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棟屋非遺中心重新開幕
觀眾可「零距離」接觸花牌獅頭木雕刻等展品

設於荃灣三棟屋博物館的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非遺）中心經

過大規模展覽更新工作後，今日起全面開放予公眾參觀，全新的

「循聲覓道──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展覽亦同步推出，約40個

本港非遺項目參展，涵蓋民間節慶及日常手工技藝，包括獨特的

舞獅獅頭紮作、木雕刻、潮州糖塔、花牌紮作等，大多數展品沒

有被玻璃罩蓋住，讓觀眾可以「零距離」接觸。非物質文化遺產

辦事處總監梁潔玲昨日表示，不擔心市民不小心弄壞展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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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全面開放、免費入場

荃灣三棟屋博物館

星期一、三至日，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農曆年初一及初二休館

12月5日、11日及12日、18日及19日

下午2時至6時

獅頭紮作示範、非遺繪本故事劇場、
製作中藥植物香囊、猜燈謎遊戲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在本港鬧市施工興建天橋，考驗
了不少建造團隊的功力，需要考
慮的因素包括工程是否阻礙交
通、行人，以及工程安全性等。
不過，日前有發展商突破困局，
在本港首次使用轉體式橋樑裝嵌
法興建天橋，過往動輒數以年計
的施工期，被壓縮至短短8晚便
成功裝嵌兩條天橋。雖然兩橋總
造價高達兩億元，但安全性提
升，並大大減低對交通及居民的
影響，成為本港行業內首用新方
法的成功典範，亦獲不少國外公
司問津買下工程技術。
新鴻基地產在元朗站上蓋興建

6幢住宅，分為北、南兩部分，
為了方便元朗居民日後可直接由
西鐵站往返元朗地區，發展商決
定建設一條全長46米的行人天橋
及52米的行車天橋，橫跨南北之
間的輕鐵路軌上方，連接元朗站
和南地塊基座。
新地項目經理丘俊生表示，兩
條天橋橫跨地面的輕鐵路軌和行
車路，而施工地點處於元朗站、
屯馬綫西行路軌側，以及新元朗
中心基座旁，施工空間非常有
限，其間交通的正常運行、施工
安全性，及避免影響附近居民的
日常生活都需要顧及。
負責該項目的新輝建築副總經

理何冠豪表示，公司討論過傳統
吊橋方法等方案後，為了安全性
及減少對附近居民的影響，決定
運用轉體式橋樑裝嵌施工方法，
使用轉動天台系統將工地內建好
的橋身在夜間旋轉180度，吊運
下降至預先安裝到位的永久支座
上完成工程。

工期慳時近六成
該行人天橋在8月已順利轉動

裝嵌，工程難度更大的行車天橋
亦於上周裝嵌成功。兩條天橋各
用4晚、合共8晚完成轉動裝嵌，
與傳統吊裝方法相比，新施工方

法整個工期節省近六成時間。何
冠豪表示，新施工方法整體花費
估算比傳統方法昂貴 2.5 倍以
上，兩條天橋總造價超過兩億
元。雖然造價比傳統方法昂貴，
但因好處多及對市民有益，發展
商仍願意投資建設。
兩條天橋落成將為車輛、行人

提供便利，天橋將於2023年，等
待住宅落成後投入使用，其中行
車橋24小時開放，主要供住宅居
民及消防車出入使用，不對外開
放，而行人天橋將開放予所有市
民使用，開放時間視乎地鐵站及
商場營業時間而定。

首用轉體式裝嵌 僅8晚建兩橋

●有發展商早前於元朗站一帶，首次利用轉體式橋樑裝嵌法興建兩條天
橋，僅需8晚完成裝嵌。圖左起：何冠豪、丘俊生。

非遺中心的
選址—三棟屋
其 實 大 有 來
頭。三棟屋原
為荃灣陳氏民
宅，建於1786

年，是香港極具歷史和文物價值
的客家圍屋，於1981年列為法定
古蹟，其後活化成為博物館，並

於2016年成為非遺中心。是次展
覽的「三棟屋與傳統鄉村文化」
系列是利用三棟屋中軸線範圍的
四所主要房舍，展示整間屋的歷
史脈絡和建築特色。非遺辦事處
館長伍志和昨日笑言，三棟屋是
他個人在今次展覽中最鍾意的展
品。
伍志和指出，三棟屋是典型的

