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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竹」為香港帶來的整體風力就比「天鴿」大
得多。 影片截圖

促成廣華成立 何啟功不可沒

孫皓設宴下酒令 大臣偷雞以茶代

鬆讀中史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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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延敬老師（香港歷史及文化教育協會主席，現職為中學中國歷史科科主任，曾協助出版社編寫不同的中史科教材。）

何啟是十九世紀中葉的香港華人精英，
學貫中西，自小接受西式教育，父親何福
堂早年在馬六甲英華書院學習，精通中文
及英文，亦為倫敦傳道會的傳教士，對何
啟的成長甚有影響，大家對何啟的認識多
不多呢 ? 筆者今次介紹一下他的生平與成
長，看看從他身上可以看到哪些中西文化
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

留學英國十年 精通法律醫學
一直以來，傳統士人皆以學習儒家經典

為主，多不習外語，以科舉入仕為理想，
但何啟作為中國的知識分子，以學習西學
為主，英語十分流利，故在學識淵源方面
有所不同。十九世紀的香港華人精英多是
富裕的商人官紳，大多接受過高等教育及
懂英文，並與政府關係良好，以及擔任公
職或獲得紳士等名銜。以何啟為例，他來

自基督教家庭，父親是牧師，自己也是教
徒，深受基督教及西方思想影響，11歲入
讀香港中央書院，認識志同道合的胡禮
垣，13歲遠赴英國入讀巴爾美學校，後考
入鴨巴甸大學，攻讀醫科，其後又在倫敦
林肯法學院攻讀法律，在英國留學的十
年，已取得西醫和律師這兩個專業資格。

學成回港的何啟，很快便被委任為太平
紳士，1886年至1896年又被任命為潔淨局
委員，1890年至1914年出任香港立法局非
官守議員，騎士勳章和爵士名銜也先後獲
頒授，可見何啟在香港的發跡原委，與自
身所具有的法律專業知識是最主要的因素
之一。何啟擔任非官守議員長達二十四
年，打破一般為四年任期的規定，反映他
具有他人不及的良好品德，熱心公益，有
參政意識及非凡的工作才能，以及可觀的
工作政績，獲得歷屆港督的信任與支持。

擔當溝通橋樑 保存華人習慣
何啟從英國回港後，致力從不同的公職

協助調解糾紛，維持香港社會秩序，並以

議員身份擔當港英政府與華人群體溝通的
橋樑，貢獻社會。在早年疫症爆發之初，
港英政府認為華人居住環境惡劣，致疫症
流行，故提出有關改善樓宇結構的草案，
何啟仗義執詞，向政府反映草案不符合華
人的生活習慣，指出貧困及地少人多等問
題，使華人難按規定改建房屋，促使修訂
草案。另外，1894年鼠疫爆發，病者多到
東華醫院求診，醫院難以應付眾多病人，
致不少病者死於醫院內，被港英政府質疑
醫院的中醫療效，要求採用西醫治療，引
起華人社會不滿，何啟反對硬性規定採用
西醫，並建議在油麻地興建醫院，促成廣
華醫院成立。

何啟為方便香港西醫書院的畢業生在港
行醫，致力在立法局就醫療註冊條例提出
意見，支持確立保良局的法定地位，推動
華人慈善團體的發展，亦動議保存宋王
臺，使政府在1899年頒布《保存宋王臺條
例》，禁止商人放炮採石。

除社會公益外，何啟亦熱心興學育才，
先後創辦香港西醫書院、聖士提反書院、

香港大學，又捐款創辦聖士提反女子中
學，採取西式教學，傳授西學，實踐他一
直提倡西學教育的主張。

何啟身處香港，但關心國事，除撰文宣
傳改革，又大力支持及參與孫中山的革命
運動，反映近代知識分子為救國圖強而積

極參與改革與革命的特質，以天下為己
任，對時代憂患富有承擔。他擁有豐富的
西學知識，利用所識所學為社會作貢獻，
面對香港醫療衞生落後情況，興辦雅麗氏
醫院及香港西醫醫院，為貧苦大眾提供醫
療服務，培育西醫人才，成就傑出。

作者︰黃永玉
簡介︰1924年出生於湘西鳳凰縣，土家族。現
為中央美術學院教授。黃氏在版畫、中國畫、雕
塑、文學、建築、郵票設計等多方面都有豐富作
品。繪畫既有濃厚西方畫元素，但又不失中國畫
氣韻著稱。他也是詩人，其詩的民間化、口語化
風格與質樸的詩風，十分別致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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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日吃菜羹 寒食去郊遊

