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
文）香港擁有豐富的文物古
蹟資源，特區政府一直透過
保育及活化，為歷史建築注
入新生。特區政府發展局局
長甯漢豪昨日發表網誌介紹
「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
劃」，以前流浮山警署、舊
大埔警署及聯和市場的活化
經驗，展現如何將歷史建築
轉化為結合文化、歷史與現代體驗的旅遊熱點，進而實現「無處不旅
遊」，其中兩個項目更坐落於發展中的北部都會區，體現發展與保育
並存。
自2008年推出「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以來，發展局與非牟利機

構合作，活化24幢歷史建築，其中14幢已投入運作。這些項目保留建
築原有特色，結合現代功能，提供遊樂、餐飲及購物體驗，吸引本地
及國際遊客。甯漢豪表示，活化計劃不僅保育文物，更為旅遊業注入
新活力，推動文化旅遊及「說好香港故事」。
位於北部都會區的前流浮山警署（1963年建成，三級歷史建築）透過

活化計劃化身為「香港導盲犬學苑」，用於訓練導盲犬及治療犬。工程團
隊保留瞭望塔、羈留室等特色建築元素，遊客可參加導賞團，了解導盲犬
服務，並欣賞后海灣日落美景，體驗歷史與公益的獨特結合。

甯漢豪：舊大埔警署成綠色生活園
1899年建成的舊大埔警署是香港現存最古老的警署建築之一，屬法定

古蹟，經活化後搖身一變，成為推廣綠色生活的學習園地——「綠匯學
苑」。園內綠樹成蔭，遊客可品嘗低碳美食、參加綠色工作坊，或入住改
建自警察宿舍的客房，感受百年歷史氛圍。保留的磚牆與迴廊讓訪客彷彿
穿越時空，成為歷史愛好者與綠色生活擁躉的必訪之地。
1951年落成的聯和市場（三級歷史建築），當時是新界最大規模的
市場，則活化為「聯和市場—城鄉生活館」，保留「E」形布局及灰塑
字體等特色。遊客可參加單車導賞團、探索文物詮釋區，或在周末墟
市體驗「趁墟」傳統，同時品嘗地道美食與選購社區小店產品，感受
新界墟市文化魅力。
甯漢豪強調，活化計劃將歷史建築轉化為旅遊資源，結合北部都會

區發展，展現保育與發展的平衡。這些項目不僅吸引遊客，更通過導
賞團、工作坊等活動，增進公眾對香港歷史的認識。發展局將繼續把
合適的歷史建築納入計劃，為遊客提供豐富體驗，讓他們更深入了解
香港的歷史與文化，推動文化旅遊和「說好香港故事」。

李家超：維護自由港地位 不會向美徵報復關稅
香港文匯報訊 現時國際性地緣政治局勢

複雜，而特區政府一直積極發揮香港的獨
特優勢，靈活應對外部各種挑戰。香港特
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接受報章訪問時強
調，香港的成功因素在於開放，作為貿易
樞紐的地位得益於零關稅及自由港政策。
他指出，即使中美關係緊張，香港也不會
向美國實施報復性關稅，否則會破壞香港
「成功基因」，並危及自由港地位，「若

有人做錯事，我不會模仿做錯。我會做正
確的事。」

「若有人做錯事，我不會模仿」
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已經制定應對

最壞情況的應急計劃，但現階段不宜透
露細節。他鼓勵市民在不確定性中自我
強化，保持正確方向，確保措施能維持
發展勢頭。他提到，政府將加大支持本

地企業，減少對美國的依賴，開拓東南
亞和中東等新市場，以尋找「藍海」。
「藍海」則是指新興市場，這個市場競
爭者較少或者尚未有競爭者。「特區政
府將會透過進一步融入國家，利用好發
展機遇，同時維持國際聯繫以及『一國
兩制』方針。」
對於有西方敵對國家長期污衊香港國安

法，李家超以「河流匯入大海」作出反駁。

他以河流和海比喻香港與內地的關係，指兩
者交匯的鹹淡水區域將形成新的生態系統，
很可能培育出味道更加鮮美的新魚類品種，
因此在交匯處「建造圍牆」並非好事，「因
為大家都是同一家庭，大海會照顧好河
流。」李家超說，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都會
確保這種對兩地都有利的「新生態」，他並
強調，香港的生活方式及制度都將不變，
「我們會維持一直以來的模樣。」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每個地方的時代印

