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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往事悠悠濠江八載情

一九五八年，當時三歲的我，隨着父母親從廣州抵達澳門。

五、六十年代的澳門是一個樸素的小城：物資缺乏、生活艱苦

貧困、鄰里守望相助、感情和睦。

三歲離開廣州定居澳門，十一歲離開澳門定居香港，我在

澳門度過了八個年頭的快樂童年。倘若以人生比作逆旅，我往

後的逆旅生涯，每一站都比澳門停留得更長。時光流逝歲月不

居，可是這悠悠八載的童年生活點滴和記憶，超越半個世紀，

無論我走到哪裡，它都如影隨形地一直追隨着我，歷久而彌新，

未因時光的流逝而褪色。它縈繞在我心深處、浮游於我生活的

喜樂當中，夜裡常來入夢。於是有一天，我決定用文字把它永

久地固定在紙上，也讓半個多世紀以前圍繞在我身邊的人物得

以重新活起來。

澳門由一個小漁村演變成今日的繁華昌盛，是從半個世紀

以前的貧窮、艱苦，經歷了兩三代人的默默耕耘而成就出來的。

而屬於那個年代的一個物資匱乏、生活儉樸、人情味濃厚的小

城風韻，就只有透過童年的美好回憶，在記憶中一一重拾回來。

「只要不忘記，它就永遠活着。」不是嗎？

如果你與我生長在相同的年代，也曾經在澳門生活過，而

這本書能喚起你相同的回憶，這是我的原意。

如果你並非生長在與我相同的年代，也不曾在澳門生活過，

而這本書能令你得窺澳門五、六十年代的面貌，因而引起你追

尋澳門文化歷史的興趣，這是我的願望。

如果因為這本書的出版，令我可以與失散了數十年的童年

玩伴、師長和同學得以重聚，這是我此生的夢想。

劉全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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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馬．茶座

今天南灣那座銅馬像 1 已經不復存在，可是它當年卻是南灣

的地標。我最懷念的，是銅像下的那個露天茶座—「銅馬茶

座」。

小時候的南灣，是一個寧靜的休閒好去處，夏天乘涼、休

憩、散步，十分寫意。

那時的南灣，地上還是黃土一片，葡京酒店還沒有建起來，

附近有學校、球場、商店、樓房住宅和穿梭往來的三輪車。

晚飯後，只要聽到爸爸說：「我們到南灣走走吧！」我就

樂極了。從議事亭前地轉入新馬路，再上南灣街，我連跑帶跳

地，就是要盡快到達「銅馬茶座」。當遠遠看到榕樹下茶座懸

掛着的彩色燈泡，以及茶座旁那比我還高的大可樂時，我就歡

欣雀躍地往前跑，直奔到它的面前，圍抱着它。散完步後，如

果爸媽決定在茶座坐下來乘涼和喝點東西，讓我可以圍着那大

可樂多轉幾個圈，我就簡直是喜出望外了。

1� 銅馬像：即亞馬喇銅像。亞馬喇是澳門第七十九任總督，澳葡政府於 1940 年
豎立此座亞馬喇揚鞭策馬的銅像以作紀念。

小時候，幸福原來就是這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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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馬路與中秋節

