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責任編輯：王鉅科

C3 文化‧新園地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星期四

二
○
○
八
年
金
融
海
嘯
爆
發

，
在
此
役
中
﹁損
手
﹂
的
香
港
人

為
數
不
少
，
如
今
我
們
仍
然
可
以

看
到
當
年
那
一
場
金
融
危
機
所
引

發
的
問
題
尚
未
解
決
，
世
界
經
濟

會
否
面
臨
新
一
波
的
衝
擊
？
如
果

新
的
危
機
來
臨
，
被
波
及
的
又
會
是
誰
？

電
影
《
孖
展
風
雲
》
便
是
以
金
融
危
機
為
題
材
，

描
述
金
融
海
嘯
爆
發
前
二
十
四
小
時
所
發
生
的
事
情
。

我
們
在
許
多
其
他
的
電
影
中
，
可
以
看
到
華
爾
街
﹁大

鱷
﹂
如
何
被
描
述
成
負
面
的
人
物
，
他
們
怎
樣
貪
得
無

厭
使
無
辜
的
小
市
民
被
捲
入
危
機
中
。
《
孖
展
風
雲
》

裡
﹁大
鱷
﹂
依
然
是
﹁大
鱷
﹂
，
為
求
脫
身
不
惜
犧
牲

他
人
，
為
了
提
供
﹁人
頭
﹂
作
待
罪
羔
羊
，
下
屬
隨
時

得
替
幕
後
黑
手
揹
黑
鍋
。
這
個
世
界
，
人
不
為
己
？

與
其
他
描
述
金
融
海
嘯
的
電
影
不
同
，
《
孖
展
風

雲
》
雖
然
同
樣
揭
露
﹁大
鱷
﹂
的
真
面
目
，
然
而
切
入

的
角
度
卻
來
得
更
人
性
。
海
嘯
爆
發
前
夕
，
為
什
麼
﹁大

鱷
﹂
們
不
得
不
走
向
這
一
步
？
他
們
的
掙
扎
是
什
麼
？

本
來
是
火
箭
科
學
家
的
彼
得
，
為
了
有
更
好
的
收

入
而
加
入
金
融
行
業
，
在
公
司
的
﹁大
屠
殺
﹂
中
卻
得

以
順
利
留
下
，
並
獲
得
晉
升
，
前
途
看
似
無
可
限
量
。

在
公
司
面
臨
破
產
的
最
後
一
刻
，
他
提
出
了
其
他
人
沒

有
留
意
到
的
危
機
，
使
最
高
層
杜
約
翰
當
機
立
斷
沽
出

公
司
持
有
的
債
券
，
公
司
最
終
保
住
了
，
彼
得
也
保
住

了
他
的
工
作
。
影
片
開
場
是
一
大
班
同
事
遭
解
僱
，
捧

着
紙
板
箱
相
繼
離
開
，
現
實
的
殘
酷
，
並
不
止
於
此
。

彼
得
在
這
一
場
戰
役
中
生
還
，
杜
約
翰
在
這
場
風
波
中

全
身
而
退
，
然
而
世
事
循
環
，
將
來
的
各
種
風
雲
，
該

如
何
生
存
下
去
？
《
孖
展
風
雲
》
拍
的
是
金
融
危
機
，

說
的
卻
是
大
都
市
的
生
存
之
道
。
無
法
認
同
、
不
能
遵

從
的
，
便
該
離
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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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傳統中式建築的人，一定會到過屏山
。那裡有香港第一條文物徑，串連十多座歷史
建築，包括祠堂、書室、廟宇、古塔等。徜徉
其中，對鄧族以至昔日社會或多或少都有基本
認識。

古蹟辦印製的屏山文物徑小冊子列出十一
個景點，包括聚星樓（法定古蹟）、社壇、上璋圍、古井、楊侯
古廟（三級）、鄧氏宗祠（法定古蹟）、愈喬二公祠（法定古蹟
）、覲廷書室（一級）、清暑軒（一級）、洪聖宮（二級）、述
卿書室門樓（一級），及屏山鄧族文物館（二級）等。

