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港就要護港 老外抗暴清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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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廣濟）來自美國紐約的
Dare是上環的「地膽」。他日前帶着香港文匯
報記者在太平山街到處穿梭遊歷，個個遇見他
也熱情地用廣東話夾雜英語溝通，雖然是「雞
同鴨講」，但他們心領神會，這份街坊情也是
Dare對香港戀戀不捨27年的原因，其間見證
這座城市的變與不變，「好多嘢是時移勢易，
不得不變，但香港的歷史文化、人情味，以及
對不同文化的包容性，始終不變，係香港最可
愛的地方，我找不到離開的理由。」迷戀老香
港，使他有一個近乎「瘋狂」的大計──收購香
港唐樓，迄今羅致約20個唐樓單位作保育，盼
下一個25年，下幾代香港人仍能親睹港式唐樓
的風采。
在港有親人是不少外籍人士定居香港的原

因，六旬的Dare是個例外。他不諳廣東話，
在港舉目無親，但無阻他融入這個多元城市，
每天帶着愛犬流連在上環一帶，帶着「唔鹹唔
淡」的美式廣東話與迎面而來的街坊熱情打招
呼，打破所有隔閡。
採訪當日，天空忽降瓢潑大雨，Dare帶着記

者到一間店舖的屋簷下避雨，正在吃飯的店舖
老闆馬上出來打招呼。老闆向香港文匯報記者
說：「雞同鴨講唔緊要，我哋明白對方講乜就
得啦。他和其他來香港的外國人不同，既大方
又友善，最重要是他好鍾意這裏。」
走過這一圈，記者大概明白Dare對香港戀戀
不捨的最大原因。他說：「具體點說，就是人
情味，在香港人與人之間的聯結，以及人們與
社區和建築之間的關係讓我感到溫暖。」
Dare出生在美國，畢業後從事廣告行業，

活在石屎森林中喘不過氣，「抬眼望去，全
部是密不透風的高樓大廈，所有建築都是千
篇一律，沒有生氣。」1995年，當時33歲的
Dare決意轉換新環境，機緣巧合下應聘到香
港一間廣告公司工作。「剛來香港時，我未
想過在這裏定居。」

讚港建築獨特 鄰里關係密切
最初他也認為，香港與紐約沒多大分別，同

樣是高樓大廈林立，人與人之間疏離，但隨着
他不斷搬屋，住過北角、元朗、離島等地，他
發現香港千變萬化，不同區份有不同社區特
色，忙碌的香港人外冷內熱，尤其當他1997年
搬到上環太平山街一帶舊區居住，社區鄰里關
係密切，「我家附近有一個大牌檔，我同老闆
三代人認識25年。這個大牌檔最初由老闆的父
母經營，現任老闆當時仍是細路，每年春節我
都會給他利是，一轉眼二十多年過去，他繼承
了父親事業，生了兩名兒子，現在我每年都會
給他兩名兒子利是。」

購逾廿伙單位 盼傳承街坊情
突破語言、血緣和種族界限的友誼，令

Dare愈來愈愛香港，對香港舊建築更有一種
不解的情意結。18年前，他忽發奇想，透過
收購上環唐樓進行保育，以一己之力保留與
香港文化密不可分的唐樓，讓後世有機會感
受老香港情懷。至今，他已先後購入20多個
唐樓單位，進行維護及翻新工程後出租予租
客。有些唐樓一幢只有10個單位，他卻連買
7個成為大業主，確保有關大廈不會被「強
拍」重建，「雖然舊，但它們是香港歷史和
文化，唐樓的功能性亦體現了這些老建築蘊
涵的智慧，在過去的年代，唐樓中很多空間
供鄰里之間使用，也正因如此，社區的感情
得以維繫，希望再下一個25年，香港人的後
代仍能體驗上環獨特的街坊情。」

