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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岳悅）由國家文化部主辦，
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和中聯辦宣文部支持，香港紫荊雜
誌社、中華文化城有限公司聯合主辦的的「香江明月
夜」系列活動──「明月出天山．絲路翰墨情」兩岸四
地書畫名家邀請展，日前在香港國際創價學會禮堂舉
行，國家文化部副部長楊志今、中聯辦副主任黃蘭發、
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等出席並主禮開幕
儀式。
展覽匯聚兩岸四地書畫名家共計一百三十幅作品，包
括趙振川、蕭仁徵、陳建貢、 劉文西、王西京、楊曉
陽、蕭暉榮、黎鷹等六十多位長安畫派、海上畫派、京
津畫派、嶺南畫派書畫名家的精品佳作。香港紫荊雜誌
社總編輯楊勇在開幕致辭中表示：「丹青潑彩連絲路，
翰墨可通古今情。此次書畫展是在『一帶一路』國家戰
略框架下搭建起來的兩岸四地文化交流平台，展示的不
僅是每位名家的『絲路情懷』和歷史記憶，更是一場凝
聚民族精神，傳承優秀文化，弘揚核心價值，促進兩岸
四地文化交流的盛會。」
西部藝術家代表趙振川認為，中國文化是聯繫兩岸四

地藝術家的紐帶，而書畫藝術是中國文化的共同實踐，
他更表示，沿絲綢之路寫生畫畫是他創作的常態，「絲
綢之路對藝術家來說，是一條充滿神奇色彩的藝術之
路，也是藝術家獲得藝術創作靈感的重要地方。」趙振
川此次參展的代表作品《溝裡人家》，描繪陝北偏僻山
村的收穫印象，他曾在山區居住八年，那裡的風土人情
給他留下蒼茫、渾厚、淳樸、大氣深刻印象，「陝北人
將自己稱為溝裡人，大自然將黃土高原分割成千溝萬
壑，他們就生活在溝裡或溝邊，這裡有他們的文明。」
原籍中國陝西的台灣藝術家蕭仁徵此次帶來《喀納斯
湖畔》及《柏格遠峰》兩幅水墨畫作，他以書法線條入
畫，形成「書中有畫、畫中有書」的獨特趣味。「在畫
中可以見到點、橫、豎等書法線條，但並不是想要呈現
字的原始面貌，而是更好地以傳統水墨表現中國的大好
河山。」蕭仁徵說。
同場展出的亦有陳建貢的書法作品《春日．朱熹詩》
及《自作詩》，他將漢簡結合篆書，以「萬紫千紅總是
春」概括祖國在經歷艱難後，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
方面飛速發展的景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孫芳芹
河南綜合報道）日前，由河南省
平頂山市寶豐縣非遺傳承人王君
子歷時半年創作的現代汝瓷作品
《一品清廉》亮相河南寶豐。該
作品以蓮花、荷葉造型為設計基
礎，以「清廉」為主題，經過選
料、製坯、雕刻、素燒、施釉等
幾十道工藝燒製而成。

汝
瓷
作

汝
瓷
作
品品
《《
一
品
清
廉

一
品
清
廉
》》

亮
相
河
南
寶
豐

亮
相
河
南
寶
豐

兩岸四地書畫名家展
抒絲路情懷 現歷史記憶

■趙振川的作品《溝裡人家》描繪陝北偏僻山村的
收穫印象。

■■王君子展示他創作的現代王君子展示他創作的現代
汝瓷作品汝瓷作品《《一品清廉一品清廉》。》。

建於清朝康熙年間的蓮麻坑村，坐落在
打鼓嶺和沙頭角之間，鄰近深圳河，

北有梧桐山，西有黃茅坑山，南有塘肚
山、禾徑山，西南方是紅花嶺，東北面還
有蓮麻坑礦山，重山環抱，隱於翠綠之
間。據劉蜀永介紹，1898年英國強迫清政
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
1899年又簽訂《香港英新租界合同》，將
深圳河劃為邊界綫，導致深圳河兩岸的邊
境村莊出現互有土地和房屋在對方管轄地
的情況。但一直到中國大陸解放前夕，深
港邊界從未設任何哨卡。深圳河兩岸邊境
村莊的居民均可以自由往來，無論是開荒
種地，出海捕魚，還是走親訪友、趕墟交
易，兩地間的聯繫從未中斷過。
中國抗戰期間，在人民解放軍抵達粵港

