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說夕陽西下，漁舟唱晚，是
香港漁港的一道風景。那晨曦未露，
馬不停蹄，就是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
的日常。魚市場於1950年由魚類統營
處營運，由於香港仔距離南中國海的
漁場相當近，對早年的漁業發展有
利，所以取代了西環魚市場。每日凌
晨時分，當大部分港人仍在夢鄉，魚
市場正是最熱鬧的時候。一艘艘小艇
不斷來回於落貨碼頭及對出海上的捕
魚船之間，將新鮮的漁獲送上市場。

魚一上岸，就有了價值。岸邊有
一塊空地，漁獲會在這處分發、轉售
給批發商及魚販。魚販將漁獲雪藏打
包，或放到店內養着，然後供應給全
港各酒樓、魚檔。大條的或珍貴的漁
獲就會進行拍賣，價高者得，特別熱
鬧。 「以前這裏不單是用來分魚，也
有些做魚蛋的小販，會在買到做魚蛋
的魚後，當場劏魚，把像魚頭這種用
不着的地方切下來，方便運走。」 陳
志豪回憶，小時候就是出海捕魚，然
後拿上岸來賣。

可買到附近酒樓加工嘗鮮
魚市場主要做批發，客人也可買

到附近酒樓、餐廳加工。魚類上岸、
分裝、拍賣、上貨、運走……魚市場
的運作每日如是，忙中有序。一直到
下午1時左右收市之前，數之不盡的貨
車會從市場外的小路駛進，然後帶着
一桶桶鮮魚離開。

整個魚市場面積約15700平方
米，陳志豪介紹說，市場可分成上、
中、下三個區域。中區最接近正門入
口處，是賣鮮活魚類的地方，魚檔批
發商都有店口，有魚缸能暫時養魚；
下區是碼頭，是往市場後走的一片空
地，負責分魚和打包；上區即是往香
港仔海濱公園方向那一塊，是賣冰鮮
魚類的地方。三個地方拼起來，就是
整個批發市場。附近一帶有船廠及冰
廠等，以往亦有海鮮坊酒家，是香港
漁業最蓬勃的地方。事實上，香港仔
魚市場每年處理高達3萬噸的冰鮮魚和
活魚，供應全港70%海鮮。

市場內到處都能看到狗的蹤跡，

無處不在，但不同於船上人養的那
種，這處的狗看到人也不會吠，各自
趴在自己的 「地盤」 ，看到擺放的漁
獲也不會偷吃，像很懂規矩般。 「這
些都不是養的狗，是因為這裏有吃
的，牠們也就一代一代留了下來，成
為市場的一分子。」 陳志豪說。

踏入香港仔魚市場，總會令人想
起日本築地海鮮市場，社會上有聲音
希望將魚市場打造成 「港版築地」 ，
政府相關部門曾研究把香港仔魚市場
發展成旅遊景點，不過，研究結果認
為這裏缺乏多項令其發展成為成功旅
遊景點的元素，而且大批遊客在市場
聚集所引起的安全問題須獲得妥善處
理等等問題，最終打消計劃。

倡加建一層供市民參觀
現時，一般市民也少有進入魚市

場，港人對魚市場也感到陌生。大家
知道魚是來自海裏，也知道去哪些地
方吃到新鮮海鮮，卻不知道很多海鮮
是來自香港仔。

陳志豪很希望，香港人可以認識
漁民文化， 「好多香港人去日本，會
去築地 『朝聖』 ，但喺香港，就連香
港仔魚市場都未去過。」 他認為，政
府可重新審視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的
發展，例如將現時只有一層的市場，
加建為兩層，上層供市民參觀及選購
海鮮，下層維持魚市場現有運作，同
時將各種魚類拍賣工作做得更專業，
更熱鬧， 「我參觀過築地的市場，當
時就被他們對各種魚類的專門分類批
發、齊齊整整所震撼。其實香港仔的
魚市場是可以做到的，甚至能夠做得
更好。」

他希望透過魚市場，將香港一部
分的漁民文化，向社會推廣開去，
「如果唔推廣，

往後嘅小朋友只
知道餐枱上有條
魚，究竟係點
嚟？等我們這一
代人都走埋，漁
港故事的記憶就
消失了……」

每日凌晨三時許，香港仔魚類批發
市場便開始運作，不同的海鮮運輸車川流不息
進出市場，把一箱箱活蹦亂跳的鮮魚運送到全港
各區。本港市面上吃到的魚類，七成來自這裏。

「這裏有73年歷史了，我小時候就是在公海
抓魚撈上來這裏賣的，從一片空地到有瓦遮頭的

小具規模，我們互相看着對方成長。」 從事漁業50多年的陳志豪說，
港人吃海鮮都喜歡去西貢、流浮山，卻不知道魚都是從香港仔來的。
他期望大家對香港仔魚市場有更多認識，更希望魚市場能成為港版築
地，推廣香港漁民文化。

香港仔魚市場冀打造港版築地
供應本地七成鮮魚 川流不息73載

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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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奇式的旅遊宣傳

開關復常，政府的第一炮是《你
好，香港》活動，希望大家一起說好香
港故事，重振本地經濟。

旅遊業冰封三年，大門重開，我們
該用什麼來迎賓？我認為，是態度。

這幾年不知大家是否困得太燥火，
食飯、搭車、購物時經常遇到吃了火藥
的員工，即使高級餐廳、五星酒店也不
例外。問路更是十問九不理睬，不是行
色匆匆，就是一臉厭煩。