但屏山的古建築不只這些，鄧氏宗祠旁邊還有五桂堂和聖軒
公家塾（二級），另外又有仁敦岡書室（法定古蹟）、秀才故居
（二級）、若虛書室（三級）和達德公所（一級）。留存下來的
古建築以書室最多，可見鄧族對教育的重視。

坑尾村的覲廷書室（一八七○年）及其旁的清暑軒（一八七
四年），最令我流連忘返。前者兼具教育和祭祖的功能，後者過
去用作招待賓客和老師住宿，二樓有通道相連。進入清暑軒先行
經一條通道，穿過月門轉彎才是正廳所在。通道兩旁擺放了五對
高腳牌，最引入矚目的是 「祖孫父子兄弟叔侄文武登科」，但鄧
氏族譜沒有記載這段佳話。另外還有 「父子兄弟聯科」、 「祖孫
文武登科」、 「甲子科鄉進士」及 「揀選衛正堂」等牌，以示鄧
族曾有多人晉身仕途。

傷
風
感
冒
多
發
於
氣
候
轉

冷
的
初
冬
，
其
特
徵
主
要
表
現

為
鼻
塞
、
咳
嗽
、
頭
痛
、
發
熱

、
肌
肉
酸
痛
等
症
狀
。
當
周
圍

的
人
大
多
沒
被
感
染
，
而
你
卻

被
傷
風
感
冒
光
顧
時
，
其
中
必

定
有
受
涼
、
營
養
不
良
、
煙
酒

過
度
或
疲
勞
過
度
、
緊
張
壓
力

等
誘
發
因
素
。
當
你
全
身
或
呼

吸
道
局
部
防
禦
功
能
降
低
時
，

就
易
使
原
已
存
在
於
呼
吸
道
的

或
從
外
界
侵
入
的
病
毒
、
細
菌

迅
速
繁
殖
，
所
以
你
感
冒
了
。

對
付
傷
風
感
冒
的
最
有
效

方
法
就
是
依
靠
人
體
免
疫
系
統

，
恢
復
和
提
高
自
身
機
體
的
防

禦
功
能
。
特
別
注
意
感
冒
一
周

內
的
休
息
、
大
量
飲
水
、
飲
食

要
清
淡
，
這
些
方
法
可
給
免
疫

系
統
充
分
的
體
力
支
援
。
尤
其

需
要
指
出
的
是
，
多
睡
眠
也
是

對
傷
風
感
冒
的
一
種
治
療
方
式

。
人
在
睡
眠
時
，
體
內
細
胞
可

製
造
出
一
種
叫
﹁胞
壁
酸
﹂
的

物
質
，
尤
為
適
用
於
傷
風
感
冒

等
疾
病
的
康
復
。

但
有
人
聽
信
一
些
治
療
感

冒
的
﹁偏
方
﹂
，
說
什
麼
感
冒
時
需
要
痛
痛
快
快
出

身
大
汗
，
讓
邪
毒
隨
汗
發
散
，
感
冒
或
發
熱
就
會
好

的
。
於
是
有
人
忍
着
頭
痛
腳
軟
，
去
健
身
房
或
疾
跑

和
打
球
。
這
種
似
是
而
非
的
偏
方
，
實
際
上
是
讓
患

者
埋
下
了
小
感
冒
變
成
大
病
的
﹁隱
患
﹂
。

出
汗
的
激
烈
運
動
不
僅
大
量

消
耗
體
內
的
糖
、
脂
肪
、
蛋
白
質

等
，
還
會
削
弱
身
體
的
抵
抗
力
。

運
動
後
免
疫
細
胞
進
行
休
息
調
養

，
感
冒
病
菌
在
﹁脆
弱
﹂
的
抵
抗

力
下
，
變
得
更
加
囂
張
。

傷風感冒 暫停運動
思 健

﹁債
仔
﹂變
主
人

軒
轅
伯

二
○
○
八
年
金
融
海
嘯
摧

毀
了
美
國
社
會
，
嚴
重
打
擊
了

人
倫
道
德
和
價
值
觀
念
，
銀
行

不
忠
，
投
資
行
不
義
，
令
你
傾

家
蕩
產
，
而
為
求
生
存
你
又
要

假
情
假
義
，
死
撐
到
底
，
令
人

間
充
滿
詭
詐
背
叛
，
甚
至
連
身

