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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洗存千古
「磨洗存千

古」 是霍元甲弟
子、亦精武門創辦
人之一陳公哲記述
在香港考古的成
果，寫下詩文其中
一句；原詩刻在大
嶼山東灣石壁上，

全文是 「石筍矗東灣，沉沙考玦環，蘊藏
多寶氣，攻錯借他山，磨洗存千古，謳吟
到百蠻，前朝空悵望，提筆莽蒼間。」

陳公哲是上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在珠
江流域、粵東地區及香港歷史索源、個人
興趣引發的考古發掘者。同期幾年間亦有
幾位外籍學者、神職人員進行探古發掘，
他們分別在香港不同海灣包括南丫島（當
年稱舶遼洲）榕樹灣、馬灣及粵東等地進
行考古發掘。

陳公哲早年就讀上海復旦大學，精攝
影，集作家、書法家、武術家於一身；他
在一九一○年在上海成立精武體育會，與
盧煒昌、陳鐵生、姚蟾伯合稱精武四傑，
他泛通文史數理知識，外語流利，經常追
隨霍元甲做翻譯，兩人關係亦師亦友，霍
師病逝後繼承及弘揚精武精神，更以其攝
影技巧，拍攝精武會的活動及訓練的紀錄
片，孫中山先生曾任該會名譽會長，並題
辭 「尚武精神」 。陳公哲在一九二七年放
棄公務生涯，之後來到香港，在一九四八
年在香港成立了香港精武體育會。

陳公哲投入香港歷史及古物古蹟的考
古行動，是受傳教士芬神父對香港人類遺
跡研究影響。早年他在珠江及粵東地區展
開考古發掘，當時另一位傳教士、語言學
家及對考古研究有興趣的麥兆良神父踏上
同一足跡，在廣東五華縣發掘出一件陶罐
及一批出土文物，推算屬新石器時代遺
物，麥神父將這些出土遺物，送往外國作
科學年代鑒證，確定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
的文物。

香港大學解剖學蕭思雅教授、韓義理
醫生、曾在柏林及牛津大學修讀考古的香
港大學地理系教授、耶穌會的芬戴禮神父
等在三十年代開始在香港進行田野考古工
作，最有代表性是南丫島南部的深灣，發
掘出甚大數量的文物，以陶器碎片佔大多
數，最具特色是陶器及陶片上的紋飾，除
了有較普及的回紋外，有菱格紋及罕見的
盤曲紋近似英文細草字母f的紋飾，由於多
並排列，芬神父為之訂名Double F
pattern雙 f紋，認為這是較為獨特的紋
飾，亦引當時漢學權威伯希和意見指與中

原青銅器紋飾近似，結論是周朝以前的遺
物。

粵東五華出土陶罐亦具等同的紋飾。
從今天看，這種紋飾似是傳統夔（神魅，
如龍一足，商周青銅器常見）紋飾的簡化
體。附圖就是這種雙f紋陶片及墨拓本。

陳公哲來到香港後，全力投入考古活
動及研究，在一九三八年他帶領家族成員
及團隊沿海岸進行偵測及發掘，足跡達石
澳、南丫島榕樹灣、洪聖爺灣、大嶼山東
灣、龍鼓灘到沙洲等十七處，歷經八個
月，收集有石器、陶器、銅器及玉器等，
出土文物年代特徵有新石器時代石製用具
的斧、珥、石錛、陶碗及銅環等；商周年
代的銅箭鏃、銅斧，秦漢時期鐵器、陶器
及玉人俑、牙璋；唐代海馬葡萄紋飾銅鏡
等近三百多件；在大嶼山沙崗背更發現回
文石刻。他認這全是從內陸移居於此的人
類遺跡。其詩文首四句： 「石筍矗東灣，
沉沙考玦環，蘊藏多寶器，攻錯借他
山」 ，表達了考察成果的喜悅。其後繼續
推廣精武活動奔波於內地、港澳之間，在
一九六一年因心臟病發病逝於香港。