感激香港成就事業
印度商人派罩感恩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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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禮願）電影《一百萬零一
夜》講述印度貧民窟小子一夜致富的故事，在現實生
活中，香港公平的法制、平等的社會制度，也締造不
少愛拚才會贏的傳奇。54歲印度商人Kulddeep S.
Buttar（卡成）30年前帶着100美元（不足800港
元）來港娶妻，最終不單收穫愛情，更搖身一變，成
為坐擁香港及海外多項物業的小富翁。香港成就他的
傳奇，逾兩年前這片土地被新冠病毒肆虐，全城鬧口
罩荒之際，飲水思源的他慷慨捐贈口罩。有街坊感嘆
這位碧眼、長着大鬍子的印度人，愛香港的情懷不亞
於土生土長的港人，卡成說：「香港令我乜都有，這
裏是我第二個家，退休都不會走。」

隻身來港娶妻 白手興家致富
卡成因為找到香港這塊肥沃的土壤，令其創業種
子發芽並茁壯成長，成為香港印度人圈子裏的響噹
噹人物，生意業務遍及會計師樓、旅行社、入境服
務諮詢及餐廳等。這樣的成功商人，有誰會猜到30
年前的他，只是一名印度農村的窮小子？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一句廣東話也不懂、年僅24

歲的卡成因為父母安排好的婚約，帶着100美元的
全副身家，隻身來港迎娶一名在港的印裔女子。卡
成畢業於印度Punjab University商科，是當地的
「狀元王」，但來港後學歷不獲承認，惟有在寫字
樓當小信差。
來港初期雖然不得志，但他沒有怨天尤人，靠一

邊工作儲錢，一邊修讀會計，1996年終於考到會計
師牌，成為香港首名錫克教會計師。有了牌照，他

名正言順地開設會計師樓，專幫在港的印度商人核
數。其後他腦筋一轉，核數之餘，還提供開辦公
司、處理來港定居及提供稅務服務等業務，站穩陣
腳後更開設旅行社和餐廳。
香港被譽為「企業家的天堂」，原因是這片土地

上，不管你出身如何，只要夠拚搏就能闖出一片
天，卡成的成功法則也是搏到盡，「每晚會工作至
十一二點才回家，除了周五晚休息一會外，周六及
周日我都如常工作。」因為夠瞓身，生意愈做愈
大，「感激香港給我所有，若當年留在印度的話，
現在的我應該仍在耕田。」
他對香港的感恩之情，並非「得個講字」，他年

前成立慈善基金參與香港的扶貧和助學公益，兩年
多前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初，眼見香港一罩難求，
不少長者通宵輪候口罩，他愈看愈心酸，主動聯絡
海外朋友幫忙採購。在當時全球抗疫物資緊絀下，
他成功在德國、印度及杜拜等地搜羅3萬個口罩，
一口氣派給港人。「香港是我的家，將來退休也沒
打算回印度。」

香港回歸祖國25年

以來，依然是活力十

足的中西文化熔爐，

吸引各地人士在這個

彈丸之地落地生根，

產生了不一樣的歸屬

感。來自澳洲的宋啟鋒（Daniel Szuc）不

信抹黑香港前景的「預言」，在1998年移

居香港。外表上，他也許與土生土長香港人

不同，但骨子裏他比香港人更香港人。

2019年，眼見黑暴肆虐，他與太太遍走多

區清理「連儂牆」，守護香港，「港人好幸

福，一出世就有安定的社會，但你在外國生

活過就知，這種幸福非必然……他們（黑暴

分子）憑什麼摧毀香港？」雖然塗鴉清理後

又復返，但他從不氣餒，向黑暴說不。他的

行動，感染了其他敢怒不敢言的港人，齊齊

抗衡黑勢力。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看到香港

回復昔日的風采，他如釋重負地說：「好高

興實施後，香港重回太平。」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禮願

來自澳洲的Daniel Szuc擁有中文名「宋啟鋒」，
「朋友圈」是華裔多過外籍朋友，閒時更喜歡

用中醫藥調理身體，假日則會上茶樓嘆一盅兩件，對
港式生活讚不絕口。

來港定居24年 收穫愛情事業
他與香港結緣於1995年。他當年首次來港旅行就

被這個城市的活力迷倒。1998年，香港回歸祖國的第
二年，外國仍有抹黑香港回歸後前景的言論，但他看
到的是香港商機處處。24年過去，他收穫了事業，建
立根基扎實的IT公司，也收穫一位香港太太黃悅
寧，今日擁有的一切足證當初的選擇明智。
宋啟鋒夫婦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他們曾遊

