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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古倬勳報
道：2019年理大外圍暴動，213人
被落案起訴暴動罪，19人昨日（15
日）在區域法院被裁定罪成，其中
18人判監禁36至57個月不等，另一
名案發時僅17歲女被告押後至下月
判刑。

未成年犯案女子下月判刑
19名案發時年齡介乎17至31歲

被告，被控於2019年11月18日在窩
打老道至咸美頓街之間的一段彌敦
道參與暴動，一名被告在開審前已
承認控罪，其餘18名被告經審訊後
被裁定暴動罪成，其中一名男子因
管有汽油及布而被裁定管有物品意
圖摧毀財產罪成。區域法院法官游
德康判刑時指，案發當日有數以千
計人士在油麻地參與暴動，歷時數

小時，當日暴動現場滿目瘡痍，滿
布示威者留下的雜物，亦有大量裝
有汽油等液體的樽、伸縮棍、槌
等，充分反映暴動人數之多，範圍
之廣，程度之嚴重，被告的定罪基
礎是他們身處暴動現場，在現場壯
大暴動者聲勢，鼓勵他人破壞社會
安寧。

其中案發時年僅17歲女被告押
後至8月5日判刑，以待索取教導所
報告；法官以判監54個月作量刑起
點，判處審前認罪的被告入獄36個
月，另一名除暴動罪外亦被裁定管
有物品意圖摧毀財產罪成的被告入
獄57個月，九名案發時21歲或以下
的被告入獄46個月，其餘七名被告
入獄49個月。

東九龍總區公眾活動調查組總
督察任雪瑩表示，2019年11月18
日，大批示威者在彌敦道及窩打老
道交界作出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
警方其後以 「暴動罪」 起訴213
人，分拆成17個審訊在區域法院處
理，現時有141人已被裁定暴動罪
成，當中5人被判處入教導所、125
人被判監29至64個月不等，11名被
告正等候判刑。

▲19名被告被控於2019年11月，參
與理大外圍的暴動。

理大暴動案 18人囚36至57月女嬰及少年染甲流 情況嚴重
【大公報訊】記者黃珏強、易曉彤報

道：本港整體流感活躍程度呈上升趨勢，一
名女嬰及一名少年確診甲型H3流感後情況
嚴重，兩人於潛伏期內均沒有外遊，家居接
觸者無出現病徵。衞生防護中心昨日公布，
一名健康良好的22個月大女嬰，確診後併發
肺炎，現時情況嚴重，在屯門醫院留醫。

衞生防護中心表示，該名22個月大女嬰
於7月9日起發燒，上周三（12日）開始咳嗽
和氣喘，上周五（14日）因徵狀惡化求醫，
轉介到屯門醫院診治，證實對甲型H3流感
病毒呈陽性反應，屬甲型流感併發肺炎。

專家籲盡快接種流感疫苗
另外，一名過往健康良好、無接種今季

流感疫苗的15歲少年，於7月9日開始發燒、
咳嗽和流鼻水，11日出現氣喘，12日因徵
狀惡化被帶往中文大學醫院求醫，其後轉送
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證實對甲型H3流感

呈陽性反應，屬甲型流感併發肺炎及敗血性
休克。他一度情況危殆，昨轉為情況嚴重。

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名譽臨床副教授關
日華表示，本港市民近年接觸流感機會少，
全民對流感的抵抗力減弱，加上接種流感疫
苗的人數仍較少，而上次流感高峰以甲型
H1流感主導，社會上對H1流感有一定抵抗
力，故今次更多個案感染H3流感。隨着感
染人數增多，有可能出現嚴重個案。他稱，
H1和H3是經常感染人類的抗原，流感病毒
每年都會抗原漂移，而綜合多年數據，流感
疫苗的保護率達六至七成。他呼籲市民盡快
接種流感疫苗，尤其是長者、幼兒、長期病
患者及免疫功能弱的人士，如感染流感，較
容易引發併發症。

衞生防護中心表示，除個別有已知禁忌
症人士外，所有年滿六個月或以上的人士都
應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疫苗後需約兩
星期產生抗體，市民應及早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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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西裝、旗袍有難度，現在會接這些生意的店舖和師傅已越來越
少了，除了我們的店，在香港一隻手都可以數得完。」 改衫師傅蔡太和
丈夫唏噓說道。

