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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漁行歷史細說

何智新* 口述

RCC86--17

* 何智新(1927-)，澳門鮮魚行總會監事長，無極氣功 (澳門) 保健研究會創會會長兼總監。

本文由作者提供，係2010年12月2日於澳門鮮魚行總會訪談之轉錄稿，由澳門理工學院江淳博士整理、林繼強和關偉銘訂正。

何：很感謝你們這次的訪問。

—— 我是1927年在澳門出世的。我祖籍是廣

東中山。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中山縣叫做香山

縣。我的祖輩——也不僅僅是我一個入，澳門的

許多同業——的祖輩，都是由於生活困難而來澳

門的。澳門是個漁區，過去的澳門有三大行業，

就是漁業、炮竹槳、香業。澳門這個小小漁村就

靠這三業生活。我的祖輩就靠漁業謀生。講到澳

門的魚，那歷史就長了，這裡有鹹水魚，也有淡

水魚，以往漁船使用風帆的時候，早去晚回，有

很多魚蝦及海產聚集在澳門這裡。還有中國內地

很多淡水養殖的魚運來還裡賣，澳門形成了很旺

的魚市場。我們就在魚市場工作。 

—— 30年代，我幸運地讀了小學，讀到畢

業。這在當年我們的行業中是很少的，很多人是

沒有書讀的，或祇讀點義學。

我們的行業很團結，愛家鄉愛澳門，記得當

年七七抗戰，我們的父輩義賣捐獻，把魚抬上街

賣，街坊店戶都很熱情。我就親眼看見，有一個

人買了兩條像一支筆似的小魚，就給了兩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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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這在當年價值是很不少的。其他人也很踴

躍。我是小孩子，但是也有很多親身感受。大家

獻金捐獻，是為了買有用的物資支援抗戰，為使

國家民族不受欺負，而盡點自己的力量。當然還

不止我們魚行，澳門好多行業都有參加。澳門當時

有賭館，還有紅燈區，大家都一起來支持抗戰。 

1941年香港淪陷以後，澳門的生活就艱苦

了，米都吃不上了，澳門不出產大米啊。我們漁

業幸運的是有時捕到大魚回來，鯊魚啊，鯆魚啊

(鷹魚)，很多肉的，就用魚當飯，煲粥吃，用魚

油來點燈，很腥，但是有用啊。就這樣度過了三

年零八個月的艱苦日子。

抗戰時我就沒有書讀了，僅有幸讀過幾個月

的中學。但這在我們行業裡已經很稀少了，後來

為甚麼叫我做校長？就是因為要在本行裡找人來

做，而我已經算是讀書多的人了。

我們魚行有個特點，澳門很小，但還有三五

百人，已經算是比較大的團體了，有比較旺盛的

武術傳統。和平以後，我們魚行一些人開始學武

術，因為我比較好動，就開始參加一些武術活

動，以武交友。鮮魚行過去有個武術班，很出名

的，現 在武術總會還有我們的名呢。我十幾歲

的時候，就跟梁中天(我的老師，也是我的老友)