遍全球，還是覺得香港最好：這裏是中西文化薈萃的
中心、搭通內地與國際的橋樑，「天時」與「地利」
條件得天獨厚，唯獨欠缺「人和」，2019年爆發的修
例風波是經典例子，視香港為第二個故鄉的宋啟鋒對
此感到痛心。
他太太黃悅寧痛斥：「香港有今天的繁華是多代人

努力建設的成果，港人好幸福，一出

世就有安定的社會，這種幸福非必然，例如在澳洲，
咁發達的地區，一到深夜也不敢一個女仔獨自走在街
頭。試問示威者憑什麼一手將香港的安全摧毀？」
長期在外國生活過的宋啟鋒，比任何人都清楚知道

「顏色革命」的詭計，他憤憤不平地說：「黑衣人以
爭取所謂的自由為名，破壞法治才是真正目的。市民
對社會議題有不同聲音是可以理解，但應該遵守法
治，不能破壞社會安寧。」
夫婦倆過往從不過問政治，但暴徒破壞家園的行為

已觸碰其底線，為守護香港，他們自發參與約十次清
潔「連儂牆」行動。「見到滿街都是磚頭，多處牆壁
被噴上散播仇恨的塗鴉，真係好心痛，點解香港會變
成咁？」

勇抗黑暴包圍 義行得道多助
殺紅了眼的暴徒隨時狂性大發，為免爆發衝突，他

們的清潔行動都必須「快閃」，但也難免身陷險境。
他曾在深水埗及馬鞍山髹牆期

間，被幾名黑衣人包圍，猶幸當時雙方勢均力敵，對
方不敢輕舉妄動，夫婦倆把握機會把要髹的都髹完，
就馬上與夥伴們撤退。
清潔完又被暴徒再塗過，但宋啟鋒強調：「有做嘢

總比冷眼旁觀好，起碼讓他們知道香港仍有人敢向惡
勢力說不，要展現我們對『香港是中國一部分』的支
持，也通過這種簡單方式，表達對暴力和恐怖主義活
動的反對。」外籍人士身體力行守護香港，他們身邊
的好友也不敢怠慢，漸漸被他們感染，自發相約街坊
清理「連儂牆」。
民間點點力量與黑勢力抗衡。2020年6月30日，香
港國安法實施，這個城市回復昔日的安定，宋啟鋒欣
慰表示：「支持落實國安法，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也
有責任維護自己國家的安全，香港也不例外。」他們
希望香港在國安法護蔭下，變得天時、地利、人和俱
備，昂然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

▲黑暴期間，宋啟鋒(中) 與友人一起清理散播仇恨的塗鴉。
受訪者供圖

▶來自澳洲的宋啟鋒（左）慶幸太太是同路人，黑暴期間不忍香
港被摧殘，一同走出來發聲。 受訪者供圖

◆◆黃悅寧黃悅寧（（戴白帽者戴白帽者））多次與義工上多次與義工上
街清理散播仇恨的標語街清理散播仇恨的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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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e收購唐樓後，加以維護及翻新，並
保留一些舊傢具，展現老香港的生活文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Dare愛上香
港文化，迷戀
老香港，以一
己之力保育唐
樓。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卡成（左）感激香港給他無限
機遇，「就算將來退休都唔會
走！」圖為他與兒子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疫情爆發之初，飲水思源的卡
成（右二）慷慨捐贈3萬個口
罩，獲街坊大讚有情有義。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