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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福州馬尾羅星塔公園管理所收
入了一批藏品，這些從各路藏家手中
收得的藏品共24件，包含羅星塔老照
片、明信片、郵票、舊報紙等。而在
這其中，幾枚郵戳引起了筆者的注
意：正圓形的郵戳上標注着羅星塔的
繁體字樣以及英文名稱「PAGO-
DA」，油墨跡至今仍非常清晰，但泛
黃郵票以及上方的「中華民國郵政」
字樣卻昭示着它的厚重歷史，一段關
於近代馬尾郵政的歷史。
羅星塔是海上絲綢之路起點的航
標。在閩江下游三江匯合處，有座羅
星山，山上有塔，因地而得名，就是
羅星塔。羅星塔原為南宋建的港口航
海燈塔。由於地理位置的重要，明初
就標繪在鄭和的航海圖和以後的航海

針經圖冊裏，也是閩江門戶的標誌。
而在這個門戶之地，曾經設有一個羅
星塔郵局，見證了這裏繁榮的商貿與
近代歷史。
羅星塔公園管理所所長于翠雲告訴

記者：「為了迎接世遺大會在福州召
開，豐富羅星塔相關文物史料，從去
年年底開始，我們所開始對外徵集與
羅星塔相關的藏品。去年年底，我們
所的工作人員在舊書網上查到了羅星
塔郵局郵戳的照片，幾經輾轉，一位
收藏愛好者幫我們徵得了這些郵
戳。」福建省收藏家協會名譽會長、
福建省通俗文藝研究協會副會長陳蘇
在集郵領域頗有一番成就，他說：
「現在老外船員一說『china tower』
就知道指『羅星塔』。而羅星塔英文

名字叫『PAGODA』，據說來自福州
方言的「八角塔」音譯，這一點我不
但找當地漁民求證過，最重要的是在
傳世郵票的郵戳上得到清楚證明。」
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與侵略者簽訂
《南京條約》，福州成為五口通商口
岸之一。從此洋商便蜂擁而至開拓更
大的市場。他們摸索着進入了閩江入
海口，逆流而上幾十里，發現下游三
江匯合處的馬尾羅星塔一帶陸地正可
為泊舟之所。隨着中外交往的增多，
各國開始在福州設領事館。如英國領
事館、法國領事館等。後因福建船政
規模逐步擴大，英國人在馬尾馬限山
上又建了英國分領事館，作為英國殖
民者及海員們的俱樂部。1874年，時
任船政大臣沈葆楨為了國家利益，不

惜重金買回了領事分館產權及周圍土
地。
為了便於中外通訊往來，據《福建
省志．郵電志》記載：「光緒二十三
年（1897年）二月，福州、廈門、羅
星塔最先成立郵局，皆附設於海關
內，由海關監管……福州、廈門郵局
都稱郵務總局，羅星塔郵局隸屬於福
州郵務總局管轄。」
羅星塔郵局原開設在長樂營前伯牙

潭海關內，由時任羅星塔海關巡查萊
來克遜（F.E.Jaksun）兼任郵政司。
郵局1912年遷移至馬尾羅星塔村，
1951年撤銷。羅星塔郵局雖存在時間
較短，但對郵政史、船政文化以及閩
都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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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馬尾小郵戳見證中國近代郵政史

中國古人有在塔中藏寶的習慣，因此，很多塔也叫

「寶塔」，而藏在寶塔裏的很多曠世珍寶，也都是後

人在維修或者是翻建古塔時意外發現的。作為中國首

批64件禁止出境的文物之一，《吉祥遍至口和本

續》這本印有神秘文字的古籍的發現，就和位於寧夏

銀川市西郊賀蘭山深處拜寺溝以北的古塔意外被炸有

關。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尚勇

據了解，古塔被炸發生在1990年11月，
彼時聞訊趕來的考古人員，對古塔展

開了搶救性發掘，文物專家們望着滿地的殘
磚破瓦，心情格外沉重。現場除了一根長約
三四米的塔中心木柱之外，剩下的只是殘垣
斷壁和堆積的塵土。專家們在清理塔心木柱
時，發現木柱表面有用兩種文字書寫的題
記，一種是漢字，另一種是一種很陌生的文
字，看上去，它的字形結構方方正正，很像
漢字，但卻又不是漢字。經古文字專家辨
別，它就是人們曾經一度認為已經失傳的文
字——西夏文。而這本《吉祥遍至口和本
續》，是國家文物局印發的《首批禁止出國
（境）展覽文物目錄》中，寧夏地區被唯一
確定的重要文物。
寧夏博物館副館長母少娟向香港文匯報記
者介紹，首次與寧夏文物《吉祥遍至口和本
續》面對面時，它是國家文物局印發的《首
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目錄》裏，寧夏
被唯一確定的重要文物。現在這本發黃的小
冊子靜靜躺在密封的玻璃罩裏，這樣一本小
身材的古書，為何榮登首批目錄？它又具有
怎樣的歷史價值？據母少娟向記者介紹說，
1991年秋季的一天，賀蘭山拜寺溝裏一座
不知何年建造的方形古塔突然倒塌，此事迅
速被住在附近的村民發現並報案，接到報案
後，相關部門高度重視，組織人員急赴現
場，只見山坡上一片狼藉，斷瓦殘垣堆得像
小山一樣。「經現場工作人員初步判斷該塔
是被不法分子炸毀，就在事發前不久，同為
賀蘭縣境內的兩座西夏古塔——宏佛塔和拜
寺口雙塔在維修時均發現珍貴西夏文物，宏
佛塔的發掘還被列為當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
之一。或許是這些重大發現引起文物盜竊犯
罪分子的注意，對拜寺溝方塔伸出了「罪惡
的黑手」。

