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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齊造像碑

汪裕祖稱，造像碑出於中國著名佛教文化聖
地龍慶寺，距今約1,500年前的北齊製造。石
碑中間是釋迦牟尼佛，旁邊兩個是阿難和迦葉
尊者，寓意帶來幸運。菩薩頭上是一群天神，
是佛教中的「飛天」，而石碑底座刻有兩條龍
坐鎮，栩栩如生。汪裕祖介紹說，中國最早期
沒有「燒衣」習慣，只好製石像拜祭，而造像
碑就成為達官貴人的祈福對象。

漢白玉馬頭

汪裕祖憶述，自己於上世紀七十年代跟爸
爸到法國酒莊試酒時，意外發現莊園負責人
珍藏一具馬頭。該栩栩如生的馬頭據報為唐
代造物，以漢白玉雕成，高約5米。汪父不
忍國寶流落異地，堅定地跟汪裕祖說：「你
知道這是什麼馬頭嗎？我們不要走，一定要
搞掂佢（帶回港）。」
汪父最後如願買到心頭好，但代價相當驚

人。汪裕祖透露，當時他們送對方一對中國
皇族的文物馬，再加100萬美金。「那是上
世紀七十年代的100萬美金，如今應該是天
文數字了。」

六祖慧能石雕

這尊據稱是中國古代的石雕，是汪裕祖父親一
次在日本一家寺院內發現，用盡辦法把它和刻有
「大唐第六代佛弟子經幢」的石雕運回港。「經
幢」是什麼？它是刻有佛名或佛經的石柱，多置
於塔內或佛像前，用以降伏群魔或宣導眾生。歲
月流逝，加上風雨侵蝕，以及唐武宗滅佛的破
壞，至今尚存的經幢越加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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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大棠有機生態園」內的禪文化公園，恍如走入戶
外的博物館。眼前盡是翠綠環抱，整個園區十分遼

闊，放眼盡是各式各樣造型的佛像、神獸、兵馬、石窟等石
雕，最吸引眼球是多尊雕刻得栩栩如生的佛像，但只要走近
一看，不難發現部分石雕因為放置在泥地上多時，泥土釋出
的泥酸已將石雕侵蝕，令本來鬼斧神工的雕功漸已褪色、模
糊，令人惋惜。
梁福元表示，該處擺放的石雕只是汪裕祖的部分收藏，還
有數千件正放置在貨倉，「我們只精挑百多件石雕放在戶外
園區的最深處，其中不少藏品的歷史相信遠至北魏、唐代、
南宋以至清初，本來想用來供市民參觀和參拜。」
篤信佛教的梁福元表示，想盡一己綿力給眾佛像石雕安身
之所。其擁有的大棠有機生態園雖屬私人土地，但要加建上
蓋等構建物都要經過重重關卡申請，「唔止今次，一年前曾
想在關公文化公園申請加個牌坊旨在推廣中國文化，可惜政
府最後都話唔支持。另一次想加建幾個展館安放藏品，申請
咗年幾都無消息，現在想申請為佛像加上蓋，相信都係會碰
壁。」

「10間鐵皮屋都未必放得晒」
日曬雨淋下，這批石雕的狀態正急速惡化。梁福元皺眉
道：「2022年8月曾有幾位考古專家特意前來『朝聖』，一
睇之下大驚。話咪睇石雕好似好堅硬，但經過千年歲月洗
禮，加上在園區內受盡風吹雨打，石雕已變得非常脆弱，必
須盡快移至室內，避免受到大自然的侵蝕。」
他一度打算馬上斥資逾百萬元在園區內興建一間鐵皮屋作
展館，擬將部分石雕暫時棲息室內，可惜因為藏品數量過
多，加上部分石雕造型宏偉，足足有兩個人之高，單憑一個
展館，無法完全安放，「10間鐵皮屋都未必放得晒。」

3000件石雕屬汪裕祖三代收藏
這批總數逾3,000件的石雕，是汪裕祖祖孫三代人的收

藏。他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娓娓道來藏品的由來：汪家是大地
主，祖父汪鈺庭專門收集蘇州和無錫的石景，到了父親汪達
深那代，家族除經營煤礦，還有搪瓷廠，家境優渥令汪父可
以放任地搜羅流落異地的珍寶，千金散盡都要買回港。
由於收藏多如博物館，其父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於大埔樟樹
灘租下村屋，並向政府租用四周約70,000呎的政府土地，擺
放逾3,000件石雕收藏，其後由汪裕祖接手管理，惟租約於
2016年12月屆滿，地政總署要求交還土地，文物頓時無容
身之所，差點被送往堆填區，幸獲梁福元伸出援手，來回逾
百轉才成功將3,000件藏品安放在大棠有機生態園。
梁福元表示，內地有文物局保護民間的文物，但香港並沒
有類似的政策或措施，希望特區政府能特事特辦批准興建上

