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荷樓為歷史中全港唯一保留的第一型（H型）徙置大廈，
徙置大廈於1954年開始興建直至七十年代中期，延續了二十
多年。上世紀五十年代石硤尾大火催生了香港公營房屋政
策，為日後公屋發展奠定了基礎。半個多世紀以來，公共房
屋屢次獲國際獎項殊榮，成為香港人引以為傲的成就之一。
據當時居民的憶述，每個單位的面積是120平方呎，居住人數

須不少於五人。假如一家不足五人，就要與另一家人同住，極
不方便。除了沒有獨立的廚、廁外，也沒有自來水，一家需要
到街喉輪取。至於租金，其實十分便宜，每月月租為十元（當
時木屋也要四五十元月租）。煮食方面，居民都會利用自己門
口的公共走廊擺設煮食爐具，可以想像黃昏時分每家每戶在同
一走廊裏一起煮食，主婦的交談互相穿插，是多麼的熱鬧；飯
菜的香味互相交雜，是多麼的令人垂涎欲滴。
石硤尾邨是香港第一批政府公共屋邨，也擁有首批共29座六
至七層高的H型徙置大廈。上世紀七十年代，時任港督麥理浩
爵士宣布執行「十年建屋計劃」，政府決意全力建設公共房屋。
1973年，政府重組原有的公營房屋組織，成立香港房屋委

員會，統一管理所有徙置大廈和廉租屋大廈。石硤尾下邨
（即徙置屋邨）就在這時開始重建（其時石硤尾上邨為廉租
屋邨）。重建後，大廈重新編配座號，並於1977至1983年之
間陸續入伙。至1984年，上下邨再度合併為石硤尾邨。

繁榮路上的里程碑
2008年，美荷樓成為首批《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的建

築物之一，其中一個改建項目是「美荷樓生活館」——一間

公共房屋博物館，展示了當年社區歷史、公屋設置，乃至市
民生活的轉變。美荷樓生活館展現了當時的人生百態，從父
輩所經歷的艱辛歲月，到現在年輕人的安居樂業，令新一輩
的年輕人體會及認識那份不屈不撓的打拚精神。
美荷樓的活化，正好為「第一型徙置大廈」畫上完美的句

號，也為「香港第一條公共屋邨」樹立起「歷史的碑銘」，
在美荷樓的蛻變之路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美荷樓，見證了文化的傳承，見證了香港在繁榮路上的里

程碑，同時帶着無數人的血汗步向未來，關於生活的印記和
思考布滿生活館的每一個角落。
由歲月堆積出來的記憶，相信只有在保育及尊重生命歷史

的建築，才能承載着萬般回憶步向未來。文化和古老的人情
味看上去無形無色，卻決定了社會的價值。時代在變遷，唯
有留在美荷樓中的記憶猶在。

李小龍這個名字，相信在海內外華人及洋人心目中，是一代蜚聲國際
的東方武打巨星。1999年，美國《時代周刊》曾選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
百名人物中，他是入選三位華人其中的一位。2006年，他再被選為《時
代周刊》亞洲版60年傑出人物。縱觀李小龍璀璨短暫的人生，由讀書、
事業及家庭離不開兩處，一個是香港，另一個是美國。
不論在虛擬網絡還是實體書籍記載李小龍往事均是汗牛充棟，其中真
真假假，令人眼花繚亂。筆者撰寫二篇短文圍繞李小龍孩提時代的讀書
生涯，主要是小學和中學兩個階段，聚焦描述德信學校和九龍聖芳濟書
院兩間學校，藉以還原一個不為人所知的真實李小龍形象，以饗讀者。

