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恰逢著名作家張愛玲
逝世30周年，香港都會大
學（都大）獲得張愛玲遺
產管理人宋以朗及其姊宋
元琳慷慨捐贈一批張愛玲
與宋淇夫婦的珍貴文獻及
遺物，包括張愛玲的手
稿、個人物品，以及與摯
友宋淇和宋鄺文美夫婦
（宋氏姊弟的父母）等人
往來的書信。捐贈儀式在
昨日於都大舉行。

大公報記者
李兆桐（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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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大學獲贈張愛玲手稿遺物
涵蓋與宋淇夫婦來往書信等珍藏

提到香港的新春習俗，
大埔林村許願樹祈福是其中
一項。而許願的同時，不妨
也在大埔走走停停，逛逛人
聲鼎沸的市集，或在鬧市中
感受一番廟宇的寧靜，更可
以攜帶家裏的孩童在香港鐵
路博物館來一場 「親子
遊」 ，通過現場展出的不同
年代的火車車廂，體會軌道
上的飛馳歲月，繼而心生希
冀，搭乘2025年這趟列車，
沿途又會欣賞到怎樣的風
景？

大公報記者 劉 毅
（文、圖）

鐵路博物館再現香港火車

親子樂遊 探索軌道時光

品味生活



香港鐵路博物館位於大埔墟的市中
心，展示了一系列窄軌蒸汽火車頭、柴油
電動機車和歷史車卡等文物，孩子既可以
跟自己喜歡的火車頭來個 「親密接觸」 ，
亦能了解香港的鐵路發展史。香港鐵路博
物館位於太和站和大埔墟地鐵站之間，從
太和地鐵站走出，穿過幾座屋苑，再經過
大埔林村河橋，就到了崇德街街口，一直
前行，途經喧鬧的街市，就來到了鐵路博
物館。

舊大埔墟站：嶺南建築之美
甫一踏入香港鐵路博物館，時光彷彿

都慢了下來。迎面看到的是從右往左書寫
的大埔墟站，舊時的記憶一下子湧上心
頭，令人想到舊時九廣鐵路舊大埔墟火車
站點滴。

舊大埔墟火車站大樓被保留了下來，
令今天的觀眾可以看到當時的車站全貌。
不同於當年的一些車站，舊大埔墟火車站
大樓充滿中國傳統的嶺南建築風格，門
樓、屋脊，以及兩側山牆都裝飾有吉祥的
圖案，牡丹、喜鵲等都清晰可見。只是如
今因為維修問題，而暫時被綠布遮蓋，今
年年中會開放給觀眾參觀。

半世紀柴油火車頭展出
圍繞火車站大樓的兩側，分別是60號

柴油電動機車和51號柴油電動機車，且因
為是在戶外，很方便打卡。看着眼前上了
年頭的火車頭，耳畔傳來的是東鐵線轟隆
隆的列車聲，過去和現在的時光，在這一
刻交匯。

再往博物館深處走，不禁感嘆整個博
物館就是一個放置各種年代火車頭的儲存
空間，不僅有火車頭、車廂，還有火車鐵
軌，以及路軌下的枕木和碎石，進站標
誌、手搖鐵路檢查車等。火車頭訴說着過
去的故事，現場展示曾在沙頭角支線使用
的窄軌蒸氣機火車頭、九鐵首台柴油機車
──亞歷山大爵士號51號機車、不同型號
的歷史車卡等。

現場展出的歷史車卡276號、313
號、229號、112號、302號、002號等，
它們排列成一列火車，不同列車車廂分屬
不同的年代，車廂裏保留了當年的座位、

行李架、通風裝置等，木造的椅子、燈
泡，舊式的風扇，充分向公眾展示不同年
代火車車廂之陳設特色。公眾可以上車參
觀，列車連接位還可見到方向盤等，孩子
們手握方向盤，也能扮演一下 「小列車
長」 。

火車承載着人們的希望，特別在春運
期間是連接遊子和故鄉的紐帶。而香港鐵
路博物館展出的這些退役的老火車頭、列
車車廂，以及鐵路設施，折射的也是當時
人們的出行方式，今天的小朋友們也能從
中學習到在課堂上無法真實觸摸的香港鐵
路發展史。

60號柴油
電動機車

60號機車
於1991年獲命
名為 「喬沛德
號」 ，是九廣
鐵路最後一部
以人名來命名
的柴油機車。
一直於東鐵線
服務，服務時
間由1974年開
始，1983年隨
九廣鐵路全面
電氣化，退出
載客行列，但
仍用於牽引貨
卡和工程車，
至2021年正式
退役，見證上
世紀80至90年
代香港與內地
鐵路貨運的蓬
勃發展。