邊
的
人
也
不
可
信
任
，
這
種
社
會
解
體
現
象
開
始
見

於
近
日
的
美
國
電
影
。

驚
悚
片
《
不
忠
之
劫
》
（T

he
T
r es pa s s

）
的
故

事
，
就
是
建
基
於
﹁表
面
風
光
，
內
裡
破
落
﹂
的
美

式
假
象
，
描
寫
豪
宅
被
賊
入
侵
，
鑽
石
商
一
家
三
口

遭
打
劫
，
豈
料
家
無
分
文
，
商
人
經
多
番
迫
問
虐
打

，
才
肯
爆
出
豪
宅
自
金
融
海
嘯
後
成
負
資
產
，
不
值

分
文
，
正
面
臨
銀
行
清
盤
。
破
產
商
人
一
點
不
怕
劫

匪
，
因
為
他
已
被
更
兇
悍
的
歹
徒
，
就
是
銀
行
洗
劫

一
空
了
。

沒
錯
，
﹁歹
徒
銀
行
﹂
（C

ro o ke d
B ank

）
，

近
年
流
行
的
美
國
俚
語
，
指
銀
行
變
質
，
淪
於
貪
婪

腐
敗
，
殘
民
自
肥
，
很
多
人
不
甘
其
所
為
，
不
願
助

紂
為
虐
，
索
性
把
存
款
提
走
，
鎖
在
家
中
夾
萬
。
所

以
，
片
子
有
此
場
面
，
描
寫
另
一
豪
宅
，
夾
萬
裡
堆

滿
了
現
金
，
屋
主
就
是
不
再
信
任
銀
行
，
寧
願
把
錢

放
在
家
中
，
相
當
諷
刺
。

《
不
忠
之
劫
》
以
一
個
入
屋
打
劫
處
境
寫
夫
妻

不
忠
（
互
相
隱
瞞
）
，
兄
弟
不
忠
（
弟
劫
兄
）
，
劇

情
推
展
下
去
，
就
是
人
性
弱
點
大
暴
露
，
一
個
困
獸

鬥
做
足
九
十
分
鐘
，
劇
本
寫
來
是
有
相
當
難
度
的
，

對
白
會
重
複
，
衝
突
會
牽
強
，
但
可
以
原
諒
。
其
實

編
導
演
皆
稱
職
，
劇
力
不
弱
，
更
有
大
牌
明
星
（
尼

古
拉
斯
‧
基
治
和
妮
歌
‧
潔
曼
）
壓
陣
，
可
惜
在
美

國
票
房
慘
淡
，
放
映
幾
天
便
落
畫
。

現
時
的
觀
眾
似
乎
已
深
受
打
擊
，
他
們
只
想
看

夢
幻
，
不
願
觸
着
丁
點
兒
傷
痛
與
現
實
。

不
忠
之
劫
吳

昊









素
來
酷
愛
清
代
﹁揚
州
八
怪
﹂

之
一
的
鄭
板
橋
（
鄭
燮
）
；
其
詩
書

畫
三
絕
，
人
所
共
知
。
世
人
多
數
注

重
他
專
繪
的
水
墨
蘭
、
竹
、
石
，
認

為
其
如
﹁亂
石
鋪
街
﹂
之
﹁六
分
半

書
﹂
歪
斜
古
怪
。
筆
者
正
好
喜
歡
他

這
種
別
具
風
格
、
瀟
灑
隨
意
的
書
法

，
與
其
筆
下
蘭
竹
一
樣
，
不
但
神
理
俱
足
，
零
紙
賸
墨
，

清
夷
出
塵
，
意
境
空
靈
飄
逸
，
且
富
生
活
趣
味
。
雖
說
鄭

板
橋
如
﹁亂
石
鋪
街
﹂
章
法
，
最
初
脫
胎
自
石
濤
（
清
湘

、
苦
瓜
和
尚
）
隸
書
，
但
活
用
篆
、
隸
、
行
、
楷
，
渾
成

一
體
，
兼
眾
妙
之
長
，
創
自
家
﹁板
橋
體
﹂
。
基
本
上
，

其
書
法
乃
以
隸
破
帖
，
似
黑
白
散
點
跳
躍
，
點
畫
狼
藉
錯

雜
；
配
合
詩
情
畫
意
，
自
爾
成
局
；
字