其實待客態度，除了笑容、語氣，
還有深層一點的說故事態度。

舉個例，大埔林村許願樹是新界著
名景點，那裏有歷史、有習俗、有故
事，因為原本的許願樹已倒塌，近年給
遊人拋 「寶牒」 的是棵塑膠樹， 「寶
牒」 的橙也是個塑膠橙。橙上附着的許
願紙竟是印好的選擇題，有橫財就手、
家庭幸福、金銀滿屋、身體健康、世界
和平……像酒樓點心紙那樣 「剔」 就可
以了。

許願膠橙盛惠50大元一個，這種旅
遊景點設計的態度，不知怎的，感覺是
「掠水」 多於說故事。

同樣是許願，日本人用繪馬來給遊

客許願就是另一種層次了。日本的廟
宇、神社外常有售一種叫 「繪馬」 的東
西，繪馬是薄薄一塊木板，因應寺院的
不同特色設計，你在繪馬上寫上或者畫
上心願，掛在指定木架上，拍拍手低頭
許願，同樣賺你三、五十元，感覺就神
聖得多。

所以，迎客的態度很重要，如果處
處想着如何 「掠你一筆」 ，人家來一次
後就不會有下次了。

態度之外，內容也重要，如果你有
外國朋友來港，你會帶他們去參觀什麼
地方、吃些什麼食物，去認識香港呢？

上山頂看風景？上酒樓吃點心？或
者另類一點，去街市、逛花墟、行海味

街，甚至到郊外行山，吃客家茶果、嘗
山水豆腐花，香港四分之三土地是郊野
自然風景，在石屎森林看真森林，一定
顛覆外國人的香港印象。

有次我開車帶外國朋友從葵涌駛往
青山公路再去屯門三聖村吃海鮮，由貨
櫃碼頭到藍巴勒海峽到汀九橋到青馬橋
再配個日落，朋友說，來香港多次，未
見過這麼漂亮的一段行車風景。

不過，新上任的廣播處長張國財就
比較 「估佢唔到」 。曾當過香港駐歐盟
特派代表的他，日前盡地主之誼帶了歐
盟駐港澳辦事處主任和比利時駐港總領
事去看香港的另一面。這 「另一面」 ，
竟是去深水埗食蛇。

食完蛇，處長還帶兩個老外去吃鵝
腸麵，不過比利時領事可能覺得超越極
限，不敢試了。

吃完蛇羹鵝腸，接下來的節目竟是
去看 「深水埗明哥」 派飯，和到沙田參
觀近50年樓齡的舊公共屋邨瀝源邨和禾
輋邨。

實在想不透，處長帶歐盟外交官去
獵奇、獵窮，到底是什麼樣的推銷和宣
傳香港手法？

疫後重開，我們要再次向世界介紹
香港，但用蛇羹、派飯、舊公屋來做賣
點，實在不敢恭維。特首天天掛在口邊
說要說好香港故事，但高官由食蛇開
始，是否有點反高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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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展現香港仔漁港風情

▲香港仔魚市場面積約15700平方米，分成上、中、下三個區域。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全港首間以漁
民為主題的 「香港

仔漁民文化博物館」 上個月開幕。博
物館主要以虛擬作展覽，以實體形式
作輔助。展覽透過視頻形式，介紹昔
日漁港風情，由不同漁民、學者講述
歷史故事。而迷你實體博物館設於香
港仔海濱，位於往榕樹灣的渡輪碼頭
旁邊，外形酷似昔日住家艇。

香港仔海濱沿途多處可見有二
維碼，一掃即可進入博物館網站瀏
覽。網上博物館會以視頻、相片、
文字方式作展示，並特地在四款漁
船，包括雙拖船、收魚船、曬家船

以及罟仔船實地進行拍攝，紀錄下
十位地區人士有關漁民文化口述歷
史的訪問。

訪問話題主要圍繞着昔日漁民
釣黃花魚的技藝、逐漸消失的九龍吊
片曬製手藝、如何將香港仔變成港版
築地等，都是相當具趣味性的話題。

市民也可以到實體博物館，觀
看珍藏的香港仔歷史，例如珍寶海鮮
舫的舊照及以往相關報道。也可以透
過不同的舊收藏了解到歷史中的漁
港。同場亦設有實體的迷你博物館，
展出色彩鮮艷的漁家帽，供公眾戴上
後在海濱 「打卡」 留影。

戰
後
批
發
集
散
地

冷
倉
可
存
250
噸
魚

據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
介紹，位於堅尼地城的魚類批

發市場曾是戰後本地漁獲主要集散地。1952年6
月11日，堅尼地城的魚類批發市場停止運作，翌
日，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亦正式開幕，正式 「接
棒」 成為本地漁獲集散重地。

新建成的香港仔魚市場除了提供一個面積大
約30000平方呎的室內拍賣場地之外，內在的設
施也相當齊全，除了有買家和市場員工的飯堂，
亦有供給漁民以及買家使用的洗手間，還有因應
朝早拍賣工作而設的員工宿舍，以及一個可以儲
存接近250噸魚的冷凍倉庫。

掃一掃 有片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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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仔魚市場小檔案
•地 址：香港仔石排灣道102號
•佔地面積：約15700平方米
•開幕日期：1952年6月12日
•主要營運時間：04：00-14：00

提供服務

•冰鮮海魚批銷設施及服務、海鮮批銷設施及服務、潔
淨海水供應、本地漁產品推廣（漁產品加工中心）、
本地漁業推廣（禮品店）

資料來源：魚類統營處、政府檔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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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57年的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

昔日情懷

重要地位

▲1962-63年的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

▲位於香港仔海濱的 「香港仔漁民文化博物
館」 日前開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