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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傳千秋 煞是好看
我國最早運用

綠松石作為飾物是
賈湖文化，賈湖文
化是以河北省舞陽
縣賈湖村遺址為代
表的新石器時代早
期的重要文化類
型，以釀酒、動物
馴化家養及栽培粳

稻為特點，是裴李崗文化的源頭，亦
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綠松石的地區。距
今五千多年的河南鄭州仰韶文化遺
址，出土文物中亦見綠松石飾物。綠
松石有着宛如藍天的色澤，用於鑲
嵌，特具美感，成為當時國玉的代
表。

距今四千年前後的新石器時代末
期，綠松石片鑲嵌在銅器作為腕飾成
為士族領袖的飾物，看作身份和權力
的象徵。鑲嵌在銅器上最著名的是一
九八四年在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
的嵌着綠松石銅牌飾，這件牌飾以青
銅為框架，上有數百片綠松石併合鑲
嵌出獸面紋，出土文物的年代判斷為
公元前二千年左右，是屬於我國歷史
上的夏朝。近年四川廣漢三星堆出土
的文物當中，亦見一塊綠松石銅牌，
形態與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相近，
可惜銅牌銹重，鑲嵌的綠松石大批鬆
動脫落，未能作出工藝比較。

河南省安陽殷墟亦見出土其中一
骨片有綠松石鑲嵌文字，這種表現形
式是為首例。武漢市黃陂區灄口鎮盤
龍城是商代城市遺址，有夯土宗廟、
大型宮殿建築基址及大規模的手工作
坊，工作坊除製陶外，亦具青銅鑄造
業，出土大量青銅器，最令人矚目的
是出土了綠松石鑲金飾件及玉柄形器
鑲嵌綠松石，是我國最早的金鑲玉及
玉石上嵌鑲松石的藝術品。

古籍《禹貢》、《山海經》、
《爾雅》等有記載 「璆琳琅玕」 ，據
古人考證 「琳」 和 「琅」 屬綠松石
類，宋元明年代有稱為 「碧甸子」 ；
百年前地質學者章鴻釗在其著作《石
雅》指其 「形似松球，色近松綠」 而
稱為綠松石；由於外國稱綠松石為
Turquoise，不少人誤解是來自阿爾泰
山地區的遊牧地區，稱為突厥玉或土
耳其石，其實土耳其不出產綠松石，
只是經該地運往歐洲而得名。世界上

綠松玉最大的儲量是在中國，近年礦
產調查我國佔世界的七成，遍布於陝
西、湖北、河南、安徽、青海、雲
南、新疆、甘肅、江蘇及內蒙古等
地，目前的湖北、安徽、陝西仍進行
開採；綠松石多長於石鏠之間，薄而
小的特性特別適於鑲嵌。

殷商時代，器物鑲嵌更為發展，
不再局限於綠松美石，出土墓葬器皿
中有壓印紋飾的金質薄片，是黏貼於
青銅器表的裝飾；而到了春秋戰國時
代，更出現一種特色工藝，在器表鏨
刻圖案或文字凹線，以為毫髮的金銀
線嵌入，改變呆板和拘束的藝術紋
飾，突破傳統的圖形對稱形式；內容
有故事題材片斷描寫，豐富活潑。這
種金銀鑲嵌銅器，亦稱為金銀錯銅器
（金銀錯是將金銀鑲嵌在銅器後，再
用錯石在器表磨錯光平的工藝）。

鑲嵌金銀的裝飾藝術手法，在中
東、印度、埃及和敘利亞早年亦有發
現；在埃及和敘利亞多藉敲擊金屬的
技法製作器物的胎體，在表面雕刻花
紋溝槽，嵌飾金銀，稱大馬士革鑲
嵌，印度則以翻砂法（模型澆灌金屬
熔液）鑄製銅、鋅與鉛合金的胎體，
再刻槽嵌金銀紋飾，與我國以塊範法
鑄製胎體的獨特方式不同。

有說法稱我國古時自商周時，中
原與西北邊疆民族常有來往，春秋戰
國時期接觸更為頻繁，鑲嵌技術是經
遊牧民族或商旅為媒介，從中東或印

度傳入，看來這是一種推想。鑲嵌綠
松石或金銀在青銅器上作為裝飾的藝
術技巧，在中原文明的歷史長河是具
有承傳的事實，異地傳入迄今未見實
證，西來說站不住腳，但互相影響及
融合相信是有的。