51號柴油電動機車
51號柴油電動機車於1955年投入使用，直到

1997年。列車曾因應不同時期的需要而加添了各種
裝置，包括車身旁的欄杆、信號系統及車頭裝置冷
氣系統發電機的空間。這些後添的設備現也保留下
來，作為其服務香港鐵路40多年的見證。

窄軌蒸汽火車頭於1924年至1928年在沙頭角支
線運行，由粉嶺通往沙頭角，歷經香港與內地鐵路
通行的年代。上世紀20年代退役後，列車被運抵菲
律賓使用。後經過多方努力，蒸汽火車頭在闊別香港
將近70年之後，於1995年運返香港，在館內展出。

歷史車卡313號
313號火車卡於1921年投入服務，屬三

等車卡，主要行駛尖沙咀至羅湖段。
1980年代初，九廣
鐵路全面電氣化，
313號正式退役。
車卡的轉向架於英
國製造，運抵香港
後才裝上木製車
身 。 1950 年 代 開
始，九廣鐵路局陸
續翻新車卡，313
號成為首批以鋼材
取代木質車身的客
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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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軌蒸汽火車頭

重點展品（部分）

Hong Kong Railway
Museum

◀香港鐵路博物
館一角。

▲歷史車卡內的
座位排列。▲大埔墟站站牌。

捐贈儀式主禮嘉賓包括：張愛玲
遺產管理人宋以朗、宋元琳，都大校
董會主席黃天祥及都大校長林群聲。
今次捐贈包括張愛玲和宋淇夫婦的手
稿、遺物共數千件，現場率先展出的
部分藏品包括張愛玲的作品手稿、與
宋淇夫婦的來往書信及個人照片等。

冀遺物得以妥善保存
通過是次捐贈，這批文獻及物品

真跡將永久存放於都大。都大將使用
數碼人文研究的方式，建立檔案文獻

資料庫和數碼影像典藏，在圖書館設
立 「張愛玲特藏」 和 「宋淇、宋鄺文
美特藏」 來保存這些珍貴物品，為文
學界及研究學者們增添一筆文化遺產。

張愛玲逝世前曾立下遺囑稱，
「遺物留給宋淇夫婦處理。」 在宋淇

夫婦先後去世後，他們的子女宋以朗
姊弟便成為張愛玲及宋淇夫婦遺產的
管理人。是次將這些文化遺產悉數贈
與都大，宋以朗表示，自己和宋元琳
最大的心願，就是讓張愛玲與宋淇夫
婦三人的手稿和遺物得以妥善保存，

作研究和推廣文學之用。他指出，
「香港鮮有如此有分量的文學珍藏，
整合了張愛玲及家父宋淇、家母宋鄺
文美的作品手稿與文物。」 他希望通
過都大對這些捐贈的文獻及遺物的保
育、傳承和研究，讓更多人從不同角
度認識三人的作品。

林群聲感謝宋氏對都大的信任，
「相信今次捐贈是華文世界中最大型
的張愛玲及宋氏夫婦展覽館藏」 。他
認為，數碼人文及文學正是大學重點
研究領域之一。這批文化遺產落戶都

大，為大學及相關文學研究提供文學
實物資料，有助促進跨學科、跨機
構、跨地域的研究，深入探討中國現
代文學。

最快8月分批展出
都大副校長（行政及機構發展）

鄺志良在媒體導賞環節透露，為了保
育這批文獻和推動相關研究，都大正
密鑼緊鼓地進行編輯與整理。將在8月
或9月根據主題，籌劃將這些珍貴的遺
產向公眾逐步展出，讓更多人可以從

多個角度了解張愛玲及宋氏夫婦的文
壇故事。

現場展出藏品包括張愛玲著作
《異鄉記》手稿、張愛玲創作的劇本
《南北喜相逢》、張愛玲與宋淇夫婦
的書信往來及照片、宋淇與其他文壇
泰斗如錢鍾書的書信交流等，其中不
乏他們三人對文學的見解、文學作品
真跡等，為研究現代文學及其歷史提
供珍貴的實證。

宋淇是知名
文藝評論家和翻
譯家，任職文化
界和電影界，從

事文學批評、翻譯等。他與
張愛玲、錢鍾書、傅雷等文
化名人有深交，張愛玲逝世
前曾有遺囑表示希望將遺物
留給這位摯友處理。宋淇之
妻宋鄺文美同為翻譯家。

話你知

宋淇夫婦簡介

▲錢鍾書致宋淇的書信。

▲捐贈儀式現場主禮嘉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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