如
其
人
、
詩
如
其

人
、
畫
如
其
人
，
十
分
有
個
性
。

鄭
板
橋
畫
上
題
字
，
有
行
款
，
有
疏
密
，
有
濃
淡
，

牢
不
可
分
成
為
畫
中
血
肉
與
骨
幹
。
乾
隆
時
代
著
名
詞
曲

家
蔣
士
銓
，
可
說
是
鄭
板
橋
﹁知
音
﹂
之
一
；
替
他
所
繪

蘭
畫
題
字
時
，
指
﹁板
橋
作
字
如
寫
蘭
，
波
磔
奇
古
形
翩
翻
；
板
橋
作
蘭
如

寫
字
，
秀
葉
疏
花
見
姿
致
。
﹂
着
實
一
語
中
的
。
他
能
意
在
筆
先
，
﹁趣
在

法
外
﹂
；
自
然
地
揉
入
畫
蘭
、
竹
筆
意
，
﹁一
枝
一
葉
總
關
情
﹂
，
融
匯
真

情
與
個
性
。
像
附
圖
《
竹
圖
》
題
字
，
有
﹁萬
物
要
見
根
，
非
徒
觀
半
截
﹂

之
句
，
道
出
他
的
基
本
人
生
觀
。

波磔奇古形翩翻
李英豪

人
不
為
己
洪

嘉

屏山文物徑 陳天權



清
暑
軒
曾
是
招
待
貴
賓
和
老
師
住
宿
的

地
方

卻
原
來
，
歐
債
危
機
的
﹁大
奸
角
﹂
可
不

只
一
位
：
一
早
選
定
的
歹
角
，
當
然
是
希
臘
行

將
卸
任
的
總
理
帕
潘
德
里
歐
，
最
近
則
加
上
臭

名
遠
播
的
意
大
利
總
理
貝
盧
斯
科
尼
在
二
十
國

集
團
高
峰
會
之
後
被
迫
下
台
，
致
使
股
市
大
幅

波
動
。
理
論
上
，
作
為
借
貸
人
一
方
，
理
應
要

聆
聽
債
主
的
話
—
—
不
聽
的
話
，
放
貸
人
便
大

可
不
放
款
予
之
。
不
過
，
現
在
希
臘
的
情
況
竟
然
是
﹁債
仔
﹂
比
較

債
主
更
兇
，
反
過
來
要
挾
債
主
︰
﹁不
再
借
嗎
？
那
麼
便
會
連
先
前

的
貸
款
也
還
不
了
！
﹂

話
雖
如
此
，
實
際
上
一
眾
﹁債
主
國
﹂
（cr ed i t

co u n tri e s

）

亦
應
該
好
好
反
省
過
去
的
國
策
，
是
否
縱
容
了
所
有
﹁借
貸
國
﹂
太

久
—
—
從
經
濟
學
角
度
來
看
，
國
與
國
之
間
層
面
的
借
貸
，
除
包
括

資
金
方
面
之
外
，
主
要
是
指
貨
品
及
服
務
的
交
易
：
以
輸
出
貨
品
為

主
的
國
家
是
債
主
國
，
以
入
口
為
主
的
國
家
是
借
貸
國
。
由
此
角
度

分
析
，
則
全
球
最
大
的
債
主
國
必
定
是

中
國
，
因
為
中
國
所
輸
出
的
製
成
品
遍

及
世
界
各
地
，
幾
乎
所
有
跟
她
做
生
意

的
國
家
都
要
還
款
予
之
。
相
反
，
最
大

的
借
貸
國
則
是
美
國
，
而
且
更
大
幅
拋
離
排
第
二
至
第
五
位
的
另
外

四
個
借
貸
國
，
即
︰
土
耳
其
、
意
大
利
、
法
國
和
英
國
。
至
於
五
大

債
主
國
則
除
了
中
國
以
外
，
還
有
德
國
、
日
本
、
沙
特
阿
拉
伯
及
俄

羅
斯
這
四
個
出
口
大
國
。

《
金
融
時
報
》
分
析
，
西
方
一
眾
債
主
國
似
乎
均
認
為
﹁道
理

﹂
都
在
他
們
一
方
，
﹁借
錢
給
