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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文

一位廣受同學歡迎的校工 4C	方煒壹

中五和中七生的課室一向都在四樓，每個學生都為會考及高考拼搏，為

將來努力。學生考試壓力沉重，再加上戀愛、交友等問題常困擾情緒，很多

時都需要向人傾訴。負責清潔四樓的校工嵐叔，便是一位很好的聆聽者。

嵐叔約五十來歲，有著矮小又帶點胖的身形。他的髮綫微向後移，有一

張白白淨淨的臉，眼珠深褐色，樣子不像廣府人，倒似新疆維吾爾族人。他

身穿校工制服，把襯衣束在褲子裏，皮帶上掛著舊款式的手提電話，加上一

雙潔白的球鞋……，總是給人乾淨整齊的感覺。他臉上常掛著笑容，讓人感

到溫暖。

他每天都把洗手間清理乾淨，地上滴水全無。課室裏桌椅都很整齊，四

周一點垃圾也沒有。他天天打掃，風雨不改。

除了工作外，他很關心同學，經常鼓勵我們努力讀書，為將來的生活作

好準備。同學們都很喜歡他，每當有任何愉快不愉快的事，都會「稟告」嵐

叔。他樂意聆聽，亦會提出意見和鼓勵，給予同學適當的指導。同學都很喜

歡跟他交談，研究一下讀書的策略，甚至會討論國際大事。

嵐叔經常以洪亮的聲音勉勵應考同學，推動他們奮力溫習；他慈愛的話

語也成€同學的精神食糧，讓他們灰心時重新振作。每年的畢業生回校，除了

探望校長和老師，都一定會找嵐叔。

嵐叔就是這樣廣受歡迎，為我們帶來了美好的回憶。

觀察力強，抓住人物的特徵描寫，如髮線後移和眼

珠顏色，生動細緻，形神畢現。（陸倩民老師）

有人說，最樸實而純真的感情通常發生在學校，你

同意嗎？

教 師 回 饋：

賞析與思考：

港式茶樓 4C	方煒壹

我自問是一個地道的香港人，香港人會做的事，我都做盡。吃茶餐廳、

「唱K」、「飲茶」都是傳統的港式生活。

說到「飲茶」正是我由小至大，逢星期六、日早上的習慣。相信很多港

人都是靠這項活動聯誼一番，與親人或朋友溝通。

「飲茶」的主要元素是點心和茶。點心種類繁多，傳統的有蝦餃、燒

賣、叉燒飽、糯米卷、腸粉等，亦有較新式的，如灌湯餃、流沙飽、千層

糕。為了迎合港人口味，酒樓更會供應炸雞翅，炸薯條，甚至煎蠔餅等，種

類繁多，不勝枚舉。雖然叫茶樓，但客人似乎不太注意杯裏的茶。酒樓供應

的不外乎壽眉、普洱、鐵觀音、水仙等七八種。對茶有特別喜好或較高要求

者，便請自備茶葉，不論紅茶、綠茶、花茶，侍應都代為沖泡。若要講究水

溫和沖泡技巧，那還請閣下提點，免得被侍應亂泡一通，糟塌了名貴茶葉。

說說港式茶樓的名字吧。一般叫作什麼大酒樓；有海鮮供應的，或叫海

鮮酒家；亦有什麼軒，什麼閣，什麼居，還有什麼樓。稻香集團就為旗下酒

樓起了別緻的名字：超級漁港、迎海漁港、客家好棧、鍾菜、上樓、潮樓、

潮館……；美心集團的就更富詩意：映月樓、翠玉軒、八月花、聚豪閣……

，不知道內裏的還以為是江南的園林亭閣。

近年茶樓的運作有所改變。以前有客人在桌子旁等位，現在大家都自

動自覺報上人數，取票等候，等候的同時勿忘觀看帶位小姐神乎奇技：先用

對講機收取訊息，再用咪高風高聲叫號；這時若有客人登記，她會先報以微

笑，然後寫上人數，撕下小紙一張遞上。以前一坐下要衝去搶點心，現在就

人人乖乖的坐在座位勾「點心紙」。以前結賬時有熱毛巾給予抹手，也許因

不合衞生，自「沙士」後失蹤了。

裝修及設施方面，傳統的酒樓會以紅、金兩種顏色為主，檯布多是白色

的，並印有龍鳳圖案。茶壺是圓圓的，印有藍紫色花紋。最特別的是大堂牆

上掛有一龍一鳳，中間有一個「喜」字或「壽」字，更有瓷製的三星拱照。

現在新式酒樓多用膠料裝修，以燈箱組成牆身。大紅的「囍」字被粉紅色氣

球構成的心形圖案代替，當中還會掛著前一晚婚宴用的「Ｍay	&	Jacky」。

香港社會變得太快，舊式茶樓幾乎絕跡。我雖不盲目認為新不如舊，但

對傳統茶樓文化，總有一份莫名的鍾愛。

內容豐富，饒有趣味。憑著細膩的心思和入微的觀

察，寫出了茶樓的今昔之別，喚起讀者不少集體回

憶。（陸倩民老師）

常把「懷舊」掛在嘴邊，怕不怕被冠以「老餅」之名？

教 師 回 饋：

賞析與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