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變地變情不變，荃灣象山秀山樓一名居民，難忘小時中秋
整座樓居民掛燈籠、玩蠟燭的歡樂，加上對愛妻的承諾，在2015
年起，在屬 「井字型」 的公屋天井拉掛色彩繽紛的傳統紙燈籠，
巨型燈籠陣持續多年，惟疫情期間停了兩年（2020年及 2022
年），今年疫情退卻，這名搞手重出江湖。他表示，初時掛燈
籠，人們都很熱情，到現在已冷卻了不少，感嘆社會變得冷漠，
跟人有莫大關係。不過其堅持已發生影響，今年九龍愛民有井
字型樓宇也製作燈籠陣。 香港商報記者 鄭玉君

秀山樓製作燈籠陣的居民很低調，原本不接受訪
問，只向記者發了幾張設計圖，以及回覆會於9月29
日中秋正日下午5時開始掛燈籠，他事前的製作情況
只見於 「象山燈籠陣」Facebook群組。中秋當天晚
上大約7時抵達秀山樓樓下天井，往上望時，已見到
很多燈籠懸空掛，數不清有多少盞。一旁有居民拉
膠箱，內裏有些紙燈籠，這名居民正是搞手，剛剛
掛完燈籠。他對記者的親臨訪問沒有拒絕。

堅持多年親手製作
搞手不厭其煩再解釋掛燈籠原因，2014年中秋節，

他與太太晚上回家時，看到頂層有一戶人拉起一串燈
籠橫跨天井，太太頓時大讚很漂亮，並拍了很多相，
他即時說自己小時都是這樣玩燈籠，並對太太承諾，
明年做大型的，掛多些燈籠。於是自2015年起，秀山
樓就出現燈籠陣。其實細談下，搞手這份掛燈籠心願
已植入心裏多年，對太太的承諾是一個契機，讓他重
拾少時情懷。

象山是舊式公共屋，於1978年至1979年間入
伙，有三座樓宇，包括樂山樓、秀山樓及翠山樓，
其中前兩者採用雙塔式設計，每座樓宇均設有兩個
天井，開揚通風。年近半百的搞手說，小時過中
秋，差不多家家戶戶都會在門前欄杆點蠟燭，有些
還會拉一串燈籠掛在天井，試想想樓高 24 層的秀山
樓，此刻會是如何壯觀，真的燈火通明。但後來很
多小孩都長大了，整座樓宇在中秋日漸漸變得安
靜，氣氛相較從前差遠了，只有一兩戶人家堅持掛
燈籠、玩蠟燭。

重拾失落三十年的情懷
其中居於中層的何姓一家，就是堅持者。何生與太

太自象山入伙就搬進來，兒女小時也在欄杆點蠟
燭，門前也掛燈籠，兒女大了不玩蠟燭，政府也勸喻
不要玩。疫情期間，燈籠陣不出現，何家特別掛多些
燈籠，門前整條走廊也有，今年繼續，估計大大小小
燈籠有五六十盞。

顯然製作巨型燈籠陣，讓搞手重拾一份已失落三十
年的情懷。他說，最初兩年，人們見到燈籠陣都很熱
情，包括他太太，之後漸冷卻，所以他會提出這問
題： 「好多人講香港變得冷漠，但我會反問一句，是
社會變得冷漠，定係人令社會變得冷漠？」縱然製作
效果只及小時四成，他有能力的話仍會繼續掛下去。

花盡心思每年構圖也不同
事實上，燈籠陣的製作頗花時間及心思，以今年的

構圖來說，花了兩個月時間想出來（有設計圖），共
用了 260 盞燈籠，由 24 樓掛到 8 樓，從天井底往上
看，會看到一格格的構圖，由不同樓層往下望，又有
不同圖案，而構圖並不是年年一樣，以往試過有扇、
星、旋轉等。製作工具及材料有鉗、漁絲線、夾、燈
籠、LED燈，今年花費約900元。搞手強調，事前全
是自己準備，但掛時必須有幾名街坊合力做才成事，
同時亦要 「睇天」，不要下雨，否則紙燈籠毀爛，浪
費金錢及心機。他又說，掛燈籠後不會離開屋，當
有問題出現時，可即時處理。

