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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會帶大家走進港島不同區
域，在街道散步，尋覓歷史和發掘美
感。第一站是個人最喜愛的地區——
上環。

上環位於香港島中西區的北部，
東邊界線為鴨巴甸街、永吉街，西邊
界線則為威利麻街。南邊的皇后大道
中連接着中環和上環。追溯至英治時
代早期，約 1840 年代，上環屬維多
利亞城「四環九約」1 其中一環。當時
的英國人主要住在中環，而上環則一
直是華人聚居之地。從中環緩緩走到
上環，不難感受到一街之隔，兩區也
有着截然不同的人文氣息。中環是香
港的中心商業區，車水馬龍，人人步
伐急速，暢談商業財經；但一踏入上

1　 四環九約，是香港開埠初期港島「維多
利亞城」內的行政區規劃。四環即西環、
上環、中環、下環（今中銀大廈至銅鑼灣
一帶）；九約則是各環內的細分地段。

【一】

上
環

《似水流年》這幅水彩畫，取景自上環蘇杭街，繪於2020年。繪畫時使用了較溫柔靜謐的藍綠色，
希望將女性力量渲染出來，配以水彩獨特的濕中濕技巧，讓歷史風景層層疊疊，恍如水墨畫，滲
透出此區富含中華文化底蘊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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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行人的步伐節奏彷彿瞬間放緩，讓寫生
者也能眈天望地，好好品味一番。

對藝術愛好者來說，上環是充滿「仙氣」
的地方，有許多中西畫廊、街頭塗鴉，藝術
氣息濃厚，在街頭巷尾都能找到歷史建築與
文物的蹤影。上環的歷史與藝術感，可以從
一個個可愛又通俗易懂的街道別名體現出
來，例如：高陞街，又名「藥材街」；摩羅
街，又名「古董街」；文咸西街、德輔道西、
永樂街等組成的「海味街」；以及較新的「畫
廊區」：蘇豪區、荷李活道等等。此外，這
裏亦有不少歷史建築及古蹟，英治時期建築
俯拾皆是，當中包括西港城（舊上環街市北
座）、醫學博物館（舊病理學院）、中華基
督教青年會必列者士街會所、孫中山紀念館
等；至於中式古建築方面，最著名的要數清
道光年間（1840 年代）建成的文武廟。

上環區的成型，據傳亦跟清代太平天國
之亂有關。當時許多華人為逃避戰火來港，
在上環落腳。憑着他們的資金和營商經驗，
上環很快便發展成華人的主要商貿區。當時
最靠近海傍「三角碼頭」2 的蘇杭街和文咸西
街，成了香港早期轉口貿易集中地。時至今
日，該兩條街道附近仍充斥着沿海交易產業
如海味、茶葉店舖。儘管時代變遷，上環開
始吸納不少新式商店，但海味街、南北行等
等這些歷史標誌，在上環街頭依然隨處可見。

而在區內老店門外高懸的招牌，堪稱「字
型博物館」！中國書法性質上屬於表意文字
（Ideographs)，一體兼具形、音、義，能夠
活現街道的性質和氣質。這裏的招牌字體選
擇較為典雅，除了端正的楷書，一些茶葉舖、

2　 香港歷史上曾經存的一個碼頭，位置在永樂街以
西，現上環消防局和皇后街之間。

上環街頭寫生的照片紀錄（攝於 2018 年）。
《海味街》（左圖）與《都市探險》（右圖）兩幅水彩畫，分別取景自文咸西街和文咸東街，創
作於 2018 與 2017 年。上環街道各具鮮明特色，其中有兩條街道都叫文咸街，但是並非完全連
接。東西兩條文咸街都是昔日「南北行」的其中一個集中地，所以也有「南北行街」之稱。

