，大至透光天井、玄關、陽台等設計都迎合熱帶氣候所需，
讓漁民安居樂業。研究香港社區故事的團體為本報逐一解碼該村的
細節位，處處展現人性化和生命力，鄰舍之間的關係亦
更加融洽。 文：專題組/部分圖片來源：房協、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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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坊齊捐獻 義工最難忘

■房協委託著名華人建築師阮達祖
設計漁光村，他巧妙地利用「窿窿
牆」設計加強樓宇的通風。

■驀然回首，琼姐在漁光村度過了
33年時光，這條走廊記載着她和
家人、鄰居的美好回憶。

■70年代，孩子們在漁光村的遊樂
場玩蹺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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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姐搬到漁光村前，與夫家一
家十多口居於黃竹坑。當年得悉獲

派漁光村公屋單位時，高興到「幾晚都瞓唔着」；一搬進漁光
村順風樓，第一個想法就是「終於有自己嘅屋企，好開心。」
雖然搬入後，該村清拆的傳聞不絕於耳，但琼姐仍致力建

設家園，參與該村義工服務，漸漸從互委會的一般委員，變為副主席，再獲
推舉為順風樓的主席。當然，琼姐只是眾多漁光村投入義工服務的街坊之
一，看看互助社會址周圍掛滿感謝狀和獎盃便知，這也是琼姐最不捨的地
方，「漁光村每年都會參加歡樂滿東華屋邨/屋苑籌款比賽，雖然最多一年
也只籌到兩萬多元，但大家團結一條心，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我們義工團
去洗樓、擺街站，收入不多的老友記都願意捐少少出嚟。」
面對重建在即，琼姐除了不捨，但也有歡喜：「一世人都未住過新屋，

所以我好期待。」不過，琼姐的釋然或多或少是因為房協的安置安排做得不
錯，因受重建影響的居民，全部均可搬到石排灣和田灣山道交界處的房協公
屋：「相信大家會喺田灣再重聚，漁光村嘅互助精神一定可以傳承。」

■黎穎詩希望為充
滿特色的漁光村留
低一點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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