他們一起組織了“尚武體育會”。1947年，兩

廣水災，我跟梁師傅一起帶動尚武體育會發起走

上街“賑濟兩廣水災”的捐款活動，我們還有當

年的圖片在。梁中天師傅是我們魚行初辦武術前

班的師傅，魚行自己組織的武術班，還有武林前

輩林晶師傅，他與梁中天師傅是同門師兄弟，也

是漁業商家、老闆。他熱愛武術，幾乎全副身家

都擺進武術，研究武術。我當時有幸得到他的指

點，練習武術。

—— 1949年中國解放了，澳門進入了一個新

時期。在之前的1947、1948年，澳門都很動盪，

國內內戰，通貨膨脹，幣值降得厲害，澳門相當

艱苦。解放後又遇上韓戰，受封鎖，當年我們魚

行行友要解決生活問題，要解決子弟讓書問題，

經過很多艱苦努力，如行友籌款，義賣，整個行

業的聯繫等，到1955年，就組織開辦了一所“鮮

魚子弟學校”，大家推我做校長。

問：學校與魚行行業的關係是怎樣的？

何：要講起來，有甚深歷史淵源。解放以後，我

們與一部分的國內漁業同行關係很密切，因為淡

水魚主要在國內。我們當時跟工聯商量，我們是

乙組鮮魚行，國內來的魚，蓋個印，我們就可以

賣。做魚的生意，國內對澳門很關照，自己多困

難都好，都把魚供應給澳門。我們得以維持魚的

生意，很感謝祖國。

問：剛開始辦學校是不是有人反對？

何：是啊。50年代的澳門可以說是一個動亂的區

域，政府對辦學這個事是壓制的。

—— 當時澳門規定有十三個人坐在一起，那

就犯法了。我們那時已經成立了鮮魚市販職工聯

合會，剛開始有兩年都是要搞地下工作的，不能

公開。工聯成立後，政府那時還是經常拉人打人

的。那時國民黨的勢力在澳門也很大，蕭景兆控

制了澳門的海岸，黑社會勢力也到處收行稅，敲

詐勒索。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我們魚行要團結

起來，但是有各種不同的人，老闆啊，魚欄啊，那

些人政治觀點是不同的。當時有人叫我們做“左

仔”。50年代香港發生過動亂，澳門也會經發生

過，我們上街都要多備兩條皮帶防身，大多澳門

人皆知道團結要緊密些。(十幾年以後發生的“一

二．三”事件，就是政府彈壓氹仔辦學校而發生

的。) 我們辦學要早十幾年了，辦學期間，在街

市上每一天大家你一毛我一毫來湊錢。當年有五

個街市，我們就組織串連各街市，最後辦起了學

校，但經費是一毛兩毛地在街市收集的，社會經

濟不好，收不到多少的。怎樣長期維持子弟學校

經費，成為當年辦校的大問題。

—— 澳門的環境很複雜，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組織起了這個小學，當然不是一帆風順的。

我們搞醉龍大會，也是為了維持學校經費而觸發

的。 (1952年，正式成立了鮮魚市販職工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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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們是比較低調的。我留有一份特刊資料，

上面就談到學校和魚行發展的情況(拿出資料) )

—— 當時有人認為我們辦學是不合法的，不

支持我們辦學。50年代後段最困難，國內辦公社

了，要顧國內的發展，漁船不能來澳門，我們經

常幾個月都沒有魚蝦。我們就考慮怎麼樣能使全

行的人團結起來呢？那時在三街會館有30年代曾

經搞過的舞醉龍，是中山人來到澳門帶過來的，

我們魚行90%以上都是中山人，他們很愛家鄉，

搞舞醉龍啊，請中山人來扒龍船啊，請飄色來澳

門表演啊，搞些拜神活動啊。我們在四月八有時

會聚集一下，舞下醉龍，這是舊時的傳統。所以

我們就想，這樣的傳統可以團結澳門行友；還有

一個原因是我們的武術班，有林昌師傅，後來有

劉洪師傅(第二期)。我跟林昌師傅研究，將武術與

醉龍結合起來，所以澳門的醉龍是國內沒有的，

沒有我們這種特色的，我們組織了澳門醉龍醒獅

大會，是我一手籌辦起來的。我們研究將醉龍、

醒獅、武術有機結合起來。大家說，我們這個行

業，魚要生猛才好，那龍也要生猛才好啊，大家

舞“生”它！就是利用這個醉龍，我們在50年代

末期辦成了醉龍醒獅大會，保留下了一個記錄。

——搞起來醉龍之後，魚欄的觀點不同了，

魚欄也是為了魚行的興旺更出力了。初期我們辦

學時，逐個魚欄去徵求意見，收些出口魚的桶頭

傭金，作為學傭。澳門當時魚欄有八九十家，後

來他們都很支持我們，家家蓋印，我們辦學就沒

有這麼辛苦了。這些是60年代以後的事了。學校

就這樣維持辦下去了。

問：你們辦的學校名稱叫甚麼？

何：學校自1955年開辦，全名叫“鮮魚子弟學校”。

問：校址在哪裡？

何：校址在爐石塘

問：成立的時候學生有多少人？

何：學生都有貳佰多人。

問：教職員工呢？

何：老師有五六人，劉羨冰老師就是我們學校

最初的教導主任，你們可以訪問一下她。我是

校長。大家說：“你讀的書最多，你不當誰當

啊？”沒有副校長。在我們行業，找個把讀書人

就很難了，大家都無書讀，祇在義學學個一兩年

的很多。當年來讀書的學生是怎麼樣呢？讀預備

班，10歲、11歲；讀一年班，12歲、13歲了。我

們再不辦校，他們哪裡還有讀書的機會呢？政府

壓制辦學校，大家都沒有書讀啊。

問：你們辦學的地方是誰給的呢?