芬戴禮神父發掘出土的一部分當年送
往英國，包括一把戰國時代的青銅短劍存
放在大英博物館，但未聞有任何處理；陳
公哲發掘所得曾經於一九四○年在香港大
學展出，惜在日治時期流失，不知所終。
其餘存的存放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即
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前身）內，多年後移
交香港政府古物古蹟辦事處管存，曾作出
展覽。

香港出土的陶器及古物遺址多分布在
海邊，亦有部分於內陸，學者推斷為早年
漁民交替使用的地點，亦留下居住；香港
佛堂門有摩崖刻石的鳥形圖案，鳥解讀為
風神，正是以捕魚為生的沿海漁民崇拜對
象。香港位處珠江三角洲，這批出土陶
器、陶片上的紋飾與珠江沿岸出土的器紋
相同，與當地同屬一個文化源流，推算同
屬古越族的一支。

六十年代始香港才有較組織性的考古
活動，包括在一九五三年成立香港大學地
質及考古學社、一九五六年轉型為香港大
學考古隊、一九六七年由學者組織成立的
香港考古學會。香港政府於一九七一年才
訂立法例進行考古及古蹟的管理。

自新石器時代遺跡發現以來，不少脗
合文獻記載的歷代遺跡在香港陸續發現，
包括一九五五年在香港深水埗李鄭屋東漢
墓出土隨葬的陶屋，與一九八九年東莞及
一九九○年虎門先後發現的東漢墓隨葬的

造型一致，前者墓磚銘文刻有的 「大吉番
禺」 四字，論證香港在漢代屬番禺縣管
治；香港島舂坎灣出土磚窰、馬灣東灣仔
發現的唐代灰窰；香港新界地區開基的來
自江西的鄧氏家族圍村風格，以及九龍黃
大仙附近的福建莆田林氏家族（同期遷入
新界地區尚有江西彭氏及文氏、福建廖氏
及番禺侯氏）的宋代古蹟及水井；南宋時
駐守築成的東涌古城；大埔明代碗窰、元
朗屏山聚星樓（塔）；清代建成的九龍寨
城等，不同年代的遺址，將新石器時代至
清代的歷史聯繫起來。

近年考古成果豐富，其中馬灣東灣仔
北遺址發掘新石器中晚期至青銅時代早期
二十座墓葬，在一九九七年被評選為 「全
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並於二○○一年中
國社會科學院選為 「中國廿一世紀─百大
考古發現」 ，及在二○二一年入選中國
「百年百大考古發現」 ，先後獲三項殊
榮。這遺址出土四千年前的 「拔齒」 馬灣
人頭骨，與新石器時代佛山河宕貝丘遺址
的 「拔齒」 風格一致。

百年戰亂，改變不了陳公哲抱民族自
強盛的精神，儘管當年對時政失望，他選
擇了新的跑道，投入文化傳承的研究，成
為第一位華人在香港進行考古行動，並印
證香港與珠江流域是一脈相承的關係，讀
他的詩文就體會先賢追求實事的態度。

HK人與事
鄺凱迎

 





























 

