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鬧市中的戲劇小綠洲
詩 葉
沒想過在佐敦鬧市及民居

之中，會隱藏着一座葡式建
築，位於覺士道的前賈梅士學
校，可說是鬧市中的小綠洲。
周邊被一棟棟屋苑包圍，這學
校的入口並不起眼，先要經過
一條長長樓梯才可進入校內。
充滿活力與朝氣的黃色是建築
物的主調，令人驚喜的是整個
校園洋溢着南歐風情。看到葡
式設計最常見的弧形窗框，碎
石鋪成黑、白兩色相間、呈波
浪圖案的地面，牆上黃澄澄的
色調線條鮮明，到處散發獨特
色彩，有一刻還以為身處澳
門。

原來這學校真的跟澳門有
關係，其歷史可追溯至1902
年，建築物前身是一座歐式別
墅，用作九廣鐵路經理的公
寓，後被政府收購，用途經歷
多次變遷，但無論怎樣改變，
都離不開作育英才。建築物先

被改為九龍英童學校，後來變
成葡僑學校，由葡籍建築師柯
華利士負責，並以葡萄牙詩人
賈梅士命名，主要是提供讀書
機會給在港的葡籍小童，但因
學校以英文為主要語言，據聞
當年不少本地家長為讓子女學
好英語，也想子女入讀此校。
學校停辦後，至2021年被活
化成香港話劇團教育中心。

建築師秉持保育原則，
「原汁原味」地保留原址外
貌。改造期間亦花了不少心
思，如所用的都是環保物料，
還加設升降機達至無障礙環
境，並將天台改為天窗讓更多
自然光進入；室內樓梯保存原
裝的同時，也為安全問題加裝
黑色扶手等。學校除了在2019
年被評為二級歷史建築，也曾
榮獲「環保建築大獎2021－既
有建築類別－優異獎」，為古
蹟校園注入新活力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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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 論壇

活成一棵老樹
俞東升
最近看了一段大叔大媽的

舞蹈視頻，是那種男女搭配的
舞蹈。然而，針對這段視頻，
網民的留言卻是噓聲一片，甚
至是罵聲一片，其言辭之尖
銳、其態度之厭惡，讓人不忍
卒睹。

同樣男女搭配的舞蹈，如
果換成青春的俊姑娘、帥小
子，再看視頻下的留言，網民
就像打了興奮劑似的，各種讚
美、各種羨慕，爭先恐後地飛
過來，其文采之靈動、其語言
之幽默，讓人忍俊不禁，與前
者形成雲泥之別。

看了這些網友的留言，我
不禁有一些感想。每個人都有
老的時候，把「不服老」的想
法，秘密地藏在心裏，不要討
年輕人的嫌。以「不服老」的
心態，堅定而沉着地過好自己
的老年生活。老了，就要有老
了的樣子——把自己「雪藏」
起來，練好內功，安靜生活，

活成一棵老樹。
活成一棵老樹，清風到訪

了，微微點個頭；細雨飄過
來，友好地擺擺手；即便遭遇
了十幾級的颱風和N年未遇的
暴雨，老樹也以平常心視之，
既不屈服也不驚慌。

活成一棵老樹，不再刻意
裝扮自己，不再奢求「年輕時
的模樣」，一切順其自然就
好。也不要和年輕的樹木爭風
吃醋、顯擺自己了，更不要奢
求到那「花柳繁華」之地去安
身立命——站穩自己的一小塊
土地，就好了。

活成一棵老樹，炎炎夏日
為休閒的人們遮遮蔭，替戶外勞
動的工人農民擋擋雨，給無家可
歸的鳥兒在樹枝上築築巢……

老樹應有老樹的樣子，做
老樹應做的事情，堅忍不拔地
站立在大地上，在這個星球上
留下一個影像：我來過、我看
過、我累過、我奉獻過……

東江水供港60周年 水務署辦巡迴展
今年為東江水供港60周年，為紀念及

慶祝這個重要里程碑，水務署舉辦專題巡迴
展覽。除展示香港在六十年代應對旱災的情
況和當時東深供水建造工程的珍貴歷史相
片，亦設有虛擬實境遊戲「滴惜仔探索之
旅」及問答遊戲「東江水知多少」，以互動
形式加深市民認識東江水供港的歷史、發展
和現況。
首站巡迴展覽上周已於銅鑼灣時代廣場

地下舉行，下月22日至3月2日將移師至油

塘「大本型」舉行。水務署及後會安排流動
展覽車於3月期間走訪全港各區，將有關資
訊廣泛傳遞給公眾。

「海馬同學會」是「海洋公園保育
聯盟」旗下項目，以推動保育

教育為目標，透過召集全港幼稚園、
小學及中學生探究各類保育議題及進
行體驗式學習，至今有超過520間學
校、逾萬名師生參與。
海洋公園行政總裁黃嗣輝表示，

園方去年帶領369名成員運用大熊貓
糞便，創下「最大規模動物糞便再
造紙工作坊」的世界紀錄，11月又
推出「與大熊貓專家對話」線上活
動，跟川港兩地大熊貓專家進行交

流；今年將會舉辦更多互動工作坊
和親身體驗活動，包括上半年在四
川奇珍館和大熊貓之旅舉辦教育項
目，探索大熊貓特性及牠們的棲息
地。
除了啟動禮，逾600名師生當天

亦參加以大熊貓保育及四川生態為主
題的「海馬同學會文創保育市集」，
展出多款創意熊貓精品讓訪客選購，
包括農曆新年裝飾、文具及飾物等。
所有收益撥捐海洋公園，以支持大熊
貓保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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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意識需要從小培養，海洋公園成立的「海馬同學會」踏入
第二屆，日前舉行啟動禮，近1,600名師生到場見證。隨着進駐香
港的大熊貓增至6隻，熱潮可謂席捲全城，同學會今年將加入大量
熊貓主題教育元素，當中包括於互動遊戲中擔當動物護理員「奶爸
奶媽」，了解照顧大熊貓的護理工作。

■第二屆海馬同學會舉行啟動禮。 海園提供

■保育市集出售多款熊貓主題精品。 海園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