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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明園匠作則例》孤本真蹟回家
被毀160年後帶來復建曙光

根據發佈，《圓明園匠作則
例》一直流散在民間，中

國書店採集到了它的信息，與
圓明園管理處聯繫。

專家一致認定為真蹟
8月6日，圓明園管理處與中
國書店共同舉行了專家初審
會，與會專家一致認定這套裝
幀精緻的《圓明園匠作則例》
為真蹟，是研究皇家建築藝
術、工程管理等的基礎資料，
是肯定、傳承、宣傳大國工匠
精神的重要歷史依據，價值重
大，值得收藏。最終，圓明園
管理處迎來了《圓明園匠作則
例》「回家」。

首次出現西洋樓記載
據介紹，「則例」就是依據

法令或成案作為定例，產生於
唐代。《圓明園匠作則例》共
四十八冊，其裝幀精緻，於乾
隆年間開始編寫，至道光年間
成書，為當時營建皇家園林圓
明園時的成規定律，對建築形
式、規格尺寸、陳設物料、園
林工藝、用工費用等方面都有
記載，是非常珍貴的清代官方
檔案資料。

《圓明園匠作則例》是始作
於清乾隆年間、成書於道光年
間的內府裝幀手抄孤本，是目
前現世的第一本最完整、價值
最高的則例，並第一次出現有
關西洋樓的記載。
經專家論證，《則例》共兩

函48冊，書中詳細記錄了營建
圓明園所用材料的類別、規
格、價值、用工等數據，同時
還記錄了當時的匠作分類及其
相關工藝與製作技術；涉及建
築、園林、工藝、材料、人工
經費等內容，涵蓋修建圓明園
所用之木、石、瓦、土、油、
漆、裝修、畫、裱、佛像、銅
錫、琺琅、營房、船隻的用
料、用工規格；信息廣泛、事
無鉅細，對圓明園的研究、保
護、修繕、展示等工作具有非
常重大的指導意義，是了解、
考據、復建清代皇家建築的重
要參考資料和依據。
「圓明園遺址公園」官方微

信公號表示，它是高於清朝工
部的建築規則，是圓明園內建
築必須遵循的成規定律，是圓
明園建造的重要依據。這次重
大發現和重要依據，將給圓明
園未來整修帶來曙光和希望。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及新華
社報道，記者從上海電影家協會
獲悉，中國著名導演吳貽弓14日
在上海離世，享年80歲。
吳貽弓，祖籍浙江杭州，1938

年生於重慶，1948 年起定居上
海。1960年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
導演系，先後出任過上海電影製
片廠廠長、上海市電影局黨委書
記兼局長等，參與創辦了上海國
際電影節，曾任中國文聯副主
席、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等。
在逾半個世紀的電影生涯中，

作為中國第四代導演的代表之
一，吳貽弓執導的《巴山夜雨》
《城南舊事》等已成為中國電影
史經典之作。他的電影風格大氣
而細膩，基調沉穩而情感充盈，
充分呈現出中國傳統文人意境。
2012年，吳貽弓獲第15屆上海國
際電影節華語電影終身成就獎。
第15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開幕式
獲頒華語電影終身成就獎時，吳
貽弓說：「我們都十分熱愛這個
由我們自主選擇的職業，所以我
們也絕不會辜負它。電影萬
歲！」

推動創辦上海國際電影節
上海電影家協會評價，吳貽弓導演在電

影創作上堪稱是「我們的一面旗幟」，其
獨特的抒情敘事風格影響深遠，與此同
時，他在推動中國電影國際化方面亦貢獻
卓著。他多方奔走，與電影界老藝術家共
同推動創辦了上海國際電影節，該電影節
是中國唯一的國際A類電影節。
吳貽弓的辭世，令文學藝術界、電影界

幾代工作者為之扼腕痛惜。電影「粉絲」
們在網上留言：「難忘《城南舊事》。」
「長亭外、古道邊，吳導一路走好！」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日報客戶端報道，圓明園1860