你
，
當
然
要
跟
循
我
訂
定
的
規
矩
還

款
。
﹂
但
實
際
情
況
卻
並
非
如
此
簡
單
：
因
為
借
貸
國
主
要
是
因
為

國
家
已
經
定
了
入
口
貨
品
及
服
務
為
主
的
國
策
，
債
主
國
方
可
跟
他

們
不
斷
交
易
—
—
是
故
現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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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王一梅深圳報道
：本月十八日晚八時，深圳交響樂
團將在深圳音樂廳舉辦 「名家與經
典」交響音樂會，德國小提琴家弗
萊 德 曼 ． 伊 希 豪 恩 （Friedemann
Eichhorn），奧地利指揮名家烏羅
斯．拉約維奇（Uros Lajovic）來
深獻藝。該場音樂會演出的曲目包
括韋伯的歌劇《奧伯龍》序曲，孟
德爾遜《e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和
德沃夏克《第七交響曲》。

弗萊德曼．伊希豪恩生於一九
七一年，畢業於瑞士曼奴軒和美國
茱莉亞音樂學院，是知名度很高的
小提琴和中提琴演奏家、指揮家。
現任德國李斯特音樂學院弦樂系主
任，是德國歷史上最年輕的音樂教
授，亦是目前國際上最年輕的音樂

學院弦樂系主任。他同時在Essen音樂學院、薩爾
茨堡音樂學院、維也納音樂學院等擔任客座教授
，開辦大師班課程。二○○七年起在維也納音樂
學院為大師班講授莫扎特。

伊希豪恩所用的小提琴為一七五八年著名的
意 大 利 Nicola Gagliano 和 一 七 八 四 年 的
Vircenzo Panormo，均為世上僅存的幾把該款名
琴之一。該琴演繹出來的音樂，音色非常動聽柔
美。伊希豪恩擅長演奏孟德爾遜、布拉姆斯、莫
扎特等作曲家的作品，演奏曲目跨越從巴赫到伯
格、從巴格尼尼到皮亞佐拉的作品，並且非常熱
衷於室內樂的演奏及發展。

奧地利指揮名家烏羅斯．拉約維奇教授，現
任維也納音樂學院指揮系主任，先後擔任斯洛文
尼亞愛樂樂團、薩格勒布交響樂團、丹麥國家交
響樂團、貝爾格萊德愛樂樂團等樂團總監。作為
客座指揮，他曾多次指揮德累斯頓愛樂樂團、慕
尼黑愛樂樂團、萊比錫廣播交響樂團、柏林廣播
交響樂團等德國樂團，並且與亞洲的首爾愛樂樂
團、東京愛樂樂團、香港管弦樂團長期保持良好
合作。 「名家與經典」交響音樂會門票在深圳音
樂廳發售。

德
奧
音
樂
家
深
圳
獻
藝

施子清博士伉儷展覽廳啟用

劉澤光師生展書法印章劉澤光師生展書法印章劉澤光師生展書法印章
【本報訊】記者洪捷報道：若提到熱

心公益、慷慨捐資、熱愛書法，相信不少
人都能猜到，那就是有 「現代儒商」之稱
的施子清，這次他出錢出才，與太太吳淑
敏及四名兒子施榮怡、施榮懷、施榮恆、
施榮忻，捐資五百萬元，支持香港浸會大
學整體發展及當代中國研究所的工作。浸
大將位於逸夫校園商學大樓一、二樓的展
覽廳命名為 「施子清博士伉儷展覽廳」，
作為紀念。昨日在開幕禮上，施子清一家
三代人才濟濟出席了命名式。

支持教育培養人才
出席命名式的嘉賓包括：全國政協副

主席、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主席黃孟復
，浸大校董會暨諮議會主席、浸大基金主
席王英偉及浸大校長陳新滋。陳新滋致辭