邊境之前，當時的港英政府宣佈從1949年
6月起在新界邊界地區實行夜禁。1951年5
月25日，又擴大夜禁區域。同年6月15
日，又頒佈《1951年邊界封鎖區命令》。
從1949年至今，六十多年的時間，蓮麻坑
村一直在禁區範圍之內。歷史上蓮麻坑村
的管轄地包括深圳河以北的長嶺和徑肚，
而設立禁區，採取「封河」措施後，長嶺
和徑肚與蓮麻坑主村的聯繫漸漸疏落。
「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被遺忘的
蓮麻坑村卻較完整地保留了鄉村的原始面
貌，傳統民間習俗亦得以延續。

「帖式」揭秘客家習俗
蓮麻坑村民們至今仍保留着清朝和民國

期間的手抄本「帖式」，「帖式」內記載
了拜神、祭祖、節慶、婚嫁、喪禮、求
雨、械鬥、戒鴉片、禁溺嬰、護林、防盜
等活動的儀式程序，甚至是詩歌和生日娶
媳、滿月生孫所用的對聯。根據「帖式」
研究團隊了解到，每年春分及秋分，蓮麻
坑村民在表達「慎終追遠」之意時進行的
「春秋二祭」活動，其未經簡化的原貌。
劉蜀永表示：「原則上說『帖式』不傳外
人，只在家族內部流傳。可因意識到『帖
式』是十分珍貴的民間文化遺產，明白文
化傳承的必要性，蓮麻坑村的村民不僅同

意我們對『帖式』進行整理研究，還為研
究小組提供了原始的地契、收租簿、過境
工作證等歷史資料。」
而蘇萬興則與記者分享了蓮麻坑村民對

「葉法諸公」獨一無二的民間崇拜。「法
諸公」是蓮麻坑村葉氏族人的一位先祖，
其名為葉法珠（諸）。蘇萬興說：「從前
蓮麻坑村每逢婚嫁，都會事先焚香請示
『法諸公』，並在花轎門上貼上寫有『葉
法諸公在此』的紅紙，擋開災厄。2014年
春節聯歡前一直大雨滂沱，但因一千五百
多名村民即將返村共享客家美食燜豬肉和
盆菜，所以活動前一日，葉姓村長和村民
在山邊集合，向『葉法諸公』禱告，希望
活動能夠順利開展。翌日一早雖仍雨一直
下，但到了下午一時，竟開始放晴。當即
村長宣佈開始聯歡大會，而大會結束三點
半時，天氣驟變，傾盆大雨再臨蓮麻坑
村。」

人傑地靈臥虎藏龍
最初令兩位主編想要對蓮麻坑村歷史進

行深挖的，是新界原居民中一位貢獻最大
的辛亥革命元老——葉定仕。葉定仕出生
在蓮麻坑村，他16歲那年被賣到暹羅做裁
縫，因手藝高超結識了一眾達官顯貴，逐
漸成為僑領之一。1905年，孫中山先生成
立中國同盟會的消息傳到暹羅後，葉定仕
與一批愛國華僑毅然決定追隨孫中山先生
從事革命，曾擔任中國同盟會暹羅分會
長，他甘願為了革命鬥爭而傾家蕩產，最
終生活陷入困境。
蘇萬興指出：「為什麼新界那麼多條村

莊不選，我們首先選定蓮麻坑村修村志，
就是因為該村從清朝到辛亥革命至抗日戰
爭有許多值得記述的人和事，是一個跨時
代的香港近代史縮影。」除葉定仕外，在

日本佔領香港期間，村民葉維里和村內
夥伴策劃炸毀日軍控制的蓮麻坑礦山，
後又參加東江縱隊抗日，他三打蓮麻坑
礦山的故事在村內流傳至今。而「中國
留學生之父」容閎的長子、礦業工程師
容覲彤也曾在蓮麻坑經營開礦長達八年

之久，對香港礦業發展貢獻甚大。
劉蜀永透露：「《蓮麻坑村志》定稿17

萬字，當初我們沒想到。不少資料都是在
研究過程中慢慢才浮出水面的。譬如，容
閎長子曾在蓮麻坑村開礦的史實，此前連
村民都不清楚。我們是通過文獻依據容覲
彤的英文名，才發現其父就是將第一批中
國幼童送至美國修學的留學生之父。」不
得不說歷史研究就像是高明的偵探，透過
蛛絲馬跡順籐摸瓜一舉「捕獲」歷史真
相。

香港修志初嘗試
從2004年起，劉蜀永便與香港地方志辦

公室主任劉智鵬、香港歷史教授及學者丁
新豹及一些社會知名人士共同推動香港地
方志工程，但由於經費問題一直無法解
決，《香港通志》的編修遲遲不能正式啓
動。在這種情況之下，只能先做一些規模
較小的研究項目，《蓮麻坑村志》就是其
中之一。
2011年，應葉定仕之子葉瑞山先生邀

