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人是麥海章的長子，麥湯池的長孫，藉貫廣東順德，1953 年生於香港。相
片是父親（前右三）1952 年在香港結婚時的家庭合照，父親有七個親弟妹。
祖父（前左三）身旁是他的第三任妻子，她後來為祖父再添兩兒。 
 

 
 
本人四歲時祖父因中風離世，時年五十歲，記得祖父尚在世時，在上環高陞
街經營批發茶葉、杭菊、及外國高級銷費品例如德國鐘，鋼筆等，鋪名「仁

豐」，生意興隆，每天早晚開飯都是兩大十人枱坐滿，我自兩歲起常隨父親

到仁豐上班，終日在鋪內流連，甚至有段時間留宿，因而對鋪內的人事和景
物都印象深刻，歷久不忘。 
 
據瞭解祖父在國共與日治時代在廣州上下九地區，及香港兩地都有茶葉莊，
廣州鋪由叔伯協助管理，日治時因恐遭戰禍，祖父把八子女分港，中，馬三
地而居，中日戰勝利後才把子女遷到香港。從祖父的生意及子女的學業分別
在香港大學、金文泰中學等角度猜測，祖父是一個中英文了得，頗前衛的成
功商人。 



祖父去世後，生意與內地關係鏈斷裂，父親也不懂經營茶葉，生意緊縮到德
國掛鐘及外國電氣等進口批發，舖名「又興行」，由父親，四叔及五叔繼續

經營到八十年代歇業。 
 
五叔單身，長居於鋪內，2018 年壽終，享年八十一，身後我為他清理家居時，
找到一袋仁豐號的遺物，內裏有曾祖留下來的祖地田契、外幣、及中華民國
債券等，其中的多份田契因用黃油紙密封，內裏保持良好。 
 
記得八零年代祖國開放，歡迎僑胞歸國認祖認地，五叔當時是不加理會，置
若罔聞。他曾對我等宣稱他已把家鄉的地契燒掉。父親一輩的兄弟姊妹素未
回鄉，也沒與內地訊息往來，因此，麥家的子孫對家鄉的印象是非常陌生。 
 
睹物思人，看到曾祖世代經營，當年珍而重之的收藏，時移世易，滄海桑田，
至今連家鄉地在那裏也不知道，著實慚愧。 
 
今有幸獲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把這些文物妥為保護及收藏，以供歷史研究，
本人及麥家仝人都感欣慰。 
 
 
 

麥志揚，2022 年寫於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