家境殷實 家風謹飭
李小龍在香港就讀小學及中學，歷經五間學校，分別有三間小學和兩
間中學。三間小學分別是香港嘉諾撒聖瑪利書院、德信學校、喇沙書院

小學部；兩間中學包括喇沙書院及
九龍聖芳濟書院。筆者曾路過位於
佐敦柯士甸道的德信學校，李小龍
會設置有一銅牌說明李小龍入讀該
校的緣由。
結合該銅牌、馮應標《李小龍年
譜》及鄭杰《李小龍：不朽的傳
奇》等所述，李小龍父親李海泉於
1941年舉家回港發展，並住在尖沙
咀彌敦道218號二樓，即現時恒豐
中心。當時該地區是九龍有名的高
尚住宅區，華洋雜處，多是四五層
的洋樓。
德信學校與其相隔半個街口，往

返十分方便，相信這也是李海泉選擇該校的原因。事實上李小龍、胞兄
李忠琛、堂兄李發枝均是該校首批入讀的學生。該學校建於1930年，是
一所天主教男子小學，由加拿大修女興辦。香港因戰事淪陷後，加拿大
修女被驅逐出境，該校被迫停辦。戰後在九龍柯土甸道購置物業後重新
開學，1947年9月復課。當時李小龍的學名謂李源鑫，就讀二年級。
德信學校屬於九龍地區少數的英文私立學校，課程設漢文科，教授四
書五經，校譽漸隆。學生多家境富裕，由家中傭人照顧接送，李小龍也
不例外。李海泉是粵劇名伶和電影演員，妻子何愛榆是顯赫的歐亞混血
兒何東家族中何甘棠的私生女。年幼的李小龍憑藉父親的人脈資源，再
加上個人具有演戲的天賦，7歲便開展不凡的童星經歷，至15歲入讀九
龍聖芳濟書院時，已參演18部電影。
儘管銅牌沒法清晰顯示年幼的李小龍面部輪廓，筆者已很難窺見其廬
山真面目，從三人昔日穿着白恤衫短褲與現時小學生的衣飾並無異致，
校風可謂樸實。限於篇幅，為了便捷讀者飽覽銅牌描述文字，筆者化作

文抄公，擷錄如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辦學修女重返香港，在九龍柯土甸道

購置物業，重新開學，專收男生。李小龍是戰後第一批入讀德

信學校的學生之一，學名「李源鑫」。同時，入學還有胞兄李

忠琛、堂兄李發枝。

德信學校由加拿大修女辦學，為當時九龍地區少數英文私校

之一，課程設「漢文科」，兼授四書五經、古文詞章，聲望漸

隆。學校鄰近覺士道公園，木球會設址其中，後臨槍會山，為

九龍之高尚住宅區。學生多家境殷實輩，由家中傭人照顧接

送。學校重儀容端正，冬季校服仿日式水手服，夏季白恤衫短

褲。

李父海泉係粵戲名宿，自律甚嚴，家教謹飭。李小龍自幼頭

角崢嶸，聰明好動，十足頑童。幸得乃父管教，不致荒廢學

業。李小龍一九四八年初登銀幕，參演「富貴浮雲」，年方幼

稚、天資嶄露，機變智巧異於同齡，一度以「新李海泉」、

「小李海泉」為藝名，均得自其父餘蔭。直至一九五〇主演

「細路祥」改名「李龍」，翌年演出「人之初」，始擬定「李

小龍」三字。

大家有機會時，記得到德信學校門口前打卡——到此一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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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鈞杰（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現職為大專院校助理教授。
作品見佛門網，近作〈戰後香港佛教興辦教育(1945-1960年)〉刊
載《新亞論叢》第21期。）