燕窩店還會選用較罕見的行書、草書，由於
字速輕快、線條流暢，令上環區的文藝氛圍
更加具象化。

街道上的招牌和字體，將不同行業的氣
質勾勒出來，若配上寫生時的現場體驗，例
如海味街濃烈的鹹鮮氣味、活潑的舖頭貓等
等，能令畫家吸收視覺以外的元素。街頭寫
生，當然會受到時間、物料的限制，但這亦
是很有趣的「第一手材料」收集體驗。我通
常都會在街道上繞幾圈，甚至隨機找一家餐
廳吃東西，又或進去舖頭閒逛一下，從視覺、
聽覺、嗅覺、味覺及空間感等不同層面，好
好感受一下這個社區。頓時覺得自己有點像
記者，甚至是更主觀些的觀察者，再加上自
己在這區的回憶，混合成一個印象後，才繪
上畫紙。筆下用水彩渲染出來的上環，總充
滿一種浪漫氣息，滲透着點點物哀感，可能
是知道許多景物都面臨消失的危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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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幅《搭棚中的蓮香樓》繪於2021年。蓮香樓前身是廣州號稱「蓮蓉第一家」的糕酥館，
於清光緒年間改名「連香樓」（宣統年間再易名為蓮香樓），是一家百年老茶樓。雖然穗、
港兩店在經營上早已脫鈎，但香港蓮香樓絕對是弘揚廣東飲茶文化的推手之一。繪畫蓮
香樓時，剛好碰上其外牆招牌搭棚的一刻，竹棚形成幾何線條，令畫面添上一絲脆弱感
覺。可惜蓮香樓已於 2022 年 8月結業，此畫頓成追憶。

2021 年創作的《摩羅上街現場寫生》水彩畫。技巧上，比起早期畫作，這幅寫生更大膽一點抽取
視覺元素，例如古董攤位、招牌的書法，並以黃、綠、紅為主調。話說摩羅街這個街道名稱，源
於香港開埠初期這裏聚集不少印度水手與士兵擺賣貨品。到二十世紀初，居於摩羅街的印度人已
陸續遷離，後來只剩十多戶；街道商舖亦由經營字畫、古董等雜貨的華人進駐，聞名至今。直到
繪畫當天，街道仍滿佈大大小小的古董雜玩攤檔和店舖，歷史氣息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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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在港大求學時，我經常有機會在上環
區散步，將眼前看見的景貌用較寫實的筆觸
記錄下來。若要在上環尋找我獨特的記憶點，
除了街道寫生，就要數嘉咸街和石板街了。

嘉咸街名字起源已不可考，有說是紀
念 英 國 政 治 家 Sir James Graham（1792 
- 1861）， 另 有 指 是 紀 念 英 軍 將 領 Sir 
Fortescue Graham（1794 - 1880）。 這 條
街上最出名的存在要數至今已有約 160 年
歷史，全港最古老的露天市集嘉咸街街市。
2014 年我聽聞該百年濕街市快將拆卸重建
的消息，遂跟隨寫生前輩們到這裏作畫聯署
申請保留。在「卑利街 / 嘉咸街重建計劃」
下，這街市將變成私人住宅及嘉咸市集  ，而
街道原有的十七間檔乾貨店及食肆須於翌年
遷出，另十一檔濕貨店則可待至新鮮貨市場
落成後繼續經營。

《嘉咸街街市》鋼筆畫（上圖），繪於
2015 年。當時跟隨前輩們到這個百年濕
街市為聯署申請保留而寫生。至 2017
年，我重回舊地，創作了水彩紙本《嘉
咸街街市》（右頁圖），再次繪下這個
百歲街市的日常景色，畫面使用了較溫
暖的色調，希望復原其舊貌。嘉 咸 街

2015 年商戶遷出限期屆滿前，七十年老
店新景記麵家將最後兩天的全數生意額捐給
護老院，吸引不少市民來光顧緬懷；亦有餐
廳因堅拒遷離，加上民眾不捨心情，引發了
堵路行動  。當年，我第一次感受到在重建巨
輪下，百年歷史景色可以變得如此脆弱。

2015年，我跟着前輩們到嘉咸街街市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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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環小巷》現場速寫系列（2017 年至 2018 年），分別取景於上環卅間（左上圖）、石板
街後巷（右上圖）及永樂街巷子（下二圖）。英國藝術理論家WilliamGilpin 在 1768 年提出
Picturesque藝術理論，鼓勵藝術家在平凡角落中另覓柳暗花明的景色美學。受此啟發，我學到不
一定要在上環尋找宏偉（Sublime）景點，而是嘗試用尋寶者的眼光發掘一些殘缺（Ruins）和具
前後層次的美感，採取畫中框的構圖，建立前、中、後三個層次的景色，將畫家視角透過密密
麻麻的招牌小巷呈現出來。

