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塘底藏客莊 挖出百年文物
港大重組大潭篤建造史 展出梳打水樽鴉片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位於港島的大潭水塘是香港早期的重要供

水設施，大潭篤水塘的主水壩更曾經有「亞洲第一壩」的美譽。香港大學建

築學院用多年時間，翻查大潭篤水塘的歷史檔案和照片，重組水塘的建造歷

史和當時人們的日常生活。團隊實地挖掘當年工地和潛水尋找被淹沒的村

莊，起出多項文物，包括各式陶器、荷蘭水玻璃樽和鴉片盒等日常用品，趁

大潭篤水塘落成百周年之際，在香港大學圖書館展出，展期至本周五。

大潭篤水塘資料
興建年份 1912

落成年份 1918

壩長 0.25英里

壩高 171英尺

容量 14.19億加侖

當年造價 約200多萬元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志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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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節氣小雪。北方傳統民諺說
「小雪封地、大雪封河」。而這天的香港，
陽光明媚，溫暖如春，生機盎然。恰是這一
天，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德育發展中心舉辦
開放日，我也有幸來這裡參觀、體驗。

出了鰂魚涌地鐵站，迎着耀眼的朝陽走了
沒多遠，就看到掩映在山腳下的德育發展中
心。濃蔭之中拾階而上，進到院子裡，發現
一牆之隔就是喧嘩繁忙的英皇道，裡面卻是
鬧中取靜：一山青翠的植被，一棟古樸但粉
刷一新的小樓，一個乾淨規整的操場，以及
旁邊歷奇、攀樹等項目的訓練器械，與這裡
處處洋溢着的青春氣息十分默契。

工作人員介紹，這座建築始建於 1926
年，原是專為英籍居民子弟服務的官立小

學，1980年由港英政府社會福利署接管，改
為培志男童院，後幾近閒置。2008年經香港
青少年發展聯會積極爭取，這座三級歷史建
築物才活化成為青少年德育發展中心，煥發
出新的光彩。2009年9月12日，整飭一新的
中心，開始承擔起了培養棟樑、塑造靈魂的
使命。至今，這個中心共舉辦了約700項課
程，包括德育、紀律、自信心及抗逆、歷奇
挑戰、領袖訓練等，參與的團體和學校達到
300 多家，受益的青年學生 4 萬多名。其
中，得到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大力支持的
「青少年德育培訓先導計劃」，邀請解放軍
駐港部隊官兵擔任青少年德育培訓課程導
師，培養青少年堅毅獨立的意志品質，增強
他們的紀律意識和團隊精神，在強健體魄的

過程中，也加強了青少年對國情的認識，深
受老師和同學們歡迎。

建築內部不僅配備了完善、齊備的宿
舍、洗浴、禮堂、活動室等設施，還特別
提供了乾淨寬敞的飯堂，可供同學們自己
烹飪簡單食物。備餐、烹製和餐後的清理
等環節，都有老師作專門的指導。對於那
些生活在「家裡有傭工」的孩子們來說，
這樣的鍛煉機會不可多得。對孩子們來
說，手忙腳亂之後分享自己和同學的動手
成果，應是無上美味。

正在樓裡邊走邊看，操場上忽然傳來清
脆、有力的解放軍隊列口令。操場上，威武
挺拔的解放軍教官身着筆挺軍裝，正帶領着
學生們進行隊列訓練，他們颯爽的軍容軍姿

讓我身邊的香港市民嘖嘖讚歎。同學們一張
張嚴肅的小臉，一個個認真的動作，乃至時
而犯錯時的難為情，都顯得那麼投入、純
真、健康、可愛。

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大學考察時曾指出，
青年的價值取向決定了未來整個社會的價值
取向，而青年又處在價值觀形成和確立的時
期，抓好這一時期的價值觀養成十分重要。
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樣，如果第一粒扣子
扣錯了，剩餘的扣子都會扣錯。人生的扣子
從一開始就要扣好。我感覺，香港青少年發
展聯會德育發展中心就像一位指導、幫助青
年人扣扣子的師長。祈願這樣的德育發展中
心越來越多，越辦越好，祝願香港的青年人
都能「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青年工作部 王鳳鈺