蓋構建物保育石雕，「民間保育實在
力量有限，希望有心人同政府都伸出
援手。」

苦候搭棚遮雨

彈丸之地的

香港，竟有逾3,000

件聲稱遠至1,500年前的佛

像、神獸等石雕落戶在元朗大

棠。香港文匯報日前直擊，發現這些石

雕因長期遭受風吹雨打，部分已長出青苔，甚

至因酸雨侵蝕而出現裂紋。這些文物是「石雕大

王」汪裕祖父親和祖父的私人收藏，早年安放在大埔樟樹

灘大宅前一幅官地上，後因政府收地，石雕流離失所，其後獲十

八鄉區居民協會主席梁福元借出大棠有機生態園的空地和倉庫擺

放，惟入伙一年多，搭棚讓石雕有瓦遮頭的申請遲遲未有下

文，石雕飽歷風霜。有考古專家視察後認為，這批石雕

具高度歷史價值，須盡快移至室內，否則不日將

被侵蝕至面目全非。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禮願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梁福元借出生態園空地倉庫擺放 專家：須速移室內防侵蝕

汪裕祖的收藏最早可追溯至其祖父一代在周遊列
國時收購回港，當年進出口文物無須批文，賣方也
非拍賣行，故沒有「出世紙」，至今已無從查核這
批石雕有「幾多歲」。
在文物界，一般會透過「放射性碳定年法」，即

檢測文物內碳-14成分的衰變周期，以推算製作年份。由於石雕內部
不含大氣中的碳，無法以碳-14方法檢測年
份，只能依靠專家根據歷史文獻，以及對
藝術知識，例如透過石雕的材料、
大小、形態、雕刻風格等，推算石
雕朝代。在缺乏科學實證下，不同
專家的鑑證又往往迥異，難有絕
對的答案。

物主汪裕祖擬為部
分佛像石雕申請列入
文化遺產名單，而大
棠禪文化公園亦於日
前開放供遊人參觀。

香港公眾考古學會秘書長黃家豪2022
年8月曾到場視察，看見大批石雕在烈
日當空下暴曬，感到非常痛心，「真係
文物災難！」
黃家豪在鑑證後推算，部分石雕製於
北魏和北齊時代，彌足珍貴，但經風雨
侵蝕，有些已長出青苔及爆裂紋，情況
非常緊急。
黃家豪指出，石雕看似堅硬無比，其實
經不起風霜，尤其香港酸雨問題嚴重，加
上部分藏品只放在泥地上，釋放的泥酸對

石雕破壞性甚大，「部分佛像已生晒青
苔，唔好睇小青苔，腐蝕性好強，如果任
由佢侵蝕落去，好快會面目全非。」

倡速清洗石雕 加簷篷遮擋
他認為當務之急是盡快清洗這批石

雕，除去附在石上的有害物質，並加上
簷篷作遮擋，預計有關修復費用不菲，
建議特區政府協助保育，「這批是私人
藏品，政府可能覺得應該交由物主自行
保育，但石雕數量之多，單憑個人或民
間考古發燒友之力是難以保育，必須有
政府的支援。」
黃家豪坦言，特區政府對民間文物保

育支援不足，建議政府設立文化保育基
金撥款予民間團體協助修復和保育。

為讓這批石雕「有瓦遮頭」，梁福元擬在大棠有機生態園內部分私
人土地加建上蓋建築物。雖然該處是私人地，卻不代表能隨意加建，
而是需要向地政總署申請。
本身是律師的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江玉歡表示，能否在私人地上搭

建構築物，要視乎官批地契內有關建築或發展的限制，「在香港法例
下，但凡起加蓋的東西，會牽涉是否屬於一種發展或建築物，若官批地
契內有限制時，便需向政府申請額外同意。此外，加有蓋的建築物不論
是否只是用來為石雕遮蔭，都需符合建築物條例並獲有關部門同意。」
對園區部分地段或涉及郊野公園範圍，江玉歡認為，若保育的石雕群

對保留中國歷史文化有重大意義，政府可酌情考慮給予一些短期租約。

地政總署：正諮詢部門處理申請
就大棠有機生態園的營辦商擬在其私人地段上搭建構築物以作康體

文娛用途，地政總署發言人回覆表示，元朗地政處早前收到地段業權
人提交相應的短期豁免書申請，正諮詢相關部門及處理該申請。

◆ 部分珍貴藏品因不能受日曬雨淋，
只好暫時放於5,000多呎的貨倉內。

◆ 部分石雕只放在泥地上，泥土釋出
的酸性已將其侵蝕。

昔文物進出口無須批文 難查「歲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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睹烈日暴曬 專家嘆文物災難

議員：政府可酌情予短期租約

◆ Tina以專用墨水一點一點印在石雕上，
把已遭侵蝕的刻字再次重現。 ◆石雕狀態急速惡化。

◆佛像遭風吹雨打。

◆大唐經幢有緣來到元朗大棠，梁福元(左)驚嘆是難得的緣分。右為汪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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