《舊城小愛》（左圖）與《安然》（右圖）兩幅水彩畫，分別創作於2016年和2018年，不約而同以「叮叮車」為主題。
《舊城小愛》繪下電車駛到紅磚外牆的西港城（舊上環街市北座大樓）一刻，粉紅色調融入整幅畫，頓時浪漫非常。
《安然》取景於上環干諾道中電車路，日落時分，電車緩緩轉彎之際，好像將時間定格下來，帶點超現實感覺：道
路原本車輛奔馳，甚麼回憶都留不住；但只要電車慢慢駛過，就如時間囊般將社區文化、時間與情懷承載起來。



一   |   上環 |   2120  |

記憶若有限期 —— 香港城景美學印象

份」的思考。歷史悠久的石板街，經歷過英
治初期，到戰後經濟騰飛的日子，兩旁的小
排檔應運而生，從老照片中可以看到檔舖種
類多樣化，包括皮鞋、影樓、裁縫等，應對
來自五湖四海的中外客人。由街道拾級而上，
從低至高穿梭於層層疊疊的店舖招牌下，這
個有趣的觀賞形式，在我眼中好像一幅立體
拼貼畫，將霓虹招牌、手寫中文書法招牌、
勾線英文書法，甚至混雜日文、法文的廣告
牌等等，一次過呈現眼前。這種視覺衝擊，
除了帶來美學上的啟發，更迎面拋來一個問
題——香港的視覺文化身份，究竟是怎麼樣
的呢？

繪畫街景時，通常都是從第一身視覺出
發。個人很喜歡這種自然的角度，透過畫面
直接反映眼前的街道風景，讓所有人都能輕
易代入其中。然而，隨着愈畫愈多，看着香
港風景，感覺也像看着自己，難道自己的身
份不也是同樣的混雜、多元、難以尋根究柢？
不也是處於中西的夾縫，每時每刻都要選擇
自己的文化角色和定位嗎？

篇末，我要感謝石板街和上環的各處
街景，讓我從尋找寫生對象，建立出「追
尋自我」的初步意識。可能正因這樣，我
繪的上環，也有點像自畫像，又或者是給
上環的情書。

兩幅《石板街》水彩畫分別繪於2016 年（左圖）及
2017 年（右圖）。受到Gilpin 的理論啟發，與其把景
色描繪得光鮮、宏偉，倒不如將石板街的歷史痕跡表
達出來。善用前景的簷篷，將街道透視縮小，讓街頭
探險感覺呈現出來，更希望主動尋找「平凡中的不平
凡」美學。

石 板 街

石板街，正式名稱為砵典乍街，在 1858
年以香港總督砵甸乍命名，現時屬於一級歷
史建築。石板街連接上方的荷李活道以及下
方的干諾道中，有別其他尋常的道路設計，
石板街利用一凹一凸的石塊砌成街道，既方
便行人上落陡峭的中上環街路，也有助雨水
從兩旁瀉走，也讓「石板街」這個簡明易記
的別稱流傳至今。

在寫生時喜歡探尋怎麼樣的街景？石板
街給我很大的啟發。記得讀高中時，還未懂
得如何發掘和尋找自己喜歡甚麼風景，在繪
畫一些著名景點如天星碼頭、尖沙咀鐘樓、
海洋公園等的過程中，接觸到了鼎鼎大名的
石板街。這條街道於商業區中創造了一道歷
史風景線，窄窄的斜路兩旁聚集着鐵皮排檔，
街道更緊貼着幾條主要交通大道，包括繁華
的皇后大道中、荷李活道等。這個強烈的對
比，驅使畫家必須作出很迫切的素材取捨：
該站在歷史的一方，還是商業的一方？當時
我開始意識到，寫生不只是客觀的「搬字過
紙」，每一筆、每種構圖都反映了個人立場
和選擇，假如運用得宜，畫面就能建立出鮮
明的故事與訊息。

石 板 街 豐 富 而 混 雜 的 街 道  字 型 學
（Typography），也引發出一些我對於「身

讀中六時創作的《石板街》水彩畫，首度意識到寫生不只是客
觀地「搬字過紙」，而是反映了個人立場和選擇。 每一幅上環的畫作，都是我寫給上環的情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