賈誼斥「強秦無道」連寫三篇《過秦論》

享歷史FUN

活化美荷樓 樹立屋邨歷史碑銘
自由戲文

◆籲澄（資深中學中文、中國歷史科老師，香港歷史文化研究
會理事。教學經驗豐富，曾出版多本暢銷中文、中國歷史參
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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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為電台節目錄音時，老拍檔東尼君問我：「為
什麼秦始皇會被這個榜評做『好皇帝』？」這是一個好
問題，也是一個很經典的問題。考過「高級程度會考」
（A-Level）中國歷史的朋友應該都看過一條經典題目：
「有謂秦始皇功大於過。此說當否？」當年，我也答過
這一題。我還記得我洋洋灑灑地寫了五六張答題紙。
的確，秦始皇的功與過是難以說清。是其者，當許其
統一文字、度量衡，創建了不少惠及後世的制度；非其
者，當罪其不恤民力，仁義不施於眾。然而，如果我們
把話筒遞給賈誼，他一定會告訴你：「秦皇罪大惡極！
所以，我一連寫了上中下三篇《過秦論》！」
長沙太傅賈誼向來擅寫政論文，《陳政事疏》、《論
積貯疏》和《治安策》都是他的政論名作。而《過秦
論》更是其中「最是疏奇之筆」！（金聖嘆《才子古
文》語）
賈誼立論固然是要非秦之過，但是他卻刻意在篇首歷
數秦代之勝、之強、之無敵於戰國。他一句「有席捲天
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併吞八荒之心」，亟寫
了秦國之盛。「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所謂
「宇內」，就是全部空間，這與前文的「天下」是異曲
同工。然後，後面的「囊括四海」、「併吞八荒」，
「八荒」就是八方荒遠之地，這與「四海」也是異曲同
工。而事實上，「天下」、「宇內」、「八荒」與「四
海」都是意思相近之辭；無他，賈誼就是要把秦國之勢
亟寫出來。

可是，秦國雖強，但六國合縱也是不弱。那時候，
「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戰
國四公子」各有所長；文有「甯越」、「蘇秦」 ，武有
「吳起」、「孫臏」，文武兼備。正當六國以為憑「十
倍之地，百萬之眾」當可破秦之際，秦國卻不費吹灰之
力便擊退了六國聯軍。而自此以後，六國就土崩瓦解，
爭相「割地而賂秦」。

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
「賂秦」之弊，後世的蘇洵已經說過，我不贅述了。

秦國統一之勢，到了嬴政之世基本已經形成。所以他
「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一舉手就「吞二
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結束中國六百年的亂
世。
既然秦國如此強悍，為什麼還會輸給陳涉彼等「甕牖

繩樞之子」、「氓隸之人」、「遷徙之徒」呢？賈誼在
此又亟寫了陳涉條件之差，目的就是要造出一個缺口，
把前面積累的「強秦之勢」一下傾洩出來，造成一個急
切的易轉。
當讀者還迷惑在這倒置的感知時，賈誼就告訴大家，

這「一夫作難而七廟隳」現象的成因就是秦國「仁義不
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國無道，不施仁義，導致了
這攻守倒置現象的出現。
後來，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也稱許賈誼

「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

國學大師王
國維先生曾在
《人間詞話》
中 分 析 「 意
境」的層次。
他說到，「意
境」可分「有

我」和「無我」之境。「淚眼問花
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可
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
是「有我」之境；而「采菊東籬
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澹澹
起，白鳥悠悠下」是「無我」之
境。
王國維先生又說：「『有我』之
境，以我觀物，故物我皆着我之色
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
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古人為
詞，寫『有我』之境者為多，然未
始不能寫『無我』之境，此在豪傑
之士能自樹立耳。境非獨謂景物
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
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
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
王國維先生分析了「意境」的分

別，在乎「有我」和「無我」之不
同。接着他又說到「人生三境
界」，就是：「古今之成大事業、
大學問者，罔不經過三種之境界：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
盡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
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
悴。』此第二境界也。『眾裏尋他
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
火闌珊處。』此第三境界也。」
他更總結說：「此等語皆非大詞
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
恐為晏歐諸公所不許也。」即是能
寫出這些好意境的詩篇詞章，只會
是那些大詞人而已。而他引用的佳
句，就有晏殊、歐陽修，以及柳
永、辛棄疾的名篇佳作。