記，不僅反映當地居民的歷史、文化特徵

和社會生活，同時也記載着一代與一代人

之間的傳承故事。為記錄和傳播香港獨特

的非遺歷史，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除在

本月舉行首屆「香港非遺月」外，亦資助

香港文化古蹟資源中心推行為期兩年的

「移動非遺」專車項目，本周六（14日）

起至月底逢周六及周日將到不同地點，展

出花燈紮作及長衫等13項香港的傳統文化

展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 嚴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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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遺手藝巡迴落區
花燈紮作「遊車河」
宣傳專車逢周末周日出發 弘揚香港傳統文化

歡迎反饋。港聞部電郵：hknews@wenweipo.com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子晉）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正
依法對長和集團擬出售包括巴拿馬港口在內的多個海外港口
一事進行審查。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專
訪時回應事件，表示無論處於社會什麼崗位，都希望追求共
贏、多贏。曾任特區政府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的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陳帆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國際航運多採用
「班輪」模式（按照事先的船期表停靠），倘若巴拿馬港口
控制權落入對華敵對的國家或勢力手中，中國船隻除了可能
被收取天價停靠費外，裝卸時間隨時會遭惡意拖延，造成對
整條航線的衝擊。因此有關企業在進行交易前，不能只着眼
企業利益，更要偏重社會利益與國家利益。
陳帆表示，巴拿馬運河作為連接太平洋與大西洋的全球航
運命脈，而中國又作為「世界工廠」，產品外銷高度依賴航
運網絡，運河控制權的任何變動都可能影響國家經濟命脈。
長和此次擬將有關港口出售予以美資為首的財團，此舉不僅
是商業交易，更在地緣政治緊張的背景下，對中國的航運物
流與貿易格局構成嚴重威脅。
「港口效率與優先權是維持航運供應鏈穩定的關鍵。」曾

兼任香港物流發展局主席的陳帆解釋說，國際航運多採用
「班輪」模式，須按既定的船期表沿途停靠多個港口裝卸貨
物。若某港口因政治因素對中國船隻實施延誤或限制，中國
船隻可能無法按時抵達下一港口，進而衝擊整條航線的運營
效率。他以香港葵青貨櫃碼頭為例指出，因高效的裝卸能力
和可靠的補給服務，使該碼頭能成為全球船公司青睞的「追
更港口」，即是指該港口能幫助船隻追趕因其他港口延誤造
成的時間落後，確保航程順暢。
然而，巴拿馬港口的控制權若落入美方手中，中國船隻有可
能面臨非優先待遇，甚至遭受惡意阻礙，更何況美方已揚言要
對中國籍及中國製造的遠洋貨船徵收天價港口費。最嚴重的
是，若船隻因運河受阻而被迫繞行南美洲南端航線，航程距離
將激增，運輸成本可能翻倍。這意味企業利潤縮減，對國家則削
弱出口產品的價格競爭力，損及中國在全球市場的貿易活力。
陳帆強調，當前地緣政治局勢下，美國對中國的遏制策略
日益顯著。倘如此重要的港口控制權落到美方手中，美方可
能通過操控港口運營，對中國航運施加壓力，甚至切斷關鍵
供應鏈。此外，航運延誤可能影響原材料進口，進而衝擊內
地製造業的生產效率。「對香港而言，航運及港口物流業是
香港四大經濟支柱之一，貢獻本地生產總值逾兩成，僱用約
60萬人。」有關交易不但可能令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的地
位受損，連帶影響本地經濟穩定，甚至可能波及全國逾14億
人民的經濟福祉，後果將遠超企業自身層面。

促長和顧及國家利益 作出明智決定
陳帆表示，長和今天的成就，與國家和香港經濟崛起不無
關係，該企業又擁有數十年的國際港口運營經驗，理應深刻
認識到港口對國家經濟、貿易和物流的戰略意義，期望它不
光權衡個人利益、企業利益，更要考慮社會利益與國家利
益，作出明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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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綠匯學苑」的前身是舊大埔警
署，建於1899年，被列為法定古蹟。

甯漢豪網誌圖片

該項目本月1日假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舉行啟動禮，非
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總監吳雪君致辭時表示，由於「移動非