鴞卣雪糕

市井萬象

大公，天下為公
─《大公報》與孫中山

丘樹宏

「忘己之為大」 、 「無私之謂公」 ，遂
成 「大公」 ；大公者，天下為公也。

「忘己之為大」 ，
「無私之謂公」 ，

大公，你的初心，
大公，我的初衷。
大道之行也，
天下為公。

黃河是我的血液，
長江在你心中奔湧；

泰山是我的骨架，
長城在你心中高聳。

你為推翻帝制日夜嘔心瀝血，
我為國家富強日夜敲響洪鐘；
我每一個版面都寫着振興中華，
你每一個日子都為了天下大同。

戰火中你是旗幟是民族英雄，
風雨裏我共赴國難呼喚彩虹；
伸張正義恪盡言責我民族氣節凜凜，
屢戰屢敗屢敗屢戰你革命火種熊熊。

為了國家為了人民你心底無私奉獻一
生，

忘己無私服務社會我與時俱進正氣當
弘。

天地中日月裏銘記永恆的精神，
啊！大公，大公，天下為公！

上一周陰雨連綿，
時而淅淅瀝瀝，時而滂
滂沱沱，在如織的雨幕
中，天地如洗，心情亦
隨之變得一片濡濕。

汪國真在《雨的隨
想》中寫道：無論什麼
樣的故事，一逢上下雨
便難忘。雨有一種神

奇：它能瀰漫成一種情調，浸潤成一種氛
圍，鐫刻成一種記憶。曾經，雨之於我的詩
詞印記，是 「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
杏花」 的詩情，是 「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
枯荷聽雨聲」 的畫意。然則，疫情時代的
雨，卻再無詩情畫意可言。舊年肆意揮灑的
暴雨迄今記憶猶新，今年恣意連綿的陰雨又
接踵而至。在一百零五年來最清涼的南粵初
夏時節，時晴時雨，乍暖還寒……

詩人余光中在《聽聽那冷雨》中說：一
個方塊字是一個天地。翻開一部《辭源》或
《辭海》，金木水火土，各成世界，而一入
「雨」 部，古神州的天顏千變萬化，便悉在
望中，美麗的霜雪雲霞，駭人的雷電霹雹，

展露的無非是神的好脾氣與壞脾氣，氣象台
百讀不厭門外漢百思不解的百科全書。

在雨中，腦海中不由得浮現蔣捷在《虞
美人》中所描摹人生聽雨三階段之畫面：少
年時代，聽雨於歌樓之上，但見紅燭搖曳；
壯年時期，聽雨於客舟之中，極目江闊雲
低；暮年歲月，聽雨於僧廬之下，唯現鬢髮
斑白。從少年的 「歌樓上」 ，到壯年 「客舟
中」 ，再到暮年的 「僧廬下」 ，同樣是聽
雨，卻因着不同時空人生境遇的轉變而幻化
出迥異的心態，以雨珠串聯起跌宕的一生。
任滄海桑田，嘆物是人非，不禁有感 「悲歡
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 。

其實，即使是處於人生的同一階段，亦
會因着季節的不同而產生大不同的心境。春
雨總是令人聯想到斜風細雨，潤物無聲；夏
雨總是令人聯想到狂風驟雨，酣暢淋漓；秋
雨總是令人聯想到淒風苦雨，愁腸百結；冬
雨總是令人聯想到寒風冷雨，凜冽刺骨。即
使是同一場雨，亦會因人而異生發出不同的
心情。順境抑或逆境中，聽雨者的心境又豈
會如出一轍？得意人的 「喜雨」 與失意人的
「苦雨」 ，怕是有雲泥之別吧。

下雨天，宅家聽雨。翻找張學友的陳年
老歌《人在雨中》，在循環播放中，一曲痴
心不改的情歌，因着一句 「在雨中，等雨
停，多少渴望着出現奇跡」 ，竟然聽出了人
生哲理的味道。再翻找荷里活時代經典《雨
中樂飛揚》，在反覆觀看中，一幕男主角在
雨中盡情載歌載舞的影像，伴隨着 「我笑看
雲太黑，因為太陽在我心中」 的抒情歌聲，
驀然發現，原來 「陽光總在風雨後」 只是自
然世界的法則，而 「太陽在我心中」 才是精
神家園的信條。似有靈光忽現，心境亦不禁
隨之變得豁然開朗。

在雨中，思緒不覺又飛去蘇軾《定風
波》中無晴無雨的世界。如若東坡居士遭逢
數百年不遇之疫情，想必亦會保有 「一蓑煙
雨任平生」 的泰然，抱持 「也無風雨也無
晴」 的曠達吧。事實上，既然竹杖芒鞋輕勝
馬，又何妨吟嘯徐行自若。

但願即使平凡如你我，亦能有如此襟
懷，在一次又一次情難自禁卻又身不由己的
淬煉與修行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無論
世間陰晴、人生圓缺，最終皆能隨遇而安，
樂天而知命。