——參訪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德育發展中心有感

■德育發展中心的歷奇項目挑戰學員的勇
氣和毅力。 香港文匯報圖片

大潭篤水塘是大潭水塘供水計劃的一部
分，於1883年至1917年期間，政府為

解決巿民對飲用水的需求而實行大潭計劃和
大潭篤計劃，建造了多個容量大的水塘及完
善的供水系統，先後興建了大潭上水塘、大
潭副水塘及大潭中水塘。
最後落成的大潭篤水塘，容量達 14 億
1,900萬加侖，乃是計劃中容量最大的儲水
庫。

主壩曾膺「亞洲第一壩」
大潭篤水塘在1912年開始興建，1918年2

月正式落成啟用，至今剛好百周年。大潭篤

水塘主水壩當年造價達200多萬元，動員超
過400名工人建造，當年更被稱為「亞洲第
一壩」，由香港總工程師謝斐（Daniel
Jaffe）負責設計和監督建造，今日位於灣仔
的謝斐道，便是以他命名。
大潭篤水塘建造工程有不少劃時代的設

計，包括手挖沉箱，水壩下游的鋼板樁臨時
擋水工程等。
大潭篤水塘分別在1902年及1904年展開地

基勘探，現時對開的大潭灣水退時呈現的幾
個古井，便是當年專門建造作勘探之用，以
確定岩石層的深度。
港大建築學院房地產及建設系兼任教授潘

新華表示，這些豎井通常會在工程後拆卸，
能保留至今實屬難得。
潘新華指出，昔日工地旁的辦公室已經倒

塌，但研究團隊在工地遺址找到辦公室的瓦
頂，並在集水區找到魚雷形狀的梳打汽水
樽、裝鴉片煙膏的陶罐，以及相信是工人使
用的陶器。
當年，梳打水是奢侈品，估計是當年外籍

工程師遺下，而鴉片膏陶罐則可能是工人工
餘時間吸食。
他續說，大潭篤水塘水底下原是大潭篤

村，根據考據是客家村，當時共住有76人，
大多數村民姓鍾，村內設有祠堂、小廟、風

水樓等，並有木橋橫跨河溪。

發現大潭篤村樹幹石牆
為尋找被淹沒的大潭篤村，研究團隊派人

到水塘潛水進行搜索，並在水底發現種在村
落外圍的榕樹樹幹、石牆以及懷疑是木橋的
木頭等，但由於水質混濁，水底能見度只有
兩三呎，未能找到村落位置，希望今年可獲
署方再批准進行第二次潛水考察。
大潭水塘文物徑共覆蓋21項已被列為法定

古蹟的水務歷史建築，潘新華建議特區政府
將大潭篤水塘沿途的古井、村落等史蹟，均
納入文物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三位本港設計
師的奇妙設計，最近榮獲設計界頂尖獎項
「德國設計獎」金獎、優秀獎，及德國全球
頂級設計展「最佳日常家居及廚房問題解決
方案」設計大獎。獲獎作品分別為自動彈出
及收納的鋁合金名片盒、隨處懸掛筆、學寫
中文電子手寫板、隨意拆裝倒湯膠鴨嘴。這
些獲獎產品均為本港去年「香港智營設計大
賞」獲獎設計。
香港出口商會會長兼「香港智營設計大
賞」召集人鮑潔鈞表示，「香港智營設計大
賞」已連續舉行七年，每次獲獎作品均會赴
外國參加全球頂尖設計展，並參觀世界頂尖
設計學府和設計博物館等，與一流設計師們
交流。這次香港參展團舉辦「德國啟發之
旅」赴德國參展和交流，「德國設計獎」是
門檻很高的設計界大獎，由德國政府主辦。
香港設計師獲此殊榮，證明本港設計水準實
力超卓。
「香港智營設計大賞」旨在鼓勵港企創立
自己的設計和品牌、向世界推廣香港的設計
和名牌、及培育優秀設計師，為港企帶來新
商機。今年的設計大賞已開始接受報名，截
止日為3月2日。鮑潔鈞表示，希望更多優秀