香港曾以製衣和洋服聞名世界，在上世紀80年代，最高峰時有近30
萬從業員。時移勢易，在網購新衣及 「斷捨離」 盛行的時代，能找到既

能改普通服裝，又可以改難度較大的西裝、旗袍、皮草等的改衣店，可說屈
指可數。有當年的車衣女工變身改衣匠，隱於鬧市商場，即使破舊不堪的衣物，經縫補修改
後的衣服，穿到身上即回復其昔日的貼身、舒適、美觀。她修補的不止是舊衣，還有回憶。

大公報記者 盛德文、黃山（圖、文）

專接同行不敢接的奇難雜症



人物故事

在藍田滙景廣場五樓一間僅約
100方呎的格仔舖內，掛滿了各式衣
服，五顏六色的線轆堆滿一角，久違
的「噠噠噠」縫紉機聲時快時慢。七旬
的蔡太與八旬的丈夫蔡先生幾乎全被
衣物堆包圍，兩人專注地工作，蔡太
負責車衣，蔡先生負責裁剪及熨衣。

改西裝皮草靠功底
「衣服修改離不開放大、收窄，

改西裝要有好高的技巧，差一點功底
都不行，特別是男裝，絕不能偷工，
成件衫的前後裡和骨，都要全部拆
下，配合客人身形，在保留原有設計
下，重新用手工改縫，只有客人穿得
舒服貼身、看不出修改才算成功，才
能贏得客人的信任。不過，這樣的師
傅現在是越來越少了。」 蔡太感慨
道。

專接 「奇難雜症」 改衣工作的蔡
太，是熟客口中的 「改衫神人」 ，其
他店不敢接的難活、細活，都照收不
誤。在改衫不如買新衫的時代，大部
分改衣店都只限於改短、放長褲腳、
換拉鏈等；至於改西裝、旗袍、皮
草、大衣等，多數都難以勝任，亦不
敢接。

曾有要求高的客人，對定做的西
裝不滿意，幾經修改都覺不妥，最後
找到蔡太才解決問題，這客人成了她
多年熟客。 「來找我的都是其他店不
接的活，可說是不難都不來找我，那
麼多年都不知改了多少件西裝、大
衣、皮草和旗袍了，好多客人都是朋
友介紹，或在網上見到好評找上門
的，新蒲崗有茶葉店老闆娘穿的旗
袍，多年來都是我幫她改的。」

名聲在外，曾有名牌時裝公司多
年前找過蔡太改衫後，想請她和丈夫
過檔，但被她拒絕，「自己開店較自
由，有技術做得好，客人又滿意，我
們關係好好，不捨得街坊熟客。」

蔡太的眼光亦很銳利，任何衣物
只要拿上手便知道質地好壞，手工和
裁剪好不好。改衫前，她會先了解衣
服結構才報價，收費更是平民化，普
通長褲放短改長，數十元有交易。改
西裝由480至550元不等，早前有殘

疾人士到來改西裝袖，也只收200
元， 「這裏不是尖沙咀、銅鑼灣，做
的都是街坊熟客，全香港改西裝，我
可以話收得最平。」

客人除了港九、新界和離島，甚
至遠至沙頭角都慕名而來，當中不乏
名人，如資深藝人王天麗、陳展鵬、
曾江（已故）夫婦等。

她拿起一件改好的皮草向記者展
示， 「這件有數十年歷史的皮草，裏
面已破敗不堪，當初客人問了四、五
家店都不肯接。要將絲裡全部小心拆
下，重新換上新絲裡後，再一針一線
縫好、鎖邊，手工好繁瑣，光縫製就
花了整天時間。」 記者近看皮草，走
線細密，根本看不到修補痕跡。

在改衫的種類中，真絲旗袍最難
改。她表示，旗袍拆線時要好小心，
不能留下針孔，還要配上相同顏色的
絲料和絲線。遇到特別難改的衣
物，就要花多點工夫，「做針線
活，切記不能難做就發脾氣，一發
脾氣件衫就一定做不好，越難做越要
心平和氣。」

改西裝皮草靠功底
蔡太表示，以前的衣服質量好，

又好穿，千金難買，好多人都不捨得
丟棄，也有人把父母的名牌舊衣送來
改款再穿，當中有媽媽留下的皮草、
皮衣，也有父親留下的西裝、外套
等。

記得數年前，曾有客人把一件有
50多年歷史的舊旗袍送來修改，客人
指旗袍由婆婆傳至孫女，領口已破
損。為了這件承載了幾代人美好記憶
的衣服，她走遍佐敦、深水埗等舊
區，才配齊合適的配料和絲線，旗袍
改好後，客人很滿意開心，還拍下照
片給她。