遺」項目深受學生和市民歡迎，故今年再接再厲推出全新的「移動
非遺」專車，希望透過專車到達更多學校和公眾地點，將非遺帶至
全港每一個角落。
專車以節慶為主題，載有13項專門為展覽而特別製作及購置的非
遺展品，車上更設有互動展示屏幕，冀讓訪客在遊戲中了解本地非
遺項目。香港文化古蹟資源中心主席黎穎詩指出，特區政府近年愈
來愈重視非遺項目，強調這些傳統文化及技藝傳承最能代表香港，
希望未來有更多市民認識香港的傳統文化。

客家丁燈傳人：材料難求或靠淘寶
客家丁燈非遺傳承人楊九、楊強師傅均師承紮作大師吳水勝（水
伯），上世紀九十年代正式學習製作花燈和丁燈。兩人年逾七旬，
至今已紮作數十盞花燈，他們所製的八角丁燈款式特別，更屬於沙
田小瀝源村獨有。「點丁燈」屬於客家人用作告知神明家族添丁的
傳統儀式，正常的客家丁燈約有4呎高，但由於受到「移動非遺」專
車限制，今次展出的客家丁燈只有三呎半，師傅須按比例縮小。
楊九師傅憶述，他們兩兄弟自小觀看水伯紮燈和紮麒麟，閒時水伯接

到工作便會找他們幫手，兩兄弟邊學邊做，至2018年師父逝世，才正
式傳承水伯的衣缽。他們紮作一盞客家丁燈，一般需時約10天至半個
月不等，沙田附近的客家村落都會慕名而來請他們紮燈。楊九師傅笑
言，紮燈最難的是找材料，有時找不到合適的竹篾及紗紙，只能上淘寶
購買，惟材料尺寸也不一定適合，需要手動加工。
除紮丁燈之外，楊九師父還會紮麒麟供村民舞麒麟。他笑言紮麒麟

頭比紮燈要難得多，因為麒麟頭多彎位，需要把竹篾扭曲才能製成。
他最難忘的是為已逝世的師父紮作白事麒麟，之後再燒給師父，因為
傳統上舞麒麟是用於紅事，紮作白事用的麒麟可算是打破禁忌。
至於傳承方面，他坦言紮作手藝需要長時間浸淫，現在甚少有人主

動學習，幸好姪子和孫女對紮作工藝頗有興趣，總算是後繼有人。

花帶編織傳人：在傳統中加入新意
另一位年逾五旬的花帶編織技藝傳承人趙雅然，屬於第二代傳
人，師承粉嶺龍躍頭的客家長者。她以往從事社區藝術工作，2018
年跟隨非牟利機構前往粉嶺龍躍頭，其間接觸多位圍頭和客家婆
婆，並隨她們學習編織花帶，之後的七八年間，她一邊學習一邊開
班，教授市民和小朋友編織花帶，希望如橋樑般將花帶技藝傳承下
去，編織出兩代人的故事。
趙雅然認為，花帶編織屬於易學難精，學習過程中需要不斷摸索

自我修正，曾有長者與她分享昔日編織的花帶，其技藝之高超，尤
其是雙面圖案令她嘆為觀止。趙雅然希望能夠在傳統中創新，她編
織的花帶既有傳統的菱形圖案，也有創新的十字和烏龜圖案，寓意
美好和幸福。

非遺專車公眾展覽日程
日期

6月14日至15日（六、日）

6月21日（六）
6月22日（日）
6月28日至29日（六、日）

資料來源：香港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嚴鍇華

時間

12:00至18:00

12:00至18:00
14:00至18:00
11:00至18:30

地點
香港歷史
博物館
尖沙咀海防道
沙田大會堂
油街實現

●非遺專車將於本周六起至月底逢周六及周日到不同地點，展出花燈紮作及長衫等13項
香港的傳統文化展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攝

●非遺專車內部展品紛呈。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攝

●左起：楊九、楊強、趙雅然。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攝

非遺專車展品
1. 傳統曆法（通勝）

2. 點燈（以相片形式展示）

3. 花燈紮作技藝（客家丁燈）

4. 燈帶編織技藝（燈帶）

5. 舞麒麟（客家麒麟）

6. 宗族春秋二祭（以相片形
式展示）

7. 香港中
式 長 衫 製
作技藝（男
裝長衫）

8. 圍頭話（圍頭話祝文聲帶）

9. 食盆（食盆分層模型）

10. 香港潮人盂蘭勝會（神馬紙紮）

11. 潮州食品製作技藝（糖塔仿製品）

12. 英歌（英歌面譜）

13. 潮州音樂（二弦）

資料來源：香港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嚴鍇華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木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