年被英法聯軍以卑劣手段劫掠燒燬，曾經的「萬園之

園」甚至連一本賬簿都沒有留下，這是百餘年來國殤

之痛。「圓明園遺址公園」官方微信公號日前發佈消

息稱，詳細記載圓明園全部修建細則的官方法令《圓

明園匠作則例》近日正式「回歸」，這是被毀160年來

圓明園收到的第一件古籍原件。

香港文匯報訊 對於圓明園該不該復建
以及有什麼計劃，圓明園遺址公園微信公
號稱，圓明園全部復建和一處都不建，這
兩種觀點都有偏頗。
公號並稱，圓明園既要保留滄桑，也要
呈現昔日的輝煌。圓明園管理處將以《圓
明園匠作則例》、《樣式雷圖檔》等史料
為依據，從圓明園大宮門入手，依次做好
萬方安和、紫碧山房、舍衛城、文源閣等
具有代表性的建築的展示規劃，使其逐漸
露出昔日面容，真正讓圓明園遺址「亮出
來」、「站起來」，增強民族自信，傳承
和弘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

將升級檔案館
公號表示， 下一步，圓明園將升級圓
明園檔案館，全面收集全世界涉及圓明
園的典籍資料，並將典籍數字化，供專
家免費使用。

為《圓明園匠作則例》「回家」出力
的中國書店成立於1952年，是中國國第
一家國有的古舊書店。1958年中國書店
又兼併了北京市111家私營古舊書店，成

為北京古舊書業的繼承者和主體代表。
它始終以發掘、搶救、保護祖國文化遺產為宗旨，

對古代典籍、書刊資料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發掘和搶
救。 ■資料來源：琉璃廠文化產業協會官方網站

中國書店

該不該復建？
官微：重傳承弘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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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們在遊客們在
圓明園黃花圓明園黃花
陣迷宮內遊陣迷宮內遊
玩玩。。 中新社中新社

■■《《圓明園匠作則例圓明園匠作則例》》是圓明園是圓明園
被毀被毀160160年來收到的第一件古籍年來收到的第一件古籍
原件原件。。圖為該古籍真蹟圖為該古籍真蹟。。中新社中新社

19381938--20192019
吳貽弓吳貽弓

「踏上這土地多認識了解」內
地
升
學
視
野
闊

灣
區
互
聯
機
會
多

港
青
學
會
計
：
資
格
互
認
拓
就
業
面

了
解
國
家
政
策
利
發
展

「如今港生已不再將內地升學視之為『次選』，不少港生和家長認為到內地升學

『不用困在香港』，有助擴大眼界，未來就業發展可開拓更多機會。家長也希望借

此機會讓孩子變得更加獨立，所以到內地讀書的接受度越來越高。」三年前，從香

港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高中畢業的何嘉雯（Kaman），選擇北上赴福建省福州大

學就讀經濟與管理學院會計學專業，「當時就覺得赴內地唸書視野會更開闊。」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

港生在內地高校就讀，是可以申請政治課和軍訓免
修的。一次機緣巧合，何嘉雯替同學去上馬克思主義
理論課，原本以為枯燥無味的知識卻被老師講解得生
動活潑起來，從此她對這門課有所改觀，也會時不時
跑去旁聽。「老師注重理論性和邏輯，會講述馬克思
主義原理是什麼樣，對國家的作用體現在哪裡等等，
說得非常客觀。這在香港是根本無法接觸到的，給我
帶來很大的提升。」
有內地同學好奇地問過何嘉雯「香港最近到底

亂不亂？」 何嘉雯說，大家都覺得香港是很文明
的地方，怎麼現在變得如此不理性？「他們很困
惑，我很理性地回答：確實有點亂，但是香港其實
只有一小部分人採取的表達方式不理性或過激，但
他們不能代表全體港人。」
「只有在漩渦中心才能看到最真實的一面，掌握事

實真相。」 何嘉雯表示，香港學生有一門通識課
程，裡面有的內容的確存在很大漏洞，希望香港現在
的年輕人能夠多花一些時間去了解國家和民族的精神
文化，「沒有在內地學習工作生活過的港人，容易在
想像的基礎上產生偏見，有時候你需要踏上這塊土
地，真正經歷感受過，你就會有不同的觀點。」

在採訪當日，何嘉雯正巧在和同學們做中秋小長假
的旅行規劃，「我們打算去一趟泉州，可以去蟳埔村
看蟳埔女和蠔殼厝，可以去崇武看古城和惠安女，還
可以去樟腳村看石頭房……」 交流中，何嘉雯的眼
中閃爍着興奮的光芒，「我打算在大學四年走遍福建
的山山水水，用郵戳和明信片記錄自己曾到過的每個
地方。」
何嘉雯今年6月拿到了內地的機動車駕駛證，「整

