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港
地
少
人
多
，
居
住
問
題
是

主
要
社
會
問
題
之
一
，
當
中

有
很
多
長
者
是
居
住
在
狹
窄
的
劏

房
，
甚
至
是
床
位
，
但
他
們
所
繳

交
的
租
金
卻
一
點
也
不
便
宜
。

事
實
上
，
有
很
多
長
者
仍
然

深
受
傳
統
觀
念
的
影
響
，
他
們
心

目
中
認
為
能
與
子
女
一
同
生
活
是

最
理
想
的
，
尤
其
當
自
己
步
入
老

年
期
需
要
家
人
照
顧
時
，
家
庭
便

能
夠
發
揮
作
用
，
令
自
己
感
覺
到

一
份
安
全
感
。
然
而
，
今
天
香
港

人
的
社
會
生
活
壓
力
，
生
活
節
奏

也
十
分
頻
繁
， 

這
大
大
破
壞
了
長

者
與
子
女
一
同
居
住
的
夢
想
。「
老

來
從
子
」
這
類
傳
統
觀
念
已
變
得

奢
侈
和
遙
不
可
及
。
可
是
，
現
實

中
不
少
長
者
在
傳
統
觀
念
與
現
實

生
活
的
掙
扎
中
，　

因
而
與
家
人
產

生
重
重
的
衝
突
。

王
女
士
在
丈
夫
去
世
後
便
將

自
己
的
舊
居
出
租
，
然
後
與
女
兒

同
住
，
女
兒
離
婚
兩
年
帶
著
兩
個

分
別
七
歲
及
四
歲
的
外
孫
女
生

活
，
王
女
士
本
想
協
助
女
兒
照
顧

家
庭
及
年
幼
的
外
孫
女
。
當
正
式

一
起
生
活
時
，
她
開
始
發
現
大
家

的
生
活
習
慣
不
同
，
和
女
兒
的
爭

吵
也
越
來
越
多
，
加
上
女
兒
的
單

位
狹
小
，
引
發
的
衝
突
無
日
無

之
。
王
女
士
感
到
女
兒
把
自
己
當

作
家
中
的
傭
人
，
令
她
甚
感
痛

心
，
做
任
何
事
情
均
提
不
起
勁
、

沮
喪
、
甚
至
想
到
自
己
已
再
沒
有

價
值
，
並
且
常
常
失
眠
。

王
女
士
一
直
默
默
強
忍
了
數

年
，
但
與
女
兒
及
外
孫
們
的
爭
執

卻
沒
因
此
而
消
減
，
直
至
一
天
她

得
到
好
友
的
勸

告
，
她
終
於
明
白

到
不
能
如
此
下

去
。
於
是
，
她

決
定
搬
回
舊
居
一

個
人
生
活
，
在
獨

居
的
日
子
中
，
她

感
到
自
己
的
情
緒

反
而
變
得
輕
鬆
愉

快
。
王
女
士
的

「
退
一
步
，
海
闊
天
空
」，
讓
她
更

活
得
自
在
，
平
日
她
會
參
加
不
同

的
社
區
活
動
及
與
朋
友
閒
聊
一

番
。
不
需
再
和
家
人
糾
纏
在
斗
室

中
，
讓
自
己
及
女
兒
有
屬
於
自
己

的
空
間
繼
續
生
活
！

近來股市暢旺，舅父經常上我家，
與隔離 Uncle「講股」說過不亦樂

乎。有時候媽打也會好奇聽聽他們說
什麼，而他們也毫不吝嗇地表達自己
的意見。今日中午，媽打突然找我，
說覺得舅父好像有點問題，結果趁午
餐時間，我便找舅父問過究竟。

慎越買越多
原來，他遇到的問題相當複雜！

話說舅父幾年前退休後曾於內地住了一
段時間，因銀行有點積蓄，他又愛投
資，故經常流連銀行或一些金融機構。
因此跟一些銀行職員熟絡了，他們亦
經常遊說他購買理財產品。結果便越
買越多，粗略估計可能超過 6 至 7 種
理財產品。

但這也不算太大問題，問題是昨
晚當他上網翻查帳戶時，竟發現不能
登入，他便感到十分焦急，舅母想問
過究竟，更被他駡了一頓。舅母因此
找媽打打探甚麼事，而我媽打今日在
旁敲側擊下，結果便知道這回事。