何：學校上課的地方是租的，我們還會借用宜安

街那裡鮮魚會會址的木樓，辦小型的班。總之是

想盡一切辦法來辦學。後來工作忙，我身體不大

好了，在1968年發生了“一二．三事件”，就

是為的在氹仔辦學的事情，澳葡政府阻止民間辦

學，引起社會對抗，澳葡當局宣佈了戒嚴令，軍

隊開槍打死人。

問：那事件以後學校受影響了嗎？

何：學校沒有受大影響。那以後我就不再擔任學

校的實職了，有時去學校講兩堂書法課，幫幫手

而已。因為我身體不好，林昌老師研究太極拳，

教會我很多健身的方法，我很感謝他。我練習的

是太極拳，還去廣州拜師學太極拳的基本功，這

使我終生受益，到晚年我都沒有放棄練習太極

拳。現在還進行有關的科普研究，2010年還參

加了政府舉辦的“生命與健康”科普活動。2007

年，理工學院協辦了“醫學氣功與養生”學術研

討會，是一個國際性規模較大的活動，我很感謝

理工學院。

 —— 到現在出街，還有學生看見我，跟我

打招呼，我都不認識了，“幾十年前跟你讀書的

嘛！”“哦，哦，是啊？”我有時在餐店吃飯，

旁邊有學生已經幫買單了，我都不知道是哪個。

 ––“一二、三事件”以後，澳葡政府的政

策有了一些改變，開始推動教會辦學校，容許辦

學。澳葡政府以前是這樣的，他不壓制中國傳統

文化，所以我們經常可以辦“觀音誕”、“關帝

誕”等與傳統習俗有關的活動，辦這些活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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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擔心會觸犯“十三人集會犯法”的規定，後來

政府允許辦學了，學校越辦越多，到70年代，我

們學校因為小，就跟其他學校合併了。先是跟豬

肉燒臘學校合併，在白馬行國華戲院旁邊，再後

來又跟勞工子弟學校合辦，初期就是勞校、勞教

會支持我們嘛。

問：我們這個小學一直沒有發展成為完小？

何：我們這個小學的興辦是為了應付當年行友子

弟的失學，我們祇有能力辦到四年班，一直沒有

成為完小。合辦了以後，學校規模就大些了，越

來越壯大。

問：當年舞醉龍活動是怎樣組織的?

何：舞醉龍的活動，當年並不容易，社會動盪，是

否能夠上街都是問題。由於我們把舞醉龍跟武術班

結合，就有好處了，以體育活動為名，就把舞醉龍

搞起來了。搞活動時，不准喝醉，祇能半醉，全醉

了那就沒有辦法舞攏了，你不喝一點又不夠生猛。

我們還組織起糾察隊維持秩序。我們行友是有着團

結的特點，很多武林各派的子弟都聚在一起，參加

鮮魚武術班還有醒獅活動，形成團結的力量，這是

舞醉龍的一個收穫。醉龍活動搞起來了，又關照市

民健康，派龍船頭飯啊，去各個街市、魚欄區域密

切聯繫啊，形成了我們魚行的特色。其實行友之間

是存在矛盾的，但是我們利用這種形式，將所有行

友團結起來。當年有兩兄弟，各自參加不同的武術

派別，勢同水火，後來共同參加了我們鮮魚武術

班，握手言和了。有了這些組織，魚欄在政府方面

也好辦，大家各得其所。醉龍醒獅大會與學校，促

成了我們很多團結工作。當年，解放以後，我曾以

為醉龍不能舞了，就要結束，殊不知不是這樣啊，

國家很重視傳統文化，民間文化，還要協助我們搞

起來。我當時真的有這種感覺，就是我們行中的一

句話：“鹹魚翻生。”現在各項活動很多，以後我

們還要在舞醉龍技巧方面下功夫。

1981年澳門魚行醉龍醒獅大會於農曆四月初八日回中山縣石歧、小欖、容奇、

三鄉尋根表演，澳門居民二百多人參與活動，陣勢壯觀，大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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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龍船頭飯是哪一年開始派的?