東言西就
沈 言

前幾天收到大女
兒由大洋彼岸寄來的
一封信，拆後細閱竟
老淚縱橫……

信，你有多久沒
有提筆書寫寄去遠方
呢？信，你有多久沒
有收到至親家書呢？
想來此刻我是幸運
的。

寫信對於當下的現代人來
說，好像已是一件古老的事情
了。進入千禧新時代後，通訊
科技日新月異，發展一日千
里。不要說寫信，就算是電
報、傳真都已是上一世紀的產
物了。今天一個智能手機已具
備了通訊、上網及各種各樣社
交媒體，五花八門遊戲娛樂
等。視像電話、Zoom會議令
到世界仿似只有時差，並無距
離。誰還會寫信呢？

但是，當你攤開信箋，執
筆於手，想起遠方那個叫你日
夜牽掛的人，千言萬語頃刻間
湧上心頭。紙筆訴衷情，天涯
咫尺近。書信的往來需要時間
的推移，略去即時的對應，充
滿等待的驚喜。盼望着他／她
收信細閱的一刻，想像着你我
異地同夢的交流。有時候慢下
來才能品味人生的細節，即愛
的真諦。父親與祖父於上世紀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
代，滬港分隔二十一
年間，父親寫了五百
八十八封信給祖父，
每一封都有編號。可
見他們父子之情，如
此深厚而豐富……可
能寫信也有些遺傳基
因吧。

「親愛的爸爸：您好。今
天我大學畢業了……感謝您同
媽媽對我的養育之恩，栽培之
情……」 因為疫情及其他，錯
過了前赴異國出席大女兒畢業
典禮，難掩悵然之情。唯女兒
捎來的家書卻令我既意外又驚
喜。她除了感激父母哺育培
養，亦安慰老父不要因缺席她
的畢業禮而自責。同時，她亦
報喜說已順利考獲碩士班，全
日制一年多可修畢，到時歡迎
爸媽弟妹都可去觀禮。原來上
天總會給世人一些盼望，或許
昨天失去的，明天有望失而復
得。

信有明天，今天才會不停
的努力付出。沒有什麼比期待
更能令人充滿愉悅與熱情的。
一封來自遠方的信驅散了近兩
月來因滬港工作與生活上的低
落而帶來的陰霾，看看都已過
了小滿，大家理當憧憬着夏收
的殷實，風雨過後必見彩虹。

信



人生在線
安仲生 在雨中

園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六一．致寶貝（組詩）
劉建芳

位於太原的山西博物院推出
新款 「鴞卣」 雪糕。鴞是古代對
貓頭鷹一類鳥的統稱，鴞卣為盛
酒器，是商代晚期青銅器精品，
形如兩鴞相背而立，因神似 「憤
怒的小鳥」 被觀眾稱為 「最萌文
物」 。

中新社

一
愛跳舞的寶貝
說話的時候也轉個圈
她要把開心的事
化為旋轉的風
讓所有的人都分享

愛跳舞的寶貝
走在路上也會蹦蹦跳
只要高興的時候
她就自唱自跳
讓所有的人都觀看

愛跳舞的寶貝
看到潔白的雲就會說
那是我的公主裙
飛到天上去表演
抬頭就看見她飄過來

二
夜色闌珊
我提着一袋奶酪棒
大包裝的
妙可藍多
興沖沖地
從百佳商場出來
走在中山路上
很多人都知道
這是給小孩吃的
但很多人不知道
這是給我的寶貝吃的

三
爸爸出差兩天回家，按門鈴

寶貝開門
很開心又有些靦腆的小聲地說
爸爸真對不起
我本來想接你的
可是沒有去接你
爸爸說沒有告訴你我什麼時候
到家呀不用道歉的
寶貝說，可是我剛剛還在想着
爸爸可能到家門口了
想去接的
可就沒有開門去接
寶貝這樣說時
聲音變得更小些了還想哭了
爸爸說，寶貝真是爸爸的貼心
棉襖
可以猜到爸爸已到家門口了
比芭啦芭啦小魔仙還厲害哦
寶貝聽了，破涕為笑

四
爸爸出差，晚上十點
寶貝發手機語音
說，我就睡覺了
爸爸早點休息呀
不要看電腦
不要看手機
也不看電視了
要不你就眼花
也會變成白頭髮的人了
你就不帥了
我就不給你小紅花
就獎勵給我自己了
知道沒？

▲▼夔龍紋（Double F pattern）陶片
及其紋飾墨拓本。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