古人十分重視「節」。古代的「節」，是指「節
氣」，並不等同現代的「節日」。我國傳統有「四
時」、「八節」的理念，「四時」是春、夏、秋、
冬四季，「八節」是指二十四氣節中的「立春、春
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等八
個節令。在不同的季節和氣節中，人們舉行不同的
儀式，進行各種活動。漸漸這些活動和儀式分別固
定在一年中的某一日上，形成了比較固定的傳統節
日。這種節日，古時稱為「歲時」。

一年伊始的正月初一，古時稱為元日、元旦或正
旦。因為處於一年的開端，四時的開始，一月的開
頭，所以又稱「三元」或「三正」。在古代社會，
元旦是一個大節日，上從皇室貴族，下至庶民百
姓，都要舉行一連串的活動禮儀。而元日也是這一
連串新年節慶的開始，通常有關的節慶活動會延續
到正月十五的元宵節才算完結。在這十五天的節
期，正月初七亦是個重要的日子。傳統稱之為「人
日」，據魏晉時人董勛《問禮俗》所云：

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豬，四日為
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太平御
覽》卷三十〈時序部．人日〉）

「人日」就是屬於人的日子，如果元旦代表的是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那麼人日就是代表人的生活
的更新。關於「人日」的風俗有很多。譬如，這一
天要用彩色的絹或紙剪出人形，貼在屏風上或戴在
鬢髮之上。這天還要吃菜羹。有學者推測，或因
「羹」與「更」同音，吃菜羹，就是要更新的意
思。另外，在兩漢魏晉南北朝及隋唐時期，人日還
有登山的習俗。

新年過後不久，便是「寒食」、「清明」和「上

巳」。「寒食」節在冬至後的第一百零五或一百零
六日，「清明」是春分後第十五日。「清明」只在
「寒食」後一兩天。「上巳」，本意是三月的第個
巳日，魏晉南北朝以後開始固定在三月三日，所以
也稱三月三。每年此時，都要禁火寒食。據《周禮
．司烜氏》所載，周代司烜氏為掌火之官，每年春
季第二個月，他巡行天下使國人遵循禁火之令。因
為在陰曆三月，火星將出現在昂宿之南，在此之前
禁火，就可以減弱火星的盛氣。

至兩漢以後，禁火習俗與介子推的傳說結合。介
子推是春秋時期的晉國人，曾和晉文公重耳一起流
亡。重耳返國後登王位後，介子推離開重耳到綿山
（今天山西省介休縣東南的介山）隱居。重耳請他
出山，遭到拒絕，便放火燒山，以迫使介子推就
範。但介子推不從，最後被燒死於山上。

寒食節三日不得舉火。在此期間，人們一般以乾
粥、醴酪作為食品。從唐代開始，人們也在這一天
上墳祭祖。寒食和清明最吸引人的地方是，此時仲
春伊始樹綠草青，冷暖適宜，是郊遊踏青的好日
子。唐代詩人元稹曾說「今年寒食好風流，此日一
家同出遊。」正是寒食、清明情景的真切寫照。

上巳日本來是水邊洗滌，祓除穢氣，消災求福。
但自魏晉以來，祓除災氣的意味慢慢淡了，而以踏
青宴，臨水作樂為主要內容。上巳日在魏晉時期更
形成了「曲水流觴」的習俗。人們在水流上游把酒
杯放在托盤上，讓盤子漂在水上，順流而下，人們
順着水走，酒杯漂到誰面前，誰就得一飲而盡。在
唐朝，春天是個歡樂的時節，從二月二日百花的生
日（各地日子稍有不同）開始，到寒食、清明、上
巳，都是遊玩盡興的美好時光。

◆◆羅永生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中國歷史教學及研究中心主任

中國人飲茶文化源遠流長，不經不覺這種飲品已
經成為我們中國人日常生活最廣泛又最講究的飲食
文化之一。它的影響力無遠弗屆，不單影響了中國
本土，也成為中國文化史、外交史、全球史的重要
題材。今日我們先談談茶的起源歷史。

茶的起源自何而來，尚未有十分確實的定論。一
說是神農氏的《神農本草經》記載他親嘗百草遇七
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後來陸羽的《茶經》亦引用
了此一說法。這種民間傳說固然不可盡信，但可見
先秦社會很早便有在沸水放入草葉煮茶飲用的一種
習慣。在收錄先秦訓詁的《爾雅》當中亦收錄有
「檟」一字，檟者即茶、茶樹之古稱，可見當時已
有以茶為飲、廣植茶樹的情況，例如當時的巴蜀地
帶盛產茶葉，當地諸侯和商人便多利用茶作為商品
用於外交和貿易。