何：以前是自己食的，在活動開始前，飲醉食飽

後，就開始巡遊。大約是1959年、1960年，開始搞

舞醉龍的時候，就開始了。60年代開始搞經濟，舞

醉龍活動也漸漸活躍，後來派飯也就形成規模了。

問：派飯的經費是從哪里來的？

何：有兩個方法：街市自籌，魚欄也要籌集，他

們經濟比我們魚行(販)好。

—— 初時魚攔不肯支持我們，那我們也要辦

啊。我們街市的行友就搞公賣活動，公賣與義賣

不同，不是全部捐獻，而是將成本還給魚欄後，

賺到的利潤捐出來。我們曾經為很多事情辦過義

賣，比如鏡湖籌款活動啊，一些賑濟活動啊，包

括辦學校啊，等等，是用義賣的形式。我們有五

個街市，辦起來聲勢也很大，也要求魚欄他們捐

款。我們都發動起來了，他們更加要做了，就這

樣互相影響啦。

—— 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舞

醉龍就沒有搞了，結束了。澳門的粵劇也沒有人

玩了。要破四舊，我們成立了“學宣隊”，我還

去拉手風琴呢，手藝當然不是很好啦。但是醉龍

的東西還是保留下來，上街時人家間：“你們這

是叫甚麼啊？”“魚行團結日啦！”就是用這種

方法，四月初八即魚行團結日，保留了對舞醉龍

的懷念。

—— 到1980、1981年，在魚行行友、魚欄、

澳門各方人士的推動下，又開始舞醉龍了，大家

都說“你們這個節目活動不錯啊”。我們最初很

撓頭，“搞回活動很困難啊，怎麼搞啊？十幾年

都沒有搞啦。”那時國家改革開放，澳門人去中

山尋根，醉龍醒獅大會要回中山尋根，國家批准

了我們的活動。我們的活動打破了當時的封閉，

規模很大，也很威風，我們回石岐，都由警員開

路，有兩百澳門人參加活動。那活動叫“龍獅獻

此照片為在中山體育場表演舞醉龍的情景。當時還有舞醒獅和武術表演，何智新參與了武術設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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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慶豐收”，我們去了小欖，容奇，三鄉，首先