景深，情深，意境深
我們試選歐陽修的《蝶戀花．庭
院深深深幾許》來看看，全文是：
「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

簾幕無重數。玉勒雕鞍遊冶處，樓
高不見章台路。雨橫風狂三月暮，
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
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
作者一起筆，便提問到庭院有幾
深？已透出深邃幽怨之感覺。這庭
院，不是美景嗎？但究竟有多深、
為何這麼深？這已經讓人有一種深
沉的感覺，更何況有堆煙的楊柳和
無數重的簾幕，使人很有壓迫感，
自然有怨艾之情。
首句疊用三個「深」字，寫出裏
面的人有如遭封鎖，形同囚居。不

但暗示了女主人公的孤身獨處，而
且有心事深沉、怨恨莫訴之感。閨
閣中人之幽深封閉，是對大好青春
的禁錮，是對美好生命的戕害。常
有人讚嘆此句用疊字之工，婉曲幽
深，耐人尋味。
此詞既寫閨怨，她所念之人，正
「玉勒雕鞍遊冶處」，可以說是為
找榮華富貴，雕鞍寶馬地追尋他的
章台路，即光明的仕途。可惜閨怨
中的女子正獨處高樓，她的目光正
透過重重簾幕，堆堆柳煙，向丈夫
遊冶的遠處凝神遠望，盼見蹤影。
這種寫法叫做欲揚先抑，做盡鋪
排，如此更能予人以深刻的印象。
下片前兩句用狂風暴雨比喻封建
禮教的無情，以花被摧殘比喻自己
青春被毀。暮春三月，百花盛開，
這女子不覺得好嗎？遺憾的是她看
到的是「雨橫風狂」。無奈的她要
「門掩黃昏」，不去欣賞。
第三句「無計留春住」也是名

句。她不能留住美好的時光，更無
計留住君，是那麼無可奈何。春光
將逝，流年似水。結尾兩句「淚眼
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寫
女子的癡情與絕望，含蘊豐厚。
雖說「淚眼問花」，何嘗不是含
淚自問？「花不語」，人也無語。
花不是迴避答案，只因人與落花同
苦命，也是無語凝噎。就讓片片落
花飛落鞦韆架吧，花與人的命運是
一樣的無奈。
有人形容此詞「詞風深穩妙
雅」。所謂深者，就是含蓄蘊藉，
用以說明全詞特色之所在。不妨說
這首詞的景寫得深，情寫得深，意
境也寫得深。一代女詞人李清照曾
在她的《臨江仙》詞序中說：「歐
陽公作《蝶戀花》，有『深深深幾
許』之句，予酷愛之，用其語作
《庭院深深》數闋，其聲即舊《臨
江仙》也。」即是說李清照極愛此
詞，並仿作《庭院深深》數闋。李
清照距歐陽修之年不遠，所說當不
誤。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
「一切景語，皆情語也」。深深庭
院，就有着一顆被禁鎖着的心靈。
這女子的芳華，也如同飄零的落
花，隨風而去。她想留住春，她更
想留住他。道是風雨無情，人也無
情。他用「亂紅」，不是「落
紅」，也不說是「落花」。作者用
這一個「亂」字，加深了女子的無
奈、無助的感覺，可見作者修辭煉
字的功力。

詩文「意境」與人生三種境界

◆雨亭（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
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

◆葉德平博士，香港作家，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系高級講師，教授非物質文化遺產等科目，曾出版多本香港歷
史、文化專著。

探尋李小龍讀書生涯 演藝天資初嶄露

◆圖為2008年，改造前的美荷樓。 資料圖片

◆ 德信學校(位於佐敦柯士甸
道103號) 作者供圖

◆ 李小龍事蹟徑：德信學校。李小龍(左)、堂兄李發枝(中)及兄長李
忠琛(右)穿着德信學校夏季校服，拍攝時間約1947年至1951年間，
地點在鄰近學校，位於覺士道的覺士道公園。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