勿自亂陣腳
由於事態嚴重，加上舅父平時也

相當疼錫我，我便找他商量一下。但
最終發現…… 原來只是虛驚一場！

其實，舅父因為不能登入，擔心
俾人「騙」了。但當我了解過後，主要
是因為該銀行正進行升級維護工程，
所以該段時間不能使用而已。舅父心
情很快便恢復正常了。

不過今次事件，亦令我明白一些
道理。首先，老友記投資沒有問題，
但勿因「耳仔軟」而買太多投資理財產
品，要衡量自己本身可承受的風險，
以及是否有此需要；其次是當發現有
問題時，應先行冷靜，又或找人幫忙，
不要自亂陣腳。最後是不要因此而責
罵家人，影響家庭關係。

幸好最終事件能順利解決。但其
實仍有下文…… 舅父就是因為這個原
因，被舅母知
道原來他有不
少私己錢！

西
貢
的
週
末
，
往
往
人
山

人
海
。
繁
忙
的
香
港
人

都
希
望
在
假
期
遊
山
玩
水
，

到
西
貢
效
外
放
鬆
心
情
。
除

了
行
山
路
徑
，
西
貢
另
一
必

去
的
首
選
是
西
貢
的

美
食
小
巷 —

 
福
民

路
。

今
次
介
紹
這

間
位
於
美
食
巷
的
正

宗
泰
國
菜
，
全
由

泰
國
人
主
理
。
由

廚
房
、
樓
面
到
收
銀
，
都
是

一
班
親
切
的
泰
國
人
打
理
。

她
們
全
都
很
熱
情
，
熱
心
招

呼
每
一
個
客
人
，
而
食
物
的

味
道
亦
非
常
正
宗
。

海
南
雞
飯
、
咸
脆
豬
肉

飯
是
每
次
必
吃
的
食
物
。
他

們
製
作
的
雞
，
香
、
滑
、
有

雞
肉
鮮
味
。
咸
脆
豬
肉
有
點

似
我
們
的
燒
脆
腩
，
但
他
們

會
再
炸
一
次
令
肉
的
四
面
都
是

脆
的
，
配
上
秘
製
的
酸
辣
醬

油
，
送
飯
一
流
。
他
們
的
油

飯
香
料
味
道
均
衡
，
不
太
油

亦
不
膩
，
很
多
女
生
都
很
容

易
可
以
將
整
碟
吃
完
，
而
且

每
個
碟
頭
飯
亦
會
配
一
碗
冬
瓜

雞
湯
。吃

泰
國
餐
，
不
得
不
吃

是
他
們
的
串
燒
，
雞
、
牛
、

豬
肉
等
，
這
裡
的
串
燒
不
用

半
打
半
打
點
，
可
以
隨
自
己

喜
好
每
一
串
點
，
而
且
全
部

都
保
留
到
肉
汁
，
再
配
上
秘

製
的
沙
爹
，
簡
直
是
一
流
。

喜
歡
喝
咖
啡
的
話
，
可
以
嘗

嘗
他
們
的
泰
式
咖
啡
，
味
道

濃
、
香
，
不
想
太
甜
的
話
，

記
得
在
落
單
時
要
少
甜
。

旺
泰
特
食

地
址
︰ 

西
貢
福
民
路58-72

號

高
富
樓
地
下
15
號
舖

電
話
： 2791 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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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人士若對現時所服食的藥物存有任何疑問，而又未能親身到本會與藥劑師會面，可於辦公時間內致電預約藥劑師，透過家居設有視像鏡頭之互聯網絡電腦屏幕，即時查詢藥物問題，由註冊
藥劑師解答。查詢：2831-3289。

投資之道投資之道
◆史丹利

◆ 阿　虫

退
一
步
，
海
闊
天
空

投資切勿

「耳仔軟」

由威靈頓街向上望，約 1900 年。於
1845年闢成，早期的名稱為砵甸乍街。
砵典乍，又譯作璞鼎查（早期更有報章

譯為「煲顛茶」），於 1841 年至
43 年任香港的管理長官，1843
至 44 年任香港的首任港督。

為方便軍馬馳走，大部份
砵典乍街都鋪有石板，所以又被
稱為「石板街」。

圖左的雨傘旁，有一條現
仍存在的樂慶里，其前方與威靈
頓街交界，為落成於 1843 年的
天主教聖母無原罪教堂，教堂於
1888 年遷往堅道 16 號後，舊址
改作民居。

圖片的右下方曾有一間孫中
山先生會晤華命同志的「杏讌樓

西菜館」。左上方有三角型屋頂，位於荷李
活道與宣惠里間的一列屋宇，於 1919 年改
建成中央警署（俗稱「大館」）的新翼。

開心老字號開心老字號
◆ 李慧雅

正
宗
泰
菜

打開心扉打開心扉
◆ 吳志東

想當年想當年
◆ 鄭寶鴻

•	約1900年由威靈頓街向上望的砵典乍街。

砵典乍街砵典乍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