到中山體育場。

問：中山人很歡迎你們吧？

何：中山人很歡迎我們，一路燒炮仗，一路歡

迎，很大的陣勢。當其時，我參加了武術表演，

是我們的醒獅武術表演，而那邊的醉龍是我參與

設計的，因為要結合武術內容。

—— 這是1981年的事了。回來以後，我們就

繼續舞醉龍活動，國家都支持了，我們澳門怎麼

能不繼續搞呢？改革開放以後，旅遊業發展，我

們還獲得了澳門政府頒發的旅遊功績勳章。前年

上海世博，我們醉龍隊還獲邀去表演、巡遊，世

博的主任選出來跟我們一起照相，這是澳門特色

啊！舞醉龍原是我們行會的活動，不主張隨便就

出動的，四月八日是我們紀念團結日活動、我們

的會慶活動，我們才搞。當然有重大活動的時候

我們才參加，像圈際邀請啊，澳門回歸啊，我們

當然要玩啊，那時是醉龍走在前呢。還有澳門首

屆美食節，東亞運動會等等，也是醉龍舞動，都

有我們演出。舞醉龍後來成了澳門響噹噹的品牌

了，這些都是我們當年沒有想到的。

問：請您講講澳門魚行的歷史？

何：澳門有三大行業，炮竹，香業，漁業。上次

我說是火柴業，不對。火柴業比較新，是八十年

前的事，而上面說的三項有上百年歷史了。

—— 香業是因為東南亞很多華僑要買香。

香港的香字，最早就跟香業有關，是不是真的，

我不能證實，但是澳門的香業是很旺盛的，很多

家庭靠搓香為生，還有做炮竹，加上漁業，成為

澳門三大行業。澳門的漁業有幾百年歷史了。四

五百年前，葡萄牙人來澳門前，澳門已經是一個

漁村，但那時沒有形成一個市場。澳門雖然小，

但它是珠江三角區的一個出口，鹹淡水交界，漁

船早上出去，晚上回來已經有很多魚了。種類也

多，船駛得遠的，就拿得到大魚回來。黃花啊，

馬友啊，大海魚啊，這些是要去兩三天的。那時

沒有甚麼冰鮮，祇有兩種魚：鮮魚和鹹魚。漁船

打魚回來，鮮魚就賣掉了，有的賣不掉，就放鹽

成鹹魚，有的鹹魚還更值錢呢。澳門這個漁區，

有很多魚產品，鮮魚鹹魚蝦蟹蝦醬蝦膏，很出

名。這些是人們的生活必需品，在百年前就開始

形成了魚市場。澳門人漸漸多了，炮竹旺盛了，

香業旺盛了，八十年前火柴也旺盛了，有了很多

店鋪，賣火水 (煤油) 的啊，賣雜貨的啊，實洋

貨的啊，就有很多人來買東西了，就這樣，百

年來形成市場了。我們分出了營地街市，呬孟

街市(今水上街市)，雀仔園街市，新橋街市(今

紅街市以前在大興街口庇道學校舊址)，下環街

市(前身叫海鏡街市)等，至少有七八十年，我

小孩子的時候就已經有了嘛。新橋街市後來搬

去了紅街市。以前新橋街市在近蓮溪廟之前在

大興街口庇道學校舊址那裡，呬孟街市的前身在

舊公益街市的地方，現在還有個門樓在那裡，很

多國內的鄉民來了以後，都去那裡買些魚蛋、海

味等甚麼東西回去。我可以帶你們去看一看，拍

些照片。呬孟街市後來搬去康樂館樓下那處，叫

南京街市，上面有個南京戲院。以前還沒有紅街

市，那邊全是荒地，國內來到人通過關閘，走一

條田徑小路，入沙梨頭石街，就來到十月初五街

的公益街市。當年十月初五街是鄰近內港的港口

區，就最旺了。

問：從街市怎麼發展到魚行的呢？

何：30年代的時候，澳門已經有了魚欄行業。

魚欄有的是出資金造漁船的，捕了魚回來賣給我

們，有的是運國內的魚開來賣給我們，以淡水魚

為主。海魚並不是經常有的，五六月是撈不到甚麼

魚的，街市上一條海鮮都沒有了，那時就祇好有點淡

水魚賣了。那就是“五窮六絕”，五月六月是我們魚

行最困難的時期。

—— 那時已經有了舞醉龍活動，請國內一些

人來扒龍船啊，巡遊拜神活動啊，魚欄就跟我們

有了一定的聯繫，大家就組織起“澳門漁業聯合

會”。這是在1938年、1939年。當年有家魚欄

大老闆，讀書讀到大學，叫做黃文凱，就讓他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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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啦，他是唯一的大學生。當年的聯合會分了