▲象山秀山
樓天井中秋日至
國慶日掛起大批
燈籠，恍如回到
八九十年代。
文錦豪提供圖片

▲▶有其他居民同樣在門前掛燈籠，何生何太與兒孫與門前燈籠合影。

▶設計者在欄
杆貼上數字記
號，務求清楚地
走線。

燈籠陣設計圖，搞手花兩個月時間想
出來。 象山居民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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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強，刑事司法理學士，湖北警官學院客座
教授。退役香港警察偵緝警署警長，從事刑事偵
緝工作卅多年，曾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警察榮譽
獎章勳獎。學術方面以警察史、犯罪學、幫會等
研究方向。亦為歷史文物收藏家，曾獲 「全國十

大警史文物收藏名家」 名銜。編著出版《中國禁毒文物》圖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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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8 月底，一名五十多歲的退休男子單獨由黃大仙出
發，前往沙田黃牛山遠足後失蹤。當局接報後派出消防、警
察、民安隊及政府飛行服務隊，展開聯合搜索行動。亦有多
隊不同的民間搜救隊，組織志願小組上山協助搜救。

失蹤者於三日後，曾在山林內用僅餘電量的手提電話致電家人，並自拍身處位置，但是未
能報告確實地點。消防人員最終於報失三個星期之後，在密林尋獲他的屍體。

結伴同行安全第一
這事件再度引起市民關注到郊野登山遠足時的安全措施。郊野登山最好是結伴同行，避免

單行獨走。登山人士在計劃郊遊登山之前，應該注意各種通訊方法及善用通訊器材，攜帶足
夠的後備電池。最好於出發前參考政府的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為熱門遠足地點的流動電
話覆蓋調查，這是可透過電子地圖查閱。

設立已近三十年
電子地圖亦有顯示於郊野公園設立的公共電話以及 「緊急求助熱線」報警電話機的位置，

登山人士在未能使用流動電話時，也可以打電話報警求助。所述的公共電話以及
「緊急求助熱線」報警電話機，是當時 「漁農處」與固網電話供應商合作設置。

「緊急求助熱線」（Emergency Helpline）報警電話機的設立，已有近卅年的歷
史。這是當時負責管理郊野公園的 「漁農處」於1994年設立，初期安裝在各個郊
遊熱點的固定 「緊急求助熱線」報警電話機共有102個。其後，於另外的郊遊地方
如山頂的盧吉道行山徑，灣仔峽道和寶雲道交界等，亦加設45部 「緊急求助熱
線」報警電話機。

「緊急求助熱線」有如一部 「對講機」的通話設施，機上只設有
兩個按鈕和對話器。藍色的按鈕是直接駁到警方報案中心，紅色的
按鈕則是直接駁到 「999控制中心」。 「緊急求助熱線」是不能作
為其他通訊用途。

公共電話亭輔助應用
此外， 「漁農處」於1994年底與固網電話公司合作，於各郊野

公園或附近範圍設有收費的公共電話亭，作為一般用途。當然撥打
999緊急電話是免費的。目前，設有百餘個收費的公共電話亭。

新．專欄

行山徑「緊急求助熱線」生死繫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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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不同樓層拉掛串串燈籠。 記者 鄭玉君攝

「緊急求助熱線」 報警電話機上的通話設施，藍色
和紅色的按鈕。

▲在郊野公園
範圍設立的 「緊
急求助熱線」 報
警電話機。

▶今天漁農自
然護理署的船灣
郊野公園說明
圖，圖上標示這
公園及毗連地點
的 「緊急求助熱
線」 報警電話機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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