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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相連「三棟屋」四人合力「四必堂」

朱元璋清除功臣 為乖孫繼位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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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棟屋村十四世祖陳任盛 (1725-1781) 跟隨伯父來港
初期，於輋下老屋場山邊務農為生。陳任盛去世後，
其長子十五世祖陳健常（1761-1840）承繼家業，家聲
大振，並買得風水寶地，建立三棟屋村。（即今天的
三棟屋博物館）
該地在堪輿學上稱為「海棠春睡」（Sleeping Beau-
ty），美人的頭部就在今天的老圍，建村處在美人的大
腿上，而三棟屋坐向256o靠西的位置，面迎汲水門、
背靠名為獅地的小山、左為青衣群山、右為上下花
山。門前水道，每當春、秋日落之際，千道金光反照
屋內。這解釋了為何荃灣眾多客家村落中，只有三棟
屋及楊屋村是面向西方的，而其他村落均是向南的原
因，因為根據《易經》，「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
而治」，「坐北向南」是傳統的好風水方向。
購入村地後，陳健常帶領全族村民於農耕之餘，全
力投入，經年才將該處削平成高地建屋。陳氏族人以
石灰、黏土、禾稈草等材料建成牆壁厚16吋的房屋。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村落建成，陳氏宗族擇
吉搬入。

三棟屋為客家堂橫屋與斗廊屋混合建築，其建築空
間體現了一種尊卑、長幼有序的倫理關係，當中以陳
氏宗祠為主軸，設前、中、後三個廳堂，族譜分別稱
之為「前殿」、「中殿」、「後殿（神殿）」，三殿
之間共設有兩個天井。各殿兩側均設有斗廊屋，供陳
健常四兄弟及其後人居住。宗祠與斗廊屋建築相連，
形成三進兩天井的格局。
由於堂屋群最初建成時，是三進相連的，故名「三

棟屋」。而由於村落建築是集合健常兄弟四人之力才
建成，故宗祠名曰「四必堂」。
其後，隨着陳氏子孫繁衍，於是在原有的堂屋加建左
右兩排橫屋及在宗祠後加建第四進房屋。新加建的三十
多間房屋，仍維持原有對稱方矩的特色，全部面向中
軸，圍繞宗祠，與原有的建築有小巷相隔。而加建的房
舍於十九世紀末期完成，自此，這42間房舍，形成一
個162呎多×125呎多，面積約二千平方米，三堂兩橫
式的堂屋群，而堂屋群內設五小巷（三橫二直），這
與荃灣一般村落的前後橫排式布局不同。由於堂屋群內
已缺乏空間，即使子孫繼續繁衍，陳氏族人亦沒有再在
堂屋群內加建，而改建在堂屋群外的村落範圍。
陳氏宗祠門上有一石楣，刻着「陳氏家祠」四字，

屋頂為傳統的金字瓦頂，整個結構主要以木樑架和山
牆支撐。而宗祠及後來加建的房舍，牆身均鋪有花崗

岩（麻石），這是家境富裕者特有的，顯示陳氏在當
時已擺脫了到港初期的貧困境況。
另外，三棟屋的各房舍均緊緊相連，大多共用牆

壁，主要原因有三：在不安穩的時勢（海盜為患）提
供互相保護、善用珍貴的土地資源及配合風水上的考

慮。而三棟屋的房舍亦與當時其他村落的房舍一樣，
外牆並沒有窗。此外，三棟屋宗祠入口對聯上方設有
兩個瞭望洞，用以防範山賊或海盜。
今天我們參觀三棟屋博物館，是否仍能體會到建村

者的用心良苦呢？

◆◆ 邱逸（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香港歷史博物館歷史教育計劃顧問、香港電台歷史節目主持人、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羅振玉兩救珍寶 麻袋內藏清檔案

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年僅三歲的愛新覺
羅．溥儀即帝位，其父醇親王載灃任監國攝政王。
載灃要查閱清初多爾兗攝政典禮的舊檔，內閣官員
檢之不得，便藉口宮中大庫積存的明清檔案無用者
太多，竟奏請焚毀，並得批准。當時張之洞以大學
士軍機大臣管學部事務，奏請將大庫檔案交學部處
理，後派學部參事羅振玉到大庫察看。
羅氏到大庫後，「見庭中堆積紅本兩束，高若丘