三個組，甲乙丙組，甲組是魚欄，乙組是鮮魚

行，丙組是貝蛤蝦蟹蝦醬鹹魚等，蝦蟹蝦醬鹹

魚可是澳門的特產啊。殊不知到1940年就沒得

玩了，香港淪陷，甚麼組織都沒有了。飯吃不

上了，通街餓死人，我們就吃魚當飯，哪有人

搞甚麼行業？

–– 和平以後， 1947、1948年了，我們乙

組鮮魚行就維持下來了，而且有了加強，承接了

與國內出口的魚業等聯繫工作。那時我們就舞過

一次醉龍，但時局動盪，也就沒有延續下去。大

陸解放，接着韓戰爆發，水靜河飛，大蕭條，出

現政治問題、各方面的問題。當時是很困難的時

期，就有何賢先生派米的事情。但最困難的是香

港淪陷時期，澳門沒有米吃，政府不知在哪裡、

可能是從“大天二”土豪劣紳那裡搞到點米，就

每天派平價米，一元有十兩米。我們除了要在魚

市場謀生，還要去排隊領米，打架都有啊，衣服

都扯爛。天主教教會就派點麵包，在鮑思高學校

旁邊的一塊空地那裡，有一萬幾千人去排隊。那

時的黑市米賣到四百蚊一百斤，當年的四百蚊可

是厲害啊，不知今天值幾千上萬了。很多國內的

難民逃到澳門，沒有飯吃餓死好多。日本人為甚

麼不佔領澳門呢？因為巴西有很多日本僑民，他

怕受損失啊。日本軍司令部就設在松山，是黑暗

勢力。這樣澳門不會打大仗，但是通街餓死人。

我們吃魚當飯，他們連魚骨都沒得吃，怎麼不餓

死？有人吃進去的粟米拉出來，有人就搶去洗洗

拿來吃，這樣的事都有。

 —— 說到魚行的情況後來發展到海產漁業，

有很多配套的，有加工的，有冰廠賣冰的，有做

飲食行的，等等，形成了海產行業，有了個海產

魚商總會。原先的甲組沒有人組織，辦不下去

了，丙組也沒有人組織，我們乙組鮮魚行成為

唯一存在下來的組織。1950年以後近60年代魚

欄那邊就成立了海產魚商總會，他們要跟政府

打交道，漁船出海事務等。我們魚行要搞醉龍

醒獅大會就找他們了，要求他們參加。他們有

兩個主席說“不搞”，你不搞我們就不落你的

名字 (不對外講)。我們行友都動起來了，“你

不支持我們？”要被罵啊 —— 行中有人比較

暴躁，就跑走了。這是些團結中的小插曲啦，

結果他們後來也參加活動了。我們就是全行團

結起來搞這些活動的。到了“文化大革命”醉

龍不能搞了，直到1981年才恢復舉辦，以後就

很順利搞下來了。

問：50年代鮮魚行這個機構是怎麼樣的情況？

何：和平以後，我們乙組鮮魚行保留下來，在50

年代改組，與工聯聯繫，成立了鮮魚市販職工聯

合會，這裡的這份材料 (“鮮魚通訊” 1965年)

說是“ 十五年”，實際有兩年是沒有掛牌的。

我們魚行是小商販成份、工人成份，靠自食其

力，與魚欄很密切，街上沒有魚賣了，就去漁

船打工，沒有魚交，回街市買魚，有流動性，

但以工人成份為重。我們鮮魚市販職工聯合會

有很多活動，可以看看這份特刊，都是為我們

勞苦大眾服務。

問：鮮魚、市販職工聯合會一直保持到甚麼時

候?

何：鮮魚市販職工聯合會1990年易名為“鮮魚行

總會”。我們跟魚欄關係密切，搞醉龍合做一堆

了，就跟他們合併為總會了。魚欄後來逐漸減少

了，因為風帆漁船轉為機動漁船，澳門漁港地位

已轉向國內，澳門魚欄式微了。

問：魚欄是專搞生產的嗎?

何：魚欄是協助漁民生產的，放債放錢，漁民出

海回來魚欄就批發。我們魚行是自食其力的小商

小販，賣魚的。有三點水的漁字指的是漁民，我

們是陸地街市的商販，沒有三點水的魚字。漁民

賣魚給魚欄，魚欄為仲介，賣魚給我們。漁業、

魚欄、魚行三者不一樣，但是密切相關。這個行

業不簡單啊。

魚欄後來就跟我們鮮魚市販職工聯合會合併

了，叫“鮮魚行總會”。醉龍大會成為我們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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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和幾位行友去做鮮魚

行的籌備工作，做了很多工

作，1952年就正式使用了“

鮮魚市販職工聯合會”的名

稱。

問：是跟哪幾位行友組織的聯

合會？

何：有幾個老前輩如林昌、劉

發、楊堂、黃成等幾人，黃成

是主要的人員。

(關偉銘先生補充說，我們有

個習慣，稱呼名字省去中間

的字，像林昌，實際他叫林繼

昌，劉洪叫劉惠洪，反而你叫

三個字的名字沒有人知曉。)

問：參加魚行需要甚麼手續或

儀式嗎？

何：我們在各街市都有基層

組織   “福利會”，由“福

利會”介紹行友參加魚行。魚

欄就是個人直接參加魚行，不

經“福利會”。

問：“福利會”與魚行、魚欄

是甚麼關係？

何：“福利會”是我們魚行

的內部組織，是行友的下層

機構，是傳統的組織了。

關：如果做架構圖，“福利

會”是最基層的組織了。我們有六個街市，他們

就是在街市的基層。“鮮魚市販職工聯合會”是

高層。

何：魚欄的流動性大，漁業旺，魚欄就可能多開

幾家，漁業衰，魚欄就少了幾家，海產魚商總會

不穩定。我們魚行不一樣，各街市是穩定的，所

以“四月八”都是靠基層。

問：鮮魚行，魚欄，褔利會，這些架構要弄清

楚。“福利會”有多長時間了？

的中心工作。海魚已經很少有魚欄做了，主要承

辦些國內進來的魚 (佔了主流) 就和我們各街市

魚行合起來做了。

問：何先生您甚麼時候參加的魚行?

