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僑乃革命之母，這是孫中山先生對共和革命中
華僑所發揮作用的高度評價。華僑不僅為革命

黨人奉獻了自己的財產，不少更是身先士卒參加革
命。在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差不多有三分一乃是
華僑。華僑亦在所居住的國家經營實業、主辦報
紙，為傳播和宣揚共和革命而吶喊。這一切，是那
個年代最為真摯的赤子報國之心。在葉定仕故居
中，依然能夠感受到這樣的滄桑。

悠然於山中的白色建築
葉定仕故居並不大，是一座兩層白色騎樓式建
築。可見，光是建築風格，便已經體現出了其主人
葉定仕的華僑身份。沒錯，要到達葉定仕故居，需
要走一段比較蜿蜒的道路：首先要抵達上水火車
站，然後在上水火車站搭乘專線綠色小巴前往打鼓
嶺的蓮麻坑村，到達村前空地之後，依然要徑直向
裡行走，沿着村中小道，穿越一片農地，經過一小
片密林，最後便可以在幽靜的山野中，看到葉定仕
故居。
故居約有兩層樓，每層有三個門，即共有六個廳
室。二樓欄杆呈現出墨綠色，粉飾一新過後，帶有
非常明顯而強烈的光鮮之感。如今，在故居之中，
已經陳列了詳細介紹故居以及葉定仕生平的展覽板
和資料，也展出了不少具有歷史文物意義的、與辛
亥革命有關的史料。如今，這裡已經成為了政府的
法定古蹟，記錄着和葉定仕有關的革命歷史以及蓮

麻坑村的歷史在新界以及整個香港發展中的作用和
意義。
作為葉定仕故居的建築，曾飽經風霜，日漸殘
舊。2011年，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際，這座建築
被重新整修並開放，同時，在故居前的空地上，也
豎立了孫中山先生的銅像。這座銅像下方基石上，
鐫刻「天下為公」四個大字。夕陽之下，落日的餘
暉在銅像之上閃爍出光芒，使得整個葉定仕故居更
加具有歷史的莊嚴感和滄桑感。這一切，構成了一
幅完整的故居時空圖，也使得當年的革命烽火在今
日的和平年代下，顯得更加具有厚重和不可替代的
蒼茫意義與價值。

原居民中的革命家
香港與孫中山以及整個共和革命密不可分。從中

上環的文物徑到九龍、新界的一處處歷史遺蹟，所
書寫的均是孫中山及其革命黨人當年為推翻滿清、
建立共和而不斷付出的艱辛歷程。不過，由於蓮麻
坑地處打鼓嶺禁區，使得葉定仕的事跡並不為太多
人所知。近幾年來，對歷史進行發掘和整理已經成
為了一項確立文化內涵的工程。包括香港特區政府
在內，不少力量參與其中，發掘和保護與辛亥革命
有關的歷史遺蹟。葉定仕故居能夠整修並重見天
日，一方面乃是港府的重視程度提升所帶來的變
化，同時也是蓮麻坑村民的保育意識使得這一歷史
作為有形的建築得以保留。

在風雨飄搖的晚清年代，葉定仕居住於
泰國，以自己的全力去支持孫中山先生的
革命事業。葉定仕於1879年出生，年輕時
便旅居泰國曼谷，從事軍服生意。1907
年，他參加了孫中山先生主持成立的中華
會所（後來的泰國中華會館）。到了1908
年，他又擔任了當地的同盟會會長以及振
興書報社社長。在這一時期中，葉定仕積極發動當
地的華僑參與和支持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動，從組
織運作到資金的募集，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到了1911年，反清革命漸漸進入高潮，葉定仕暫
居於廣州，因為其所領導的振興書報社不少成員回
到中國參加反清革命行動。滿清被推翻之後，葉定
仕亦支持孫中山先生為保衛共和成果而討袁護國，
參加中華革命黨。
葉定仕的人生軌跡，乃是當年不少南洋華僑的人

生寫照。他們所念所思，均為建立一個滌蕩了君主
制度的新國家，求得民族的解放與人民的幸福。這
一段光彩照人的歷史，不但為華僑們贏得了美名，
也讓葉定仕這樣一位原居民，成為了香港在地歷史
中參與大國族歷史敘述建構的重要一分子。這也從
一個側面反映出，香港的歷史脈絡與原居民、大的
時代息息相關，不能夠為後人所忘卻。

家國史中的香港印象
在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大變局中，香港具有極為

特殊的歷史地位。一方面，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啟了
香港的殖民歲月，也使得中國進入了近代的歷程。
洋務運動中，香港成為了當時中國吸收先進思想的
一個重要窗口。甚至於日本的明治維新時代，日方
也派遣過人員來香港購買大量的書籍，以作了解外
部世界之用。
這是一段非常特殊的家國史。孫中山先生在香港