改寫木活字印刷史
經國家文物局批准，考古隊對遺蹟進行搶
救發掘。此時，廢墟中斜插着一根木柱引起
了現場專家的注意。經文物專家辨認，它是
墨書漢文和西夏文題記的塔心柱，依稀能辨
認出：「……特發心願，重修磚塔一座，並
蓋佛殿，纏腰塑畫佛像，到4月1日立塔心
柱，奉為皇帝皇太后萬歲，重臣千秋，風調
雨順，萬民樂業，法論常轉。今特奉
旨……」後又辨認出「大白高國大安二年」
字樣。「大白高國」即為西夏國名，「大
安」是西夏第三代皇帝秉常的年號，「二

年」當為公元1075年，這就確定了方塔的建
造年代，其所建與西夏皇族有關。經過一個多
月的清理，這裏發掘出大量的文物，有西夏文
木牌、西夏文和漢文字文書、佛經、舍利子
包、絲織品、錢幣、小泥佛、小泥塔等，其中
以西夏文書、佛經最具價值，最珍貴的當屬西
夏文佛經《吉祥遍至口和本續》。
《吉祥遍至口和本續》的發現，讓木活字
印刷史改寫，這本西夏文佛經《吉祥遍至口
和本續》共有9卷，449面，約10萬字，文
字清晰整齊。經專家深入研究，《吉祥遍至

口和本續》與同時代的雕版印本有許多明顯
的不同：首先，這部佛經具有明顯的活字版
印本特徵，在雕版印本上是不可能出現的；
其次，經文筆畫流暢，邊緣整齊，少有斷
筆、缺筆現象，印刷精良，而且有木活字特
有的隔行加條印痕，說明王禎《活字印書
法》中「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夾之」的技
術，早在西夏時期就已經出現；經考證，與
《吉祥遍至口和本續》共存的文物中，有紀
年者最晚為公元1180年的漢文發願文，未
見西夏時期以後的文物。據此認定西夏文佛

經《吉祥遍至口和本續》不僅
是活字印刷品，而且是木活字
印刷品。
據宋代科學家沈括的《夢溪
筆談》記載，活字印刷術由北
宋年間畢昇發明。我國現存最
早的活字印刷品只有明代。
元代科學家王禎在《農書》
中記載了「造活字印書法」，
後人便將發明的第一套實用木
活字之功歸於王禎。1996年文
化部組織專家委員會對西夏文
佛經《吉祥遍至口和本續》的研
究成果進行鑒定，確認佛經是「12世紀下半
葉的木活字版印本」，「是迄今為止世界上
發現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實物」。從而證明
我國應用木活字印刷技術的年代，比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認定的世界最早的金屬活字印刷
品——韓國出土的《直指心體要節》（公元
1377年印製）早了近200年。這意味着中國
乃至世界活字印刷史的很多重要章節需要重
新改寫。

印刷術西傳的中介地帶
我國印刷術的西傳路線有數條，其中主要

一條是沿古絲綢之
路傳入中亞，進入
歐洲。近年來，在
甘肅敦煌發現了回
鶻文木活字，在新
疆庫車與和田發現
漢文、八思巴文和
古和田文的木活字
印刷品，專家認為
它們均是元代遺
物。西夏王朝在歷
史上曾經「東盡黃
河，西界玉門，南

接蕭關，北控大漠」，掌
控着絲綢之路東進西出、
南來北往的總樞紐。西
夏木活字版印本的發
現，證明了活字印刷
在宋代已傳入河西地
區，彌補了中原到中
亞的缺環，西夏故地是
我國活字印刷術傳向歐
洲的重要中介地帶。西
夏的木活字印刷是中國活

字印刷術西傳的中間環節，成
為絲綢之路寧夏段的又一見證。
記者從寧夏博物館了解到，經文化部鑒定

會確認，西夏木活字印本《吉祥遍至口和本
續》是目前中國早期活字印刷技術唯一的實
物資料，對研究中國印刷史（特別是活字印
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術具有重大價值，
被稱為「20世紀印刷史上最重要的發現之
一」。
經考證，《吉祥遍至口和本續》是藏文大
藏經中唯一保留的西夏文經本，是彌足珍貴
的孤本。2003年西夏文佛經《吉祥遍至口
和本續》入選國家級《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
錄》，成為首批48件組通過審定的文獻遺
產成員，對研究西夏學、考古學、佛學、藏
學、文獻學、版本學、文化史、印刷史具有
極其重要的意義。《吉祥遍至口和本續》之
西夏時期木活字版印本的確認有力的捍衛了
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的印刷術的最早發明
權，具有學術研究和社會現實的雙重意義。
我們中國歷經數千年，流傳至今的古寺廟

還是有許多的，比如著名的法門寺、阿育王
寺、大報恩寺等，但是大家發現，似乎很多
古寺廟都曾發現了地宮，比如著名的法門寺
地宮，還有南京長干寺地宮等等，都出土了
大量的佛教珍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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