何：是我組織的，而不是參加。魚業聯合會的

時候我還是小孩子，十一、二歲，讀着書，是

1938-1939年的事。香港淪陷，我十四歲，就出

街市賣魚搵食了。我父親多病我就做工了。解放

後，1950年，鮮魚行要求我出來重新組織魚行，

何智新師傳曾於1989年赴葡國訪問，圖為在科英布拉大學廣場表演劍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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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在籌組鮮魚市販會

的頭兩年，還沒有掛牌，

是“地下工作”。我們就

要求各街市組織起來辦起

福利，初期選出工作人員

是以街市“代表”的形

式。當時有個別是很頑固

的，“你們能組織起來？

我的頭都割給你們。”但

是後來我們還是組織起來

了， 1952年，鮮魚市販職

工聯合會成立，原來在基

層的組織就擴大了，加上

了“福利會”二個字。

問：“福利會”這個組織

現在還有嗎？

關：有，從那時一直存在

到現在。我就是紅街市福

利會的。

何：舞醉龍時派龍頭船

飯，就是大會委託褔利會

辦的。營地街市就委託他

下厲的街市辦，水上街市

就委託他下屬的街市辦，

後來水上街市就不辦派飯

了。

關：鮮魚市販職工聯合會

與海產魚商總會合併，易

名為“鮮魚行總會”，兩家合併，才稱為“總”，

是最高架構，中層是鮮魚市販職工聯合會與海產

魚商總會，基層是福利會。

問：魚欄海產魚商總會屬於我們這次訪談的內容

嗎？

關：可以的，因為都屬於鮮魚行總會。我們正在聯

繫，可以安排訪談，盡可能把所有內容包容進來。

問：我們下面的訪談，還要瞭解清楚舞龍舞獅與

武術的關係。醉龍實際是屬於武術的一部分嗎？

鮮魚行總會裡還有“鮮魚武術健身班”成員，是

怎樣組成的？

何：當年鮮魚市販職工聯合會在50年代後期，

經已成立醒獅武術班，成員多是行友子弟。我

們搞醉龍醒獅大會，聯繫了武術班，是我跟林昌

主持的這個事情。我們想辦法怎樣將醉龍與武術

結合起來，就是先搞一個醉龍組，後來成熟了，

就用“醉龍醒獅大會”的名義來搞醉龍。演出就

是以體育運動的形式，這樣才可以上街，不准飲

何智新師傳曾於2007年澳門醉龍醒獅節(四月初八）慶祝會上表演武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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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酒。去石岐、中山都是這樣的形式，我們用寫

着“龍獅獻瑞慶豐收”的大條幅回國演出。

關：何生他們搞醉龍其實還有一個意義就是 —— 

團結。用這個活動團結各階層的行友，有錢出

錢，有力出力，全魚行的人不一定全部都去做一

樣事，有的提供資金，像我們當年辦鮮魚子弟學

校，是很多行友你一分我一毫湊錢辦的，欄商就

抽點學傭。(何生提供了一份幾十年前的學校收支

單 —— 很珍貴啊！) 

問：我們再談談學校。當時學校有五六名老師，

教學科目都有資料了，您能不能談談當年的學校

子弟長大以後的發展情況？

何：有個學生叫劉滿，現在是我們會的顧問，金

鋪老闆⋯⋯

問：可以舉幾個學生情況的例子嗎？

關：有的，我找到的學生，還保存着當年的學

生證。勞工子弟學校六十週年校慶，在一個電

視特輯節目上，我看到萬群校長提到這段歷史 

(那是別人講的，不是光我們自己在說呢)，節

目裡說當時很困難，孩子沒有書讀，有一班熱心

人就辦起了子弟學校，當時有“燒臘工會子弟學

校”，“鮮魚子弟學校”，還有一間“旅業子弟

學校”，還有學生證，上面是三家學校的蓋印，

很珍貴的。——我們的會址搬過兩三次，很多資

料沒有能夠保存下來，很可惜。

何：(當年的照片)這個就是我們那時各街市公賣，

賺到的錢全部捐出來給學校。還有學校初辦的時候

劉羨冰老師的相片。(這是一條繼續訪談的線索)