請，香港地方志辦公室協助修改葉定仕傳
略，對蓮麻坑村的歷史和現狀有了更多的
了解，因而產生編修《蓮麻坑村志》的想
法。當時共融網絡對蓮麻坑進行過初步的
研究，編寫了一本題為《蓮麻坑人．物．
情》的小冊子，所以劉蜀永教授邀請蘇萬
興共同參與村志的編修。經過兩年的全身
心投入，日前香港有史以來的第一部村志
《蓮麻坑村志》終於面世。
劉蜀永告訴記者，修地方志和歷史研究

既有相同之處，也有差異。相同之處是都
要以資料為基礎。不同之處是修志普遍遵
循「述而不論」的原則，用資料說話，不
直接分析評論，把觀點、傾向寓於記述之
中。地方志有其特定的體例需要遵循，其

實相當於撰寫一本地區性的百科全書，不
但方方面面的自然社會狀況均需涵蓋其
中，而且不可置入作者的主觀評價，必須
體現資料的客觀性。
本身亦是暢銷書《老餅潮語》作者的蘇

萬興笑稱，自己加入蓮麻坑村志的研究團
隊其實「未夠班」，他形容這兩年是一個
學習的過程。因為書寫地方志必須「述而
不論」，所以他初期還有些不習慣。他舉
例說：「我不能直接評論某某村民說了什
麼，而是要清晰告訴讀者我何時何地見到
哪位村民，他說了什麼。大家都知道記憶
無法做到完全精準，所以當不同村民關於
同一個事件的說法相互矛盾時，就不得不
棄用這段資料。」

責任大於辛勞
回憶起與蓮麻坑村民頻繁交往，為了共

同目標而努力的日子，蘇萬興頗為動容。
他說：「那段時間幾乎一周三日進出蓮麻
坑村，交通不便，一出一進要花去大量時
間，且下午六點前後就沒有車出村。甚至
有時因乘客少，未到六點也已經沒出村的
車輛。我們把每段兩個多小時的口述歷史
音頻整理為文字也需要大量的時間和精
力。我第一次見到葉瑞山是在深圳蛇口，
為了避免老人家舟車勞頓，我們提出去拜
訪他。但老人家上了年紀，自己不記得搬
了家，告訴我們的是舊住址。其中各種細
節不勝枚舉。但此間亦感受到村民的熱情
好客，對我們的信任日益增長，令這個被
遺忘的村莊以及新界原居民被更多港人所
認識，我們有責任。」
劉蜀永也認為，如果每條村莊都能與學

術界聯手編修村志，對每個人認識自己的
「根」很有好處。劉智鵬更在《蓮麻坑村
志》新書發佈會上指出，該書全面介紹了
蓮麻坑村的自然環境、建制沿革、宗教政
治、宗教軍事經濟、文物古蹟、民間習俗
及人物。雖然香港修志起步較晚，但希望
能以《蓮麻坑村志》的編修為契機，激勵
各條鄉村編修自己的地方志，繼而將地方
志普及全港。

蓮麻坑村蓮麻坑村蓮麻坑村
隱世村莊折射港近代史隱世村莊折射港近代史隱世村莊折射港近代史
蓮麻坑村位於新界東北部深港邊境線上，雖具有豐富的文化歷

史內涵、保留着許多客家的傳統風俗及鄉規民約，但卻鮮少為外

人所知。為了使更多港人了解這個隱世村落，香港地方志辦公室

副主任劉蜀永與文史工作者蘇萬興通過為該村編修村志，將一幅

涉及新界歷史、辛亥革命史、抗日戰爭史的神秘畫卷緩緩展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僖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身穿傳統客家服飾的蓮麻坑村民。

■■蓮麻坑村長葉華清蓮麻坑村長葉華清（（左左））和劉蜀永和劉蜀永
（（中中）、）、蘇萬興蘇萬興（（右右）。）。

■■從紅花嶺鳥瞰蓮麻坑從紅花嶺鳥瞰蓮麻坑。。圖左可見葉定仕故居圖左可見葉定仕故居。。

■■蓮麻坑村口蓮麻坑村口
附近的邊境禁附近的邊境禁
區鐵絲網和蓮區鐵絲網和蓮
麻坑路麻坑路。。

■1960年代蓮麻坑村民使用的過境耕
作證。

■■蓮麻坑村蓮麻坑村《《葉吉崇帖式葉吉崇帖式》》中的部分對聯中的部分對聯。。

■2014年11月，葉氏宗祠內舉行葉法
諸公神位進伙開光儀式。

■開幕儀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