客家圍屋，布局左右對稱，中軸
線上有陳氏家祠，圍屋中央有四
間獨立房舍，兩側有橫屋，後方
有排屋，將整座建築圍攏起來。
那麼三棟屋的「棟」又是指什麼
呢？他說：「一般人可能聯想到
棟樑，認為棟是指房樑，其實在
客家建築中棟是指屋頂，三棟屋
就是有三個屋頂。」

除了建築格局講究，三棟屋還
蘊藏風水文化，「中間祠堂在落
雨的時候會出現一個很有名的景
觀，叫做『四水歸堂』，傳統民
居很重視集水和去水，因為水代
表財，要一起匯流向家裏。」他
說。
展覽還會介紹客家圍屋的建造

方法、房屋修繕、建築理念等內
容。
伍志和表示，鮮有現代人知道

如何砌牆，觀看古建築文化會感
到有趣，三棟屋的牆壁除了使用
磚塊以外，還有稻草、泥灰等多
種材料，建成的房屋冬暖夏涼。
觀眾還可以透過三棟屋了解香港
傳統鄉村的禮儀和飲食文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原為荃灣民宅 古蹟活化博物館
�	

●伍志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康文署及非遺辦事處昨日就是次展
覽舉行傳媒導賞。展覽設有「香

港節慶與民間工藝」、「日常．非常」
和「三棟屋與傳統鄉村文化」三大主
題，約30位非遺傳承人參與展覽製
作，展示多項本地傳統文化和技藝，包
括花牌、獅頭、木雕刻、香港中式長
衫、廣彩、潮州糖塔、麻將牌、白鐵器
具、點心及蒸籠等製作技藝，以及手托
木偶粵劇、八音、舞麒麟等傳統節慶表
演。展廳特別以非遺項目相關的聲音作
背景，例如慶典中的喧鬧聲、製作長衫
時的衣車聲等，使參觀者恍如身臨其
境。
展品製作者之一、獅頭紮作師傅許嘉
雄13歲就到紙紮舖做學徒，至今已學
習紮作廿多年。為了今次展覽，他與父
親及幾名徒弟共花費數月時間，製作25
個漸變的獅頭，演繹5種獅頭從開始製
作到最終完成的不同階段狀態。
他說，這次製作的獅頭較平時尺寸
小，而且每個形態要完全一樣，難度很
高，「人手始終不是機器」，希望市民
透過作品能更了解紮作藝術。
另一製作者、人稱「蘭姐」的花牌紮
作師傅李翠蘭說，造花牌需要較大場

地，又要看天氣，晴天才能作業，而且
工作辛苦，利潤又不高，擔心後繼無
人，希望多作推廣，吸引新血延續這門
手藝。今次蘭姐與徒弟黎俊霖為展覽製
作了「日常非常」、「循聲覓道」等主
題花牌，字樣全由她親自手書。
在觀賞展品的同時，市民還可與手

作藝人互動。梁潔玲介紹，非遺辦事
處下月將舉辦「再覓非遺」尋樂日，
屆時市民可近距離觀摩學習各項技藝
（見表）。

將推「大本營」邀學生參觀
未來兩年，辦事處將推出「非遺大本
營」系列活動，邀請全港幼稚園及中小
學生到非遺中心參觀。此外，辦事處亦
積極尋找機會與商場合作，舉辦主題展
覽，讓非遺民間藝術主動融入現代生
活。
梁潔玲說，因應疫情，博物館目前只

允許85%的參觀上限人數進場，即同一
時間不超過150人。為讓市民獲得更好
觀賞體驗，大部分展品都是原樣展出，
未用玻璃罩隔離，她相信市民不會蓄意
破壞展品，「但如不小心損壞，因手藝
並未失傳，也可請師傅復原。」

●許嘉雄表示，為了今次展覽，他與父親及數名徒弟花了數月時間製作25個漸變的獅
頭，演繹5種獅頭從開始製作到最終完成的不同階段狀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花牌紮作師傅「蘭姐」希望社會日後多作推廣，以吸引更多新血延續花牌紮作手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 非 遺
中心亦設有
介紹點心製
作（上圖）及
雨 傘 製 作
（下圖）的展
館。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介紹丁燈紮作技藝的展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