新馬路是條繁華熱鬧的大街，兩旁店舖林立，有百貨、銀

號、藥局、餐廳、酒樓、戲院、餅家、酒店等，應有盡有，而

我最懷念的，是新馬路上的餅家。那時一年中至少有三次，是

懷着歡欣的心情，到新馬路上的餅家去的。

中秋節快到了，我便與姐姐一起到新馬路上的餅家，逐家

去索取「月餅紙」。所謂月餅紙，就是一張印刷精美的月餅價目

表，餅家印製用來派發給顧客的宣傳單張。月餅紙上，一面印

有各式月餅的價目表，一面印上與中秋節有關的各種彩色圖畫，

我與姐姐要收集的，就是各家餅店月餅紙上的彩畫。我們興高

采烈地把月餅紙帶回家，互相比較、欣賞，然後好好珍藏。

到臨近中秋節了，我就歡天喜地跟着媽媽到新馬路上的餅

家去領取月餅了。媽媽供了份「月餅會」，臨近中秋節時，便

憑着那張蓋滿了印的月餅會卡，到所屬的餅家去取餅。那時中

秋用月餅來互相送禮的風氣很普遍，但一次過拿錢出來買十多

盒月餅，並非一般家庭能夠負擔得起，所以人們便供月餅會。

每個月供二、三元，供足十二個月，便可以拿到十盒月餅，所

以到期取餅時，餅家就人頭湧湧。

我跟着媽媽去取餅，餅店還特別送我一個豬籠餅，就是一

個在豬籠裡的豬仔餅，可以提着。那時媽媽兩手滿滿地提着那

十盒月餅和餅家額外贈送的酥餅，我就提着那個豬籠餅，一蹦

一跳地跟在媽媽後面，滿載而歸了。

為了宣傳，新馬路上各家餅店在中秋節前都搭建中秋牌樓。

中秋節的牌樓燈飾，高懸在餅家門樓上，成為大型的宣傳廣告。

牌樓的主題畫每年都不同，有「嫦娥奔月」、「八仙過海」、「吳

剛伐桂」等，除了立體的美工製作，不少還加上耀眼的燈飾，

甚至還會走動，成為栩栩如生的動畫。

中秋節的晚上，吃完晚飯後，人們扶老攜幼，到新馬路上

觀賞綵燈牌樓，成為一家大小的闔家歡樂餘興節目。新馬路上

人山人海，擠得水泄不通，馬路兩邊都有牌樓燈飾，人們看完

這邊又跑過那邊看，真是目不暇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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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君早安

小時候，一層樓裡面分別由幾家人租住，廚房是各家共用

的，沒有獨立衛生間。早上洗臉漱口，要拿個面盆到廚房的大

水缸用水瓢舀些水，然後回房間梳洗。

我們的房間，近門口的角落放置了一個半身高的面盆架，

架上放了個搪瓷面盆，牆上掛着一面小圓鏡，圓鏡兩旁分別掛

着兩條雪白的底色、藍色壓邊的洗臉毛巾。當你把毛巾放進盆

裡泡一泡水，然後扭乾，打開毛巾時，必定看到毛巾下面鮮紅

色的「祝君早安」四個字。這條白底紅字的「祝君早安」毛巾，

是很多人早起第一件使用的物品，一句「祝君早安」所傳達的

温和、親切和暖意，是晨起時最動聽的祝福語。

我們在爐石塘上熟食大排檔的客人，有些慣常自己帶備啤

酒或燒酒同來，然後再點菜，名副其實地美酒佳餚一番的；有

些則點了菜後見到有餚無酒，便着我們代買瓶啤酒回來。一聽

到有客人要買啤酒，不待媽媽叫喚，我已經趕緊跑過來，準備

做跑腿了。當我拿過客人給的錢後，便飛奔到對面益和顏料旁

邊那個賣香煙和啤酒汽水的小檔，代客買啤酒去。

那時我的身高還不及櫃枱，要踏上一塊小木板踮起腳尖，

才能看到汽水櫃內泡在冰水裡的各式汽水和啤酒。那時最受歡

迎的啤酒，是廣告上宣傳，用嶗山礦泉水釀製的「青島啤酒」。

大熱天，捧着一瓶剛從冰櫃裡取出來的青島啤酒，那股涼氣，

就直滲入心脾，真的來個透心涼了。

媽媽替客人打開了青島啤酒的瓶蓋後，便會把蓋子收起來，

積累到了一大包時，便會叫我把瓶蓋拿到「新中行」1 去換毛巾。

我一聽到媽媽叫我去新中行，便高興得不得了。我最最喜歡這

份差事，因為我可以乘機開小差，到高尾街去了。

我從草堆街行上高尾街。高尾街是一條狹長的斜坡，由街

頭到街尾，都是些小商店，有賣衫裙皮鞋、皮包手袋、香水絲襪、

頸鍊首飾、絲帶毛冷的。這些東西對於一個像我這樣小小年紀

的女孩，是太成熟了點，但我就是喜歡駐足在這些店舖的玻璃

窗櫥前凝視好半天，幻想着自己正穿上那條在玻璃窗櫥裡的漂

亮裙子，戴着那串閃亮晶瑩的頸鍊和釘滿亮晶晶珠片的手袋，

再穿上那雙高跟鞋，飄然地漫步離去。

1� 新中行：青島啤酒總代理，六十年代位於議事亭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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