阜，皆依年月順序，結束整齊。」他隨手抽出兩
束，見其中一束為乾隆時漕運總督管干珍督漕時的
奏摺，另一束為乾隆時軍機大臣阿文成征金川時的
奏摺，兩者日月銜接，具有次第，「詢何以積庭
中，始知即奏請焚毀物也，私意此皆重要史稿，不
應毀棄。」於是懇請張之洞上奏罷焚，結果這批本
應要焚毀的明清檔案得以移存位於國子監的學部圖
書館內。
辛亥革命後，北洋政府教育部接管了清學部所存

的明清檔案。1913年，北洋政府在國子監舊址，設
立了歷史博物館籌備處。1916年，籌備處遷往故宮
午門，於是將原存國子監的明清檔案一併遷到午門
和端門門洞中，入袋存放。1921年，北洋軍閥混
戰，北洋政府財政困難，各部門往往不能按時發
薪，於是教育部竟將存放在端門門洞中約八千麻
袋，重約十五萬斤的明清檔案，以四千元之數賣給
北京西單同懋增紙店，作為再造紙原料。同懋增紙
店買得檔案後，分送定興、唐山兩地紙坊。
1922年2月，羅振玉因事至北京，於琉璃廠購得

明末洪承疇拜見皇太極的揭貼，認定是內閣大庫之
物，遂多方打聽，得知教育部歷史博物館出賣大庫
檔案之事，羅當即往同懋增紙店。此時，大庫檔案
已經運出半數，羅振玉以12,000元，即三倍的於原
價將原物購回，把已運往定興的運回北京。而把運
往唐山的則運回羅氏的居處天津，羅振玉更特闢庫
書樓藏之。羅氏先後兩次挽救大庫檔案，實在功不
可沒。這次明清檔案失而復得的經過，史稱為「八
千麻袋事件」。
羅振玉購得這批檔案後，做了一些初步整理工
作，編印了《史料叢刊初編》十冊。卻只是檢理不
到「千百之一二」，深感「此事竟非一二人之力所
能及」，加以時局動盪，最後中止了整理工作。
1924年，羅振玉除了自留部分外，其餘全數以

16,000元的價錢賣給寓居於天津的清朝遺老、當代
著名收藏家李盛鐸。李氏所藏宋元以來珍本書籍及
敦煌卷子極富。不過如此巨量的檔案，很難處置。
因此，李氏只檢視了其中一兩袋，其餘再沒有翻
動。這時適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廣州成
立，經與李氏接洽，以18,000元購回。自此，大庫
檔案輾轉播遷，數易其主，最終為歷史語言研究所
購得。其時整批檔案重約十二餘萬斤，較原來的損
失約二萬多斤。
1929年5月，史語所由廣州遷回北京，立即將其
所收購的明清檔案集中在歷史博物館午門西翼樓
上。整理工作從1929年9月開始，到1932年底基
本結束。新中國成立後，明清檔案的整理工作歸第
一歷史檔案館籌辦。至今絕大部分檔案已經上架，
並有簡明的目錄可查，以供研究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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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看到旁邊的專欄在寫朱元璋，看得手癢，也
來寫一下。不過不是說他的樣子有多奇怪，而是說
他那屠殺大臣的喜好。
朱元璋白手興家，從小和尚變成大皇帝，身邊自
然有不少功臣替他打天下，但這些功臣大部分都沒
什麼好下場，隨便數一數，李善長被指縱容謀反，
賜死；胡惟庸被疑叛亂，處死；宋濂受胡惟庸案牽
連，謫死蜀地；藍玉被指謀反，凌遲；傅友德被指
不敬，自殺；馮勝被指私埋兵器，自殺。
簡簡單單已數出那麼多功臣死於非命，這在歷朝
歷代都不常見。如果只是一個兩個的話，那還容易
解釋，但殺死那麼多功臣，到底朱元璋在想什麼
呢？這問題困擾了歷史學家多年，直至現在也沒有
一個大家都認同的看法。不過，還是有一個看法比
較主流，那就是繼承問題。
朱元璋長子朱標，本來是公認的太子，地位穩

固，雖然跟朱元璋關係不見得非常親密，但溫文儒
雅，深得朱元璋和眾大臣信任。這本來一切都好好
的，但朱標卻在洪武二十五年病逝，繼承人位置出
缺，這就給朱元璋一個大難題。
大家都知道，朱元璋本就非常喜歡四子朱棣，也
就是日後的明成祖，但朱棣前面還有兩個哥哥，傳
給四子不傳給他們，於理不合，最後只得由嫡孫繼
承，也就是朱標的長子朱允炆，即日後的建文帝。