關：劉老師滿可以訪談一下，看看她的時間吧。

問：您擔任校長總共有多長時問？有甚麼令您難

忘的事情？

何：1955年到1971、1972年這樣十七八年。我們

辦學，起到很多團結家長的作用，家長都齊心協

力共同辦學，捐資，出力。

問：學生來讀書要交學費嗎？

何：很少很少，一個學生兩塊錢一個月，一二元

一個學期。

問：當年政府有資助嗎？

何：沒有！我們連想都沒有想，十二個人坐在一

起都是犯法，怎麼敢說辦學！要不也不會發生後來

的“一二．三”事件。不干涉我們就已經很好了。

關說：辦學也好，辦醉龍醒獅大會也好，都是為

了團結行友。平時大家做買賣，總會有爭執，有

矛盾，到了搞活動，大家都忘記矛盾了，全力以

赴搞活動，甚麼都不吵了。我們的老前輩做的這

些，無非都是為了團結。魚欄是批發，魚販是零

售，大家每天講價，難免有摩擦，但是為甚麼大家

能夠坐下來，最終辦成“鮮魚行總會”，其中有很

深刻的含義，值得我們大家深思的。

何：有這樣的特點，魚量多，大家都好，魚量

少，大家都困難。魚行行友有這一句：“大家兄

弟一條魚。”

關說：無論魚欄、魚行，是否會員都好，大家

習慣稱呼行友。老行友何華添先生有一句口頭

禪：“行友萬年親！”這是我們行裡的金言，用

現代的說法就是“和諧”啦。

問：何生你們一家是甚麼時候到澳門的？

何：我往上三四代就是做魚業這行、從石岐來到

澳門了，我就在澳門出世，對中山石岐，我都沒

有印象了。

關：是老澳門了，三四代在澳門了。

問：是在鏡湖出生嗎？

何：哪裡有可能去鏡湖？就是在家裡接生婆接生

的。有接生婆，已經是很進步了。以前有鄰居幫

手，就已經很好了。醫院？那多奢侈啊！

問：何生，請您講講從抗戰以來的一些捐助的情

況。

何：抗戰七七獻金活動是支持抗戰重要的行動。

我記得我們行友當時很熱情。我還是小孩子，跟

着上街。那時打出來的標語是“七七大明蝦”      

(這個是諧音，廣東話就好似說“你嚇 (蝦) 人”

是“欺”的意思)，“不畏橫行蟹”，“山河大眾

鯇 (挽)”，“青天白日鯧 (昌)”(國民黨旗)。

關說：有時報紙會有政治考量，不敢登，就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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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用諧音就好，是寫魚蝦蟹嘛，沒有甚麼話說

啊。

何：那時很多人積極獻金，我看到有人兩個大洋

買兩條魚，有人捐成筒的雙毫，買一條魚，一筒

毫子是五十個雙毫，一百元，兩毛錢一個銀(要

弄清當時的貨幣)。兩毛錢算是很多錢了(澳門錢

是白銀)，夠一天的伙食了，去酒樓都吃不完的，

一個大洋不知算今天的多少價值。魚行的行友捐

魚出來，大家用錢來買，有的是用一百倍幾百倍

的價值來買，義賣的錢就去支援抗戰，這就是當

時的“救國獻金運動”。

問：捐款時是否記名呢？捐的錢後來送去哪裡你

們知道嗎？

何：不記得了。有捐款箱，大家就投錢進去。

那時不止我們行，還有其他行業都捐獻，好像

有個組織叫甚麼，不太清楚了，我那時還小

呢，祇是跟在後面。澳門那時有人組織了“抗

日義勇隊”及“慰問團” 等回國支援抗戰。

—— 和平以後，1947年澳門還有過“賑濟

兩廣水災”的活動，魚行那時就參加了。我當時

很年輕，參加了體育會，練武，搞醒獅武術籌

款，我的師傅梁中天就是當年魚行的武術師傅，

也是林昌師傅的師兄弟。澳門後來還有很多籌款

活動，像鏡湖籌款啊，還有公賣活動。公賣跟義

賣不一樣，義實是連本帶利全部捐，公賣是收回

成本將利潤捐出去，本錢要給回魚欄啊。七七時

期就是義賣。(找出當年販濟兩廣水災的照片資

料，何生二十出頭，年輕帥哥)，那時我們一幫

人，林昌，黃成啊，都參加這些活動，1949年以

後就正式加入魚行。

關說：何生剛才講到的林昌、黃成一班人都是

我們魚行的老前輩，是鮮魚市販職工聯合會前

身 —— 乙組鮮魚行的骨幹，1952年以後正式有

了鮮魚市販職工聯合會的名稱。甲組，就是後來

的魚欄，丙組後來就沒有恢復了。像澳門的哪吒

廟、三街會館那裡，有個牌匾，上面就有“東家

鮮魚行”，“鮮魚行西友”字樣。西友是西家，

做夥計，就等於我們職工。大三巴也有個匾，就

是一進門的地方，有哪吒廟三個字，現在這塊匾

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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