產品參加今年的「香港設計大賞」，推動香
港成為設計之都、名牌之都。

港設計師一筆一盒皆得獎
「德國設計獎」金獎作品是名為「I am」

的自動彈出及收納的鋁合金名片盒。該設計
在名片盒底部加裝耐用彈力矽膠帶，平時膠
帶扣在盒上防止名片掉落，取下膠帶時名片
即會彈出頂部，方便取用，扣上膠帶時名片
就會自動縮回盒內。
設計師林振國表示，自己公司是做文具類

產品的，有見現有名片盒取用名片不便，於
是經半年不斷改進，於去年成功推出這個新
產品，現在已行銷大中華區、日本和德國，
香港零售價約158元。同時獲優秀產品設計獎
的掛扣筆也是林振國設計，省卻要用筆時到
處尋找的煩惱。

電子板實時分析教寫漢字
另一款優秀產品設計獎作品是Theo Wong

設計的「Hypen」學生學寫中文電子板。小學
生用作業紙在電子板上寫作業，電子板通過
專用App在手機上即時顯示字體，並即時圈
出及分析結構、筆順不足之處。這款產品目

前在內地廣受小學生們歡迎。這次參展亦受
到不少外國用家查詢，希望能推出英中版，
幫助有意學中文的外國人。
獲德國Solutions Award 2018年度「最佳日
常家居及廚房問題解決方案」設計大獎的
「鴨嘴」圓煲煲嘴，由黃煜設計。這款外形
趣致的煲嘴由耐高溫矽膠製成，可輕易牢牢
卡裝在圓形煲上，能很方便地將湯水由圓煲
倒入小口徑容器內。「鴨嘴」還設有濾網，
能隔住湯渣。
這款產品去年在歐洲售出約3萬個，售價折

合港幣約100元。

自動彈出彈入 名片盒德奪金
房委會今年首季

將推售約4,400伙
居屋樓花，包括啟
德及長沙灣兩個位

置優越的市區盤，料折後呎價勢破萬
元見新高。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
黃遠輝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目
前看不到需要調整居屋訂價機制，今
期新居屋沿用市值七折訂價，因為若
以家庭入息限額 5.7 萬元計算，有
93%單位屬申請人可負擔，認為社會
不能單靠感覺，覺得樓價高就調整機
制。

黃遠輝：改六折或降入息上限
對於有人提出居屋應以建築成本訂

價，黃遠輝回應指，難以透過建築成
本反映不同地區樓價的差異，亦擔心
一旦將居屋訂價改以市價六折出售，
入息上限亦可能要調低，將使部分有
需要的市民變成不合資格，有違政策
原意。

黃遠輝說，房委會早前已決定將
「綠置居」恒常化，但如果個別項目
規模太大，可能會影響公屋輪候時
間，因此對於將火炭4,800個公屋單
位轉為「綠置居」有保留，建議應循
序漸進，但認為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期望提供更多單位並無衝突。
他並預料，若今年如期推出港人首

置上車盤，家庭入息限額可能介乎約
5.7萬元至7.4萬元。
同為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的黃遠

輝表示，現時在不同方面，包括增加
地皮的地積比率，及研究如何用盡舊
有的地積比率等去達至地盡其用。
他表示，上屆政府在興建公營房屋

時，只要附近交通配套設施容許的情
況下，已開始相應加大地積比率。他
又以啟德發展為例，指第三期發展包
括一個佔地 23公頃至 24公頃體育
園，認為可考慮將周邊住宅地區的地
積比率提高，以提供更多住宅單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居屋訂價無需改
綠置居宜漸進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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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 新 華
指，根據考
據，大潭篤
水塘水底下
原有一條客
家村。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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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在水底發現村落外的石牆。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展品包括鴉片盒、陶瓷器等文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大潭篤水塘當年動員超過400名工人建造。 港大供圖

■當年為勘探而建造的古井，現時仍保留在大潭灣。 港大供圖

■鮑潔鈞與3位得獎設計師：黃煜、林振國和
Theo Wong。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