天風裡來雨裡去的日曬雨淋，吸着車輛尾氣的學車心
酸史終於結束了。」在看到那本駕照時，何嘉雯咧着
嘴笑得非常燦爛，在她看來，一切辛苦都很值得。
「我的有些學長學姐也會在內地考駕照，香港費用更
高一些也比較難通過，我們在內地考通過後到時再換
取香港駕照。」隨着互聯網的崛起，共享汽車也如雨
後春筍般湧現，何嘉雯笑言，改天她也想找一部共享
汽車練練手，以後有機會也想自駕遊福建。

「2016年時，我的爸爸媽媽考察比較過暨南大學、福州大學等內地高校，對
於我赴福建升學，他們很放心。」何嘉雯笑言，
「我自己想去遠一點的地方又不想離家太遠，福建
是個看起來不錯的折中選擇點。」何嘉雯表示，聽
說會計學未來很有「錢途」，兩地在會計專業資格
有豁免部分考試的互認機制，於是當時自己第一志
願就毫不猶豫填寫了「會計學專業」。

教粵語促文化交流
何嘉雯說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她笑着告訴香

港文匯報記者，大概是小時候台劇看多了，所以
現在赴福建讀書覺得和內地生在語言溝通上沒有
什麼大問題，有的同學會向她學習粵語，她也樂
此不疲「當起快樂的小老師」，「我們通過共同
的語言可以促進彼此間的聯繫，有同一語境背景
才能找到親切感。」
「赴福州大學讀書後，才發現真實的內地非常

可愛，身邊的同學都非常優秀，如果一直待在香
港只能做個井底之蛙吧。」何嘉雯說，她有很多
的「第一次」令她難以忘懷：第一次離家住宿
舍，第一次買電動自行車，第一次使用微信付
款，第一次考內地駕照……「很不一樣」的內地
學習生活讓何嘉雯覺得「真的只有彼此了解磨

合，才能摸索出適合的和諧相處
之道。」如果有機會，她
希望能夠分享出去，讓更

多學子知道她在內

地的真實感觸，「在內地讀書讓我充實快樂！」
雖然在香港高中學的是理科，但是內地的高數

課程剛開始讓何嘉雯感到頭疼不已，「後來學校
給我們港澳台生『開了小灶』，對我們十幾個人
進行小班制教學，這樣我們慢慢就跟上了教學節
奏，彼此也增進了感情。」會計科目如基礎會
計、成本會計、財務管理、會計英語等等所學內
容廣而精，起初何嘉雯也是聽得一頭霧水，「每
天和數字賬本打交道的枯燥學習，後面真的需要
把心沉靜下來，才能慢慢領悟到一些門道。」

灣區實習學會合作
「其中特別是記賬憑證的填制，用模擬實驗的

方法，幫虛擬公司處理一個月或一個周期的賬
戶，剛開始經常因疏忽發生錯誤，讓我沮喪到失
去信心。」何嘉雯說，原始憑證金額寫錯只能重
開，熟練以後才變得越來越得心應手了。作為會
計專業的學生，何嘉雯很關注國家的財政政策，
「每年國家政策都會有變，所以你一定要學會關
注時事。」在何嘉雯看來，會計工作是有挑戰性
的，「需要認真幹、細心幹、動腦筋幹。」
今年暑假何嘉雯在廣州南沙參加了2019港澳青

年學生實習「百企千人」計劃活動，她被安排在
當地的中國銀行實習。「發發推文，送送文件，
瑣碎但需要用心。」一個月的實習，何嘉雯首次
體驗到了上班工作的感覺，也認識到了粵港澳大
灣區互聯合作的重要性，為她明年回港工作打下
了基礎。她總結道：在內地應「見賢思齊，見不
賢而內自省」，內地很精彩，為年輕人提供了無
限可能性，而首先要做到的，可能就是放下偏
見、拋棄想像，將來的路要怎麼走，最主要看自
己的能力，清楚自己真心想做什麼。她認為，世
界變化很快，目標清晰是關鍵。

考內地駕照 走八閩山水

■何嘉雯剛入學時和同學們一起合影。 受訪者供圖

■何嘉雯（右）認為在內地升學，未來有更多的就業機
會。 受訪者供圖

何嘉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