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鄭治

祖）著名堪輿曆學家蔡伯勵昨日逝

世，享年96歲，他生前除了是前長

和系主席李嘉誠等富豪的「御用」

玄學家外，亦曾為香港政府「睇風

水」，青馬大橋通車日子亦是由蔡

伯勵所挑選，而他負責編纂的《真

步堂通勝》更於2013年獲廣東省政

府列入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對蔡伯勵離世表示深

切哀悼，並讚揚一生致力推廣中國

文化，不遺餘力向大眾推廣傳統曆

書《通勝》，對傳統文化貢獻良多，

且樂善好施，關心後輩，對社會貢

獻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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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著名
曆法和堪輿學家蔡伯勵（蔡伯）昨日辭
世，香港社會各界對此感到惋惜和深切
哀悼。
他們讚揚蔡伯文化造詣高，是編纂曆
法的權威專家，在推廣中國文化方面貢
獻良多，相信他留下的文化遺產將會繼
續傳承和推廣下去。
原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廣東社團總會

永遠榮譽主席陳永棋昨日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蔡伯也是香港廣東社

團總會的一位同仁，自己曾與他有過數
面之緣，感覺他是一位謙謙君子，無論
是文化造詣或是文化修養都很深，對他
離世感到惋惜，但相信他留下的文化遺
產將會繼續傳承和推廣下去。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僑界社團聯會

會長余國春表示，他非常尊重蔡伯，
特別是蔡伯對通勝、曆法、堪輿學都
有很深的研究和造詣，在傳承的同時
又有創新，能夠追隨時代變遷及社會
變化與時俱進，這也是蔡伯在堪輿學

成就上的獨特之處。

信蔡伯文遺續傳承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王

國強與蔡伯私交甚篤，對他離世非常傷
感難過，「蔡伯精通通勝編纂、天文曆
學及堪輿學，個人成就很大，對中國文
化的貢獻也很大，是一位廣受眾人尊敬
和愛戴的權威專家。」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九龍社

團聯會理事長王惠貞表示，蔡伯是堪輿

學中的泰斗，對保存中國傳統曆法貢獻
良多，他既有學識也有智慧，是一位有
高尚品德的人，對他離世表示深切哀
悼，也祝蔡伯一路好走。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

執行會長馬浩文形容，蔡伯是一位非常
友善及熱心公益的長輩。「我太太(陳
家歡)任職東華三院主席時，凡有大小
事情都會請教蔡伯，他不論多忙都會親
力親為提供指點，看得出他很重感情，
也很支持公益慈善。」

曆法大師蔡伯勵仙逝
誠哥「御用」風水師 欽定青馬通車日《通勝》列粵「非遺」

各界讚對中國傳統文化貢獻大

蔡伯勵約20歲便接棒為真步
堂第三代傳人，多年來一直以
「渾天儀」計算天文變化及編

纂《通勝》，對於外間有人認為他「導人迷
信」，但他強調自己是要助人趨吉避凶，取得成
功。蔡伯勵過去受訪時曾談及成功之道，並說：
「做人要堅守仁義道德，成功沒有捷徑，如農作
物也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哪有不勞而獲呢？」
不少人都用《通勝》「擇日」。雖然被人認為

是迷信，但蔡伯勵認為《通勝》是中華傳統文化
學術，而要準確地編算曆法不是容易的事，又強
調說：「我從來不會教人做不道德行徑。我所編
的曆書《通勝》、日曆都是經過精密計算。」
在一次演講中，他提到「真步堂」在2013年獲

廣東省政府把真步堂通勝列入為「非物質文化遺
產」時說，孔夫子提倡仁義道德、禮義廉恥，這
些都是建國的基礎、建國大綱，是最重要的非物
質文化遺產。「今日社會人心澆漓、西風東漸，
人心趨向時髦，動不動就以西方的為了得，我們
古老的就視為無用，數典忘祖，實屬可悲。」

籲復興中國古籍 教化人心
蔡伯勵認為，一旦將有用的古典文學去蕪存
菁，古為今用，必定可以使到振聾發瞶，做到教
育人心的作用，「現今西方人士正向中國了解和

學習我們的文化，而國人對國學則一知半解，這種崇洋心
理，將會使道德淪亡，甚至無可藥救，我在這裡大聲呼籲
要把這個古籍復興。」
不過，他同時強調，當年的文化未必適合今天的環境，