修改衣物，除了環保、時
尚和保暖，
背後還有對
家 人 的 思
念，改衫店
修復的不止
是舊衣，還
有回憶。

肯學肯捱 製衣廠打雜變師傅
1978年，26歲

的蔡太（葛月芬）
婚後五年，由江蘇無錫來港定居與夫
團聚，丈夫是在尖沙咀專做女裝洋服
的裁縫師傅。

為同事改衫被譽「車神」
為幫補家計，蔡太好快在紅磡一

間製衣廠找到工作， 「那時香港的製
衣業好蓬勃，好多工作可以做，我先
是在廠打雜，兩個月後，主管見我年
輕，肯學肯做，安排我學車衣（縫
紉），好快就學會了。」

她表示，剛入行工資只有20元一
日，學會車衣後，按件計，多勞多
得，工作越做越有勁。七年後，由車
衣、裁樣到製衣各道工序，她都非常
熟悉精通；因為手藝出眾，還當上了
製衣廠領班，負責指導其他工人和管
理工場。工資也升到每月4000多元，
比當時（80年代中）的白領還要高。

講起工廠妹的歲月，蔡太表示那
時好單純，只想多做點活、做快點、
賺多點， 「在廠裏大家好夾得來，雖
然工作好多，但做得好開心，一點都
沒有捱苦的感覺。」

90年代後，本港製衣業開始走下
坡。到95年，製衣廠北移，蔡太職位
不保，技不離身的她，以5000多元

二手價向廠方買入一部電腦縫紉機，
為以後開店埋下伏筆。

隨後，蔡太找到一份辦公室助理
的工作，她開始時不太適應，曾有過
辭職的想法。不過，勤力、樂於助人
的她，不時為同事義務改衫，好快贏
得公司上下的喜歡，更獲同事冠以「車
神」外號──車衣的「車」，到2004年
任職的公司結業不久，蔡太與丈夫便
在藍田滙景廣場開了這間改衫店，一
些當年的舊同事更一直幫襯到現在。

蔡太表示，兩名子女已成家立
室，一個是工程師、一個是老師，生
活無憂。兩人堅持每日由元朗到藍田
開店，是不想放棄街坊熟客和手藝，
「當客人讚你的衫改得好靚、好叻，
那份滿足感是用錢都買不到。」

敬業樂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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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衣業曾是香港製造龍頭
上世紀七十、

八十年代是本港製
衣業的黃金時代，無論是製衣廠的數
目、僱用人數和出口總值等，都冠絕
各製造業，是 「香港製造」 的龍頭，
十多年來位居世界成衣生產、出口的
首位，為本港經濟作出巨大貢獻。

據資料顯示，1950年香港有41
間製衣廠，僱用1944名工人，佔本
港工廠總數2.8%及製造業僱員總數
2.4%。60年代後，製衣業發展蓬
勃。1970年，製衣廠增至3491間，
平均年增率24.9%，僱用人數增至
148,025名，平均年增率24.6%。

1975年製衣廠增至8047間（佔
製造業工廠總數25.9%），從業員
257,595人（佔製造業工廠總數
37.9%），成為本港製造業中最大和

最重要的龍頭工業。1986年，從業
人數達到高峰的299,932人，佔當時
全港製造業僱員總數34.5%。1987
年，製衣廠增至10556間達到高峰，
佔當時製造業工廠總數20.9%。

80年代中期，香港經濟開始轉
型，製衣廠逐漸北移。香港的製衣廠
至1992年減至6980間，跌幅達
66%。不過，製衣業仍是當時製造業
中最大的行業。

在1973至85年間，香港長期穩
佔世界最大成衣出口地區之首（除
1978、79年被意大利超越外），
1986年降為世界第二位，至1992
年，再跌至世界第三位。到1998
年，製衣業僱員跌至62333人。千禧
年後，製衣業進一步
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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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七十、八十年代是本港製衣業的黃金時
代，僱用了大量女工。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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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有SAY

▲蔡太表示，最初在土瓜灣經營樓底舖，不久後便搬到藍田匯景廣
場，與丈夫拍檔。

掃一掃 有片睇

巨大貢獻

改西裝皮草靠功底
資深藝人慕名幫襯

價錢公道手藝好
劉先生

（已幫襯五六年）
時不時都會送衣物

來改，多數是改衣物的
長短和修補，蔡太的手
藝非常了得，價錢亦好
公道。

勤力工作好本事
趙太

（送上衣來加裝鈕扣）
蔡生和蔡太真是好

叻、好本事，手藝又
好，這麼大年齡還那麼
勤力工作，真是好了不
起。

隱世改衫達人
修舊衣補回憶

修補半世紀歷史旗袍
走遍舊區尋絲線配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