無奈的是，朱允炆還年輕，而朱元璋卻年紀漸
大，不得不考慮自己身後之事，所以朱元璋就開始
為權力交接作準備，思考有哪些人可以留給乖孫，
又有哪些人需要自己先行處置，免得乖孫被人欺
負。
經過評估之後，朱元璋決定對自己的功臣班底來
一場大整肅，文官如李善長，武將如藍玉，全部在
整肅之列，就是怕朱允炆沒辦法駕馭這一班人，所
以殺的殺，貶的貶。
熟悉明朝歷史的讀者，就會留意到不是所有功臣

派系都在整肅之列，朱元璋故意手下留情了一點，
幫助朱允炆施政，例如靖難之役中統率明朝軍隊主
力的耿炳文，以及徐達長子徐輝祖等。
在朱元璋看來，朱允炆登位後，最大的問題會來
自功臣集團，而自己先替他清除不安因素，再加上
朱家子孫，也就是朱允炆的叔伯們鎮守邊疆，再留
些好控制的大臣給朱允炆，這朱家江山就穩了。
當然，人算不如天算，我們都知道，最後把朱允

炆迫得走頭無路的，並不是朱元璋最擔心的功臣集
團，而是他非常喜歡的四子朱棣，而他留下的大將
耿炳文和徐輝祖，的確都盡力去幫朱允炆守住江
山，可惜朱允炆有眼無珠，竟然跑去任用李景隆，
這才把皇位送了給叔父。
這個就是歷史學界現時較為多人認同的原因。當

然，我們沒辦法確定朱元璋當時到底是怎樣想，也
許他真的只是失心瘋，看誰不順眼就把誰殺掉，但
從歷史記載中分析，這個為孫兒清除障礙的論點，
算是最合理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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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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 振 玉
搶救了大批明
清檔案，大部
分為奏摺。圖
為光緒年間的
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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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暴雨可在全年任何時候於本港出現，但主要
都在夏季發生，香港全年雨量接近八成在五月至九
月間錄得。
有幾個符號在雨季經常出現，分別是雷暴警告，

提醒市民香港可能受到雷暴影響；黃色、紅色、黑
色暴雨警告，提醒市民暴雨正在或將會影響香港，
可能會造成嚴重混亂；山泥傾瀉警告，提醒大家大
雨可能引致山泥傾瀉。還有個符號，寫着一個
「北」字，大家知不知道這個符號是代表什麼呢？
其實這個符號是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當降雨
量超過天然或人造排水系統的負荷時，積聚地面的
雨水便不能及時排走，引致水浸。市區水浸通常都
比較短暫，但新界北部由於有較廣闊的集水區和地
勢平坦，雨水積聚和水退都較緩慢，因此水浸時間
可能比較長。
天文台於1998年設立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提
醒相關市民注意，大雨可能引致新界北部出現水
浸，要做好預防措施。報告適用的範圍包括元朗、
錦田、八鄉、新田、牛潭尾、上水、打鼓嶺、沙頭
角等地。
此外，這項特別報告對農民、魚塘負責人及其他

因水浸而引致損失的人士有預警作用，並提醒有關
政府部門及機構採取相應行動，例如準備搜索和救
援工作、開放臨時庇護所、部分學校可能需要停
課。
新界北部水浸報告會在有必要時發出，無論當時

是否已經發出其他惡劣天氣的警告，如熱帶氣旋警
告信號和暴雨警告信號，若果局部地區大雨在新界
北部以外出現，天文台就會發出局部地區大雨報告
提醒市民。
當大雨或雷暴發生時，如果大家想知多些新界北

部水浸特別報告、局部地區大雨報告或雷暴警告正
影響什麼區域，可以參考大雨及雷暴區域資訊網
頁。

新界北地勢平坦 雨水積聚難退走
象萬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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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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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可瀏覽天文台YouTube專頁：https://www.
youtube.com/user/hkweather。）

◆香港的暴雨主要在夏季發生。 影片截圖

作者︰趙澄襄
畫作︰歲月和聲圖
簡介︰在潮汕民間，夏日家中庭院總有一缸花繁葉茂的荷花，清芬蕩

漾，荷風清涼，令人賞心怡情，暑氣頓消，種荷是潮汕百姓的
精神寄託，美好生活的象徵。作品正是表達了上述的意境，描
繪的荷花亭亭玉立，器宇軒昂，大紅大綠的色彩和對稱構圖帶
來強烈的視覺感受，背景的紅色雕花門和各種綠色植物烘托了
氣氛，賦予了歲月如意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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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提供︰

◆由於堂屋群建成時三進相連，故命名為三棟屋。圖為三棟屋模型。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