「但是古人的先賢有這樣的智慧創造出來，我們也有我們
的智慧，將古人的學術，加以整理，去蕪存菁，古為今
用，這就正是當局提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真實意義。」
蔡伯勵在接受傳媒訪問時強調，自己的工作是指導人趨

吉避凶，輔助人成功，而風水只是助力：「李嘉誠先生是
一個成功人物，他辦事能力好強、觀察力強，閒時會交
流，我只是給些提點，屬輔助性，我打開門口做生意，顧
客沒分階層級別，你有需要也可來找我。」
蔡伯勵還曾分享養生之道：「每天30分鐘運動，煙酒

不沾，早上8點起床飲用蜜糖水，晚上12點上床休息。」
今年初，蔡伯勵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推算香港社會今年

仍會有不少爭拗，股市亦會有較大波動，寄語香港要做好
人和，並強調香港位處東南得天時地利，相信只要社會穩
定，香港社會各方面都不會太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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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伯勵女兒蔡興華昨日透露，其父
於昨日早上6時許在養和醫院逝

世，「各兄弟姐妹、家人，都看着他、
陪伴他一起，走完最後一段路，所以沒
有什麼特別掛心的。（爸爸身體）一直
都可以的，其實到年紀大時就會弱一
些，頭暈、感冒都有的。」
她續說，父親一生積極工作，是一個

好榜樣，並從他身上學會做人處事的態
度，「他全心全意做好工作，除了做自
己本行，也積極參與公職，十分值得尊
重。」她並透露，父親生前曾表示希望
後事能以土葬形式辦理。

為盡孝道編纂《通勝》
本身是廣東「真步堂」第三代傳人的

蔡伯勵1922年於順德龍江南埠出生，
至1952年移居香港。
他於 2015 年曾公開分享編纂《通
勝》的心路歷程，指自己年輕時亦質疑
《通勝》，認為新時代社會仍要「擇日
工作」是落後及不合時宜的，但最終因

為父親的教訓，指編纂《通勝》為家傳
學術，承傳不單是為照顧家庭，亦是盡
孝道的方式而就範。
蔡伯勵成為有名的玄學家後，有指李

嘉誠一家有找他「睇風水」，已故商人
霍英東位於柴灣佛教墳場安葬地點亦是
由他所挑選。
同時，政府決定青馬大橋通車日期、

滙豐銀行於總行門前銅獅擺設等決定據
傳亦曾先徵求蔡伯勵的意見。
蔡伯勵編輯曆書及提供風水意見長逾

甲子年，每年編纂的《真步堂通勝》出
版逾百萬冊，但早年亦曾被批評為導人
迷信，廣東省政府則於2013年把《真
步堂通勝》列入為「非物質文化遺
產」。蔡伯勵以「冤獄」來形容一直以

來對他的批評，並以廣東省政府的決定
可為他作平反。
他近年更曾獲得「世界傑出華人
獎」，並獲特區政府和廣東省佛山市分
別頒發金紫荊星章和榮譽市民銜。不
過，他近年已將《通勝》編纂工作交由
女兒蔡興華繼承。

林鄭讚蔡力推中國文化
林鄭月娥昨日發表聲明指，蔡伯勵是

編纂曆法的權威，不同版本《通勝》中
的曆法部分均由他編纂，在該項中國文
化遺產中舉足輕重，並於2015年獲頒
金紫荊星章。
她讚揚蔡伯勵一生致力推廣中國文化，

不遺餘力向大眾推廣傳統曆書《通勝》，

對傳統文化貢獻良多，「他亦樂善好施，
關心後輩，對社會貢獻良多。」
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感謝蔡伯勵對

傳統曆法的貢獻，形容其離世是文化界
一大損失，並向其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中文大學在2015年亦曾頒授榮譽院士

銜予蔡伯勵，表揚他對大學及社會的卓
越貢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系主任何
志華接受傳媒訪問時形容，蔡伯勵懂得
天道及地道，熟悉天文曆法，是現代堪
輿權威，認為堪輿學可列入歷史研究。
多名香港知名堪輿家均對蔡伯勵離世

的消息表示惋惜，麥玲玲向傳媒指蔡伯
勵編纂的《通勝》對整個華人社會有很
大影響，行內對他都十分敬重。區仲德
更指，蔡伯勵在擇日方面屬行內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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