時讚揚施子清既濟貧扶弱、愛國愛港，又
通曉詩詞書法，對香港的繁榮安定，建樹
良多。陳新滋又表示，施子清夫婦與兒子
一門五傑捐出五百萬元支持浸大，一起與
浸大為中華民族的富強作出了貢獻，希望
他們繼續為香港以致祖國培養更多人才。

施子清長子施榮怡致辭時真摯地回憶
了他們一家在香港的生活歷程。他說：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十四年，亦是父親

來港落地生根的第五十四個年頭。父親在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來港生活，經歷了
『獅子山下』的故事，就如《歲月神偷》

裡的內容。」施榮怡說，他生長在一個小
康家庭，祖父較早去世，由祖母撐起一家
，但無論多辛苦祖母也讓父親施子清去讀
書。

施榮怡續說，一九五七年，施子清來
港，在小學任校長，一九六○年結婚後邊
教書邊唸書。 「小時候印象很深刻，爸爸
為家庭生計奔波，媽媽是家庭主婦，我們
小時候都要穿膠花幫補家計，一分一毫都
來之不易。」施榮怡覺得父親的故事亦是
香港人奮鬥的故事，他記得父親常說吃苦
不苦，知識才是財富。 「我們四兄弟是土
生土長的香港人，我們要和爸爸一樣，只
要有能力，都會為香港、為國家出力。」
所以他們樂於支持教育，培養人才。

配合 「施子清博士伉儷展覽廳命名」
，浸大舉辦了 「劉澤光師生書法印章」展
覽，除了展出浸大視覺藝術院助理教授劉
澤光篆刻、書法外，還有該藝術院三十名
學生作品，此外還展出施子清贈送給浸大
的兩幅書法，香港福建書畫研究會十多名
會員送贈的書畫作品，以示慶祝。浸大校
長陳新滋為施子清夫婦創作的對聯，由劉
澤光寫成書法，亦於現場展示。

百枚印章刻《道德經》
劉澤光向記者介紹了展覽詳情，他表

示，這次展出他的印章有一百件，是以老
子《道德經》內容精華刻印，為符合《道
德經》不同內容，他在選材上也很講究，
根據材料的特質去聯想創意。例如 「道可
道，非常道」，就用了一塊完全沒有打磨
，充滿天然樸拙味道的石頭來刻印； 「上
善若水」則用水坑凍石來刻印，給人一種

通透流動的感覺；而 「五色令人目盲」就
刻意挑一塊色彩斑斕的石頭，更把字體刻
得不易看清，去點出《道德經》的精粹。

顧名思義，篆刻是以篆書刻印為主，
但劉澤光希望有更多普羅觀眾看得懂這些
印章的內涵，這次盡量以富於漢簡之風的
楷書為主，也帶給人生活化的印象。不過
，劉澤光無論書法與刻章，都不寫簡體字
， 「中國造字有許多的結構組合，部分簡
體字破壞了中國文字之美，有點走樣。」

劉澤光形容自己的書法創作有點兒
「極端」，有巨大的字體，也有小巧的蠅

頭小楷，如他寫的 「岱風」，靈感來自泰
山上的摩崖石刻及北齊時期榜書的手法，
並融入篆刻的金石之風；又如他抄寫《老
子》，五千字寫在二呎乘四呎的紙上，都

是極細小的小楷，他要花一個暑假，每天
只能寫兩行，有點像修行。

談及這次參展的學生，劉澤光說，有
些只學了一個半月，當中還有外國人，卻
有不俗的成績。他覺得最重要是在短時間
內培養學生的興趣，而他教學生是由篆書
、隸書開始，之後才是楷、行，加上學
生們有繪畫的根底，很快便能達到不俗
的成果。

現場還有一件在生絲旗袍上書寫 「眾
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
闌珊處」的作品，劉澤光希望自己的跨媒
介創作，能喚起學生們的創意靈感。

「劉澤光師生書法印章」展覽即日至
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浸大施子清博士伉儷展
覽廳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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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孟復（左五）與施子清夫婦（左六、左七），施子清夫婦的四名兒子
（左二、左三、左九、左十），王英偉（左四）、陳新滋（左八）為劉澤
光（左一）師生書法印章展開幕剪綵 本報記者 林良堅 攝

▲政商學界名人齊齊慶賀 「施子清博士伉儷展覽廳」 命名式 本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