完成了他的西醫課程；中國近現代著名的外交家伍
廷芳與香港有着不解之緣；近代中國了解日本第一
人的黃遵憲，寫下了香港感懷詩；而在風起雲湧的
革命浪潮中，無數人以香港為基地，從這裡向滿清
政府發起了一次次的進攻，直至清王朝徹底瓦解。
這段特殊的歷史，寫就了香港特殊的地位，也鍛

造了今人對香港不一樣的情懷。因此，這不僅是一
段不能夠忘卻的歷史，更是香港作為近代以來中國
連通東西文化的最佳寫照。家國天下之後的香港印
象，印刻在了諸如葉定仕這樣的革命家身上，也成
為了今人持續思索香港文化與歷史傳承甚或未來前
路的一種資源、動力與圖騰。葉定仕故居的重見天
日，讓這一切變得愈加光彩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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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香港與深圳接壤區域，所
蘊含的歷史其實非常之多。僅以當年
的反清革命為例，在香港這一側，大
批來自中國內地的革命志士以香港為
基地或是據點，從事革命活動。電影
《十月圍城》的片中背景，也被設定
成了香港，可見其歷史意義的重要
性。
在深圳，靠近香港東北區域的鹽
田地區，與1900年的惠州起義有非
常大的關聯。惠州起義從策劃、醞釀、實
施甚至最後失敗，都跨越今天的深港地理
界限，各種不同的力量參與其中。在深圳
的庚子起義紀念園區中，矗立着包括山田
良政在內的革命者的雕像。在香港一側，
包括本地的原居民、海外華僑、來自內地
的革命者，匯聚在一起，構成了一幅波瀾
壯闊的歷史畫卷。
到了上世紀30年代末期，中國內地進入

了全民族抗戰的重要階段。從「七七事
變」爆發到日本正式進攻香港，中間的這
四年時間，包括沙頭角在內的邊境地區，
見證了當時劍拔弩張的戰爭氛圍。而當日
軍正式進攻香港時，首當其衝遭到攻擊

的，便是邊境地區。在三年零八個月的日
佔歲月中，新界民眾的武裝反抗更是成為
了戰爭史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
邊境地區所蘊含的歷史，對香港整體的

人文歷史而言，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大
的歷史乃是由細微的歷史一點一點構成。
未來，包括邊境年長居民的口述歷史等工
作，或許可以成為深入挖掘邊境歷史人文
價值的一個途徑。一片被遺忘的土地，在
重見天日時，更需要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文、攝：徐全

葉定仕故居四周為群山
所環繞。環顧周遭，可以
看到紅花山，也可以看到
梧桐山。近在咫尺的深
圳，與蓮麻坑之間，有一
條數十米長的橋相連接。
據了解，在港英時期，華
界的內地和英界的香港，
這種人為的差異卻並沒有
阻斷村民們日常的生活。
不少村民白天在華界的農
田耕地，晚上則回到英界
的居所休息。而伴隨港英
方面禁區政策的實施，邊境村落也逐漸顯
得與外界隔絕，生活以及村中的發展甚至
農地的維繫，都受到了比較大的影響。村
中不少人也逐漸遷居海外。不過每年逢春
秋二祭，仍舊會有很多村民回到村中參
與，以表達慎終追遠之意。
翻查史料可知，這個村子在清代，曾經
是紅花山一帶反清復明的基地。紅花寨亦
是山賊盜匪的活動中心，曾引致官軍的圍
剿。除了追隨孫中山先生的葉定仕之外，
這個村的村民葉維里則在抗戰時期參加了

東江縱隊。
禁區已經開放，如何讓原本受制於禁區
之困的邊境村落蓬勃發展，似乎成為了擺
在政府面前的一個問題。本報曾在不久前
的專題報道中指出，村民們認為，目前進
村道路的規劃以及建設進度仍然過於緩
慢。
數百年的歷史，既有恬靜一般的田園風
光，又有激蕩人心的時代潮湧，一個平凡
而普通的邊境村落，所承載的香港歷史價
值，似乎是不能夠被輕易忽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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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見天日的葉定仕故居重見天日的葉定仕故居
見證共和革命的滄桑見證共和革命的滄桑

歷史悠久 名人眾多

打鼓嶺邊境禁區已經在本月初開放了打鼓嶺邊境禁區已經在本月初開放了。。位於位於

禁區之中蓮麻坑村的葉定仕故居禁區之中蓮麻坑村的葉定仕故居，，也終於重見也終於重見

天日天日。。歷史在一波波的歲月年輪中歷史在一波波的歲月年輪中，，從辛亥時從辛亥時

期的革命號角到後來的禁區孤寂期的革命號角到後來的禁區孤寂，，再到今日成再到今日成

為歷史的見證為歷史的見證，，葉定仕故居代表的葉定仕故居代表的，，不僅是村不僅是村

中的歷史中的歷史，，更是一個時代浪濤之下的革命悲更是一個時代浪濤之下的革命悲

歌歌、、是香港故事甚至時間的記憶是香港故事甚至時間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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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境地區蘊含豐富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