漢代飲茶已普遍
到了漢代，飲茶逐漸形成風氣和文化，頗為講

究。時人王褒的〈僮約〉，當中便提到「武陽買
茶」、「烹茶盡具」等說法，茶已成為市場能買得
到的生活日常飲品之一，而且在家居添置茶具、烹
茶和以茶待客也成為士人宴客的日常活動。飲茶除
了解渴以外，亦有代酒、解酒之用。

在三國時期，吳國末代君主孫皓喜歡設宴玩樂，
規定群臣需進酒七升，否則加以懲罰。孫皓酒量
好，自然能把七升喝盡，但酒令既下，大臣多有不

勝酒力者，如何解決？於是大臣們便私下「以茶荈
當酒」，亦即我們今時今日的「以茶代酒」是也。
除此以外，飲茶更有醒酒、解宿醉之效。

展示儉樸博好名
茶在當時也被視為與飲酒（宴會）這種消費較為

昂貴的活動的一種鮮明對比。陸羽在《茶經》便提
到，「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當時與大手筆
的飲宴奢華之人對比，便是為官者招待賓客時展示
家中儉樸之風，以茶果招待客人，既得體大方，亦
能博得清廉之名。

祭祀方面，為了省卻繁瑣奢侈的儀式和昂貴的祭
品，在官方和民間，一些重要的祭祀，亦會用到茶
果，以代替牲祭。如《南齊書．武帝本紀》中記載
齊武帝蕭賾遺詔說：「我靈上慎勿以牲為祭，唯設
餅果茶飲、乾飯酒脯而已。天下貴賤，咸同此
制。」這種以茶果為祭祀代替品的傳統亦流傳至
今。

魏晉以後，戰亂頻仍，令不少士人選擇避世。他
們崇尚清靜無為，佛道宗教亦因而興盛。佛道皆主
張修行，玄佛思想講究靜修，需要一些儀式和活動
增進自身的修養，於是閉門弄茶這種活動便成為宗
教人士或清流名家的常態活動。飲茶亦逐漸形成風
氣。晉室南渡，南方盛產茶葉，亦成為上流社會階
層以及民間大量用茶的原因之一。

到了隋唐時期，種茶製果的僧侶工坊多不勝數，
形成足以影響國計民生的寺院經濟體。茶更成為了
中國對外的重要戰略商品，不單影響外交盛衰，更
成為中國對外傳播文化軟實力的重要媒介。下一回
我們繼續介紹唐代茶文化及其影響。

◆◆布安東（歷史系博士，興趣遊走於中西歷史文化及古典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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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風季，每當有熱帶氣旋出現，不少人都會
問，是否「打得成」？熱帶氣旋警告當然不是「一
是發，一是不發」般簡單，是否發，何時發，發
一、三、八、九、十哪個信號，要視乎很多因素。

一般而言，熱帶氣旋風力越強，越接近香港，理
論上我們受的影響就越大。不過，這並非鐵板一
塊，就以曾令天文台發出十號颶風信號的「天鴿」
和「山竹」為例，「天鴿」比「山竹」更接近香
港，掠過香港時的中心附近風力亦較強，但「山
竹」為香港帶來的整體風力就比「天鴿」大得多，
因為「山竹」的環流較「天鴿」廣闊，香港亦直接
受到離「山竹」風眼稍遠，但風力最大的螺旋雨帶
影響，至於一個熱帶氣旋距離香港遠或近，跟發出
什麼信號未必有直接關係。

比較一下2013年強颱風「羅莎」與2014年颱風
「海鷗」，「羅莎」雖然比「海鷗」更接近香港，
但天文台只發出一號戒備信號，「海鷗」則為香港
帶來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這是由於「海鷗」的環
流較廣闊，烈風影響的範圍大，「羅莎」環流則緊

密和細小。
當熱帶氣旋開始遠離，威脅通常會逐漸減少，但

相關的惡劣天氣可能仍會影響我們，例如2016年10
月影響香港的「莎莉嘉」，天文台在10月18日晚上
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但「莎莉嘉」的外圍偏南
氣流與東北季候風的輻合，令本港在18日和19日持
續有大雨，天文台更在19日下午發出黑色暴雨警
告，是暴雨警告系統自1992年推行以來，第一次在
10月出現的「黑雨」。

所以下次打風，即使風暴已經遠離香港，都要繼
續留意天文台的天氣預測，一旦出現惡劣天氣，亦
可以有所準備。

熱帶氣旋越近 威脅不一定大
象萬千

隔星期五見報

氣

◆◆ 香港天文台（本欄以天文台的網上氣象節目
《氣象冷知識》向讀者簡介有趣的天氣現象。詳
請可瀏覽天文台YouTube專頁：https://www.
youtube.com/user/hkweather。）

◆ 1900年，東華新院暨保良局開幕，何啟與其他官紳合照。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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