春秋戰國以來鑲嵌金銀的與當時
主流的藝術圖案有一定的關係，由幾
何形的菱形到獸面、鳳鳥、蟠螭，再
發展到人物、生活場景及雲氣等，年
代風尚明顯；鑲嵌金銀的器物，由殿
堂禮儀用器發展至生活用具，由於鑲
嵌於鼎、奩、尊、瓶、壺、鍾等傳移
至席鎮、帶鈎、車飾、馬具、轅飾、
爐具、杖首、酒杯、燈台、案座承
盤、衣箱等，顯現耀目光彩；自漢唐
以來，各朝代發展出不同運用金銀特
性的裝飾藝術，自開發了絲綢之路與
近東地區暢通，互相吸納圖案風格及
製作技巧，出現不少另類手法及各種
器物胎料，包括鎏金、焊接的金銀粟
粒紋、敲花、壓花、金銀線細工、金
銀平脫、金銀胎內填琺瑯等新裝飾藝
術，具奇特的藝術效果，加上鑲嵌綠
松石等加強裝飾效果，精美華麗，成
為新石器時代迄今作為裝飾用未間斷
的藝術技巧。

鑲嵌藝術及其相關文物，都是中
華民族生活的軌跡和智慧結晶，經歷
代調融形成堅韌不拔的文化，垂足萬
年而彌新，器傳千秋，能承傳下來，
我倒認為其原因就是 「煞是好看」 。

三年疫情後
的第一個國慶如
期而至，諸多節
慶活動在各大社
交媒體爭相宣
傳、精彩紛呈，
主題夜市、煙花
匯演、各大海傍

的節日藝術裝置、傳統民俗活動都
是市民爭相參與、打卡的熱點。長
假也帶動旅遊的熱潮，除了出國
遊，北上內地遊玩消費也成為很多
人的選擇，深圳和珠海便是其中的
兩大熱門目的地。反之，香港也是
許多內地遊客 「十一」 長假的熱門
目的地之一。

借着接來港旅行歡度 「十一」
的朋友的 「東風」 ，第一次去到港
珠澳口岸。乘車飛馳於青馬大橋，
兩側的懸索纖細輕盈不失壯觀，看
向兩岸，盡是無垠的海和遠山；青
衣港的貨櫃碼頭燈火通明，一個個
「小若積木塊」 的碩大集裝箱有序
堆疊，展現出一派現代工業氣息。
目之所見，是一個城市尺度被拉大
到不同於傳統印象中處處小街小巷

的香港。
不一會兒，港珠澳大橋香港口

岸很快出現在眼前。模塊化的拱形
屋面不禁使我聯想到香港國際機場
的屋面設計，相似的建築語匯，不
同的建築材料，呈現出很不同的建
築性格。機場銀白色金屬質感和玻
璃相組合的三角形模塊的天花及天
窗設計，硬朗利落，簡潔不失細
節；港珠澳旅檢大樓則是深灰色的
結構構件搭配木質暖色調天花，溫
暖敦厚，給人親近之感。

一樓是出境大堂，波浪型天幕
將整個建築空間溫柔的包裹，十六
點五乘二十一米的寬闊柱距，滿足
大量客流通行和空間靈活使用的需
求。一系列巨大的樹形結構支撐起
大屋面，柱體由頂部到底部，逐漸
放大至四米多直徑。地面層休憩座
椅的設計與柱體相結合，渾然天
成，張力十足。

地下的入境大堂在有限的層高
下，也在天花設計上匠心獨運，南
北向一條條的線性燈管之間採用與
二層特色大屋面相類似的拱形設計
語言。相互平行的連橋，從二層玻
璃幕牆直 「衝」 出去連通至落客
區，穿過之處精巧的收口設計讓人
產生不知目之所見是玻璃還是鏡面
的疑惑。橋底的結構設計在滿足受
力原理的基礎上，加上巧妙的照明
設計使整條橋在剛硬中不失柔美。

國慶期間，口岸建築在節日的
氛圍下也 「熱烈」 起來。一排排整
齊劃一的國旗和區旗交替呈現在建
築天花和玻璃幕牆上，時而與建築
本身的線條肌理相平行，時而相垂
直，時而覺得這些旗幟就是建築本
身的一部分。即使在旅途中匆匆走
過，也很難不留意到隨風飄揚的紅
旗。

盯着天花板出神之時，朋友早
已來到身旁。本來安排好五日的旅
行計劃卻在來香港的第一步就增加
了一個行程點，溫暖的港珠澳大橋
香港口岸本身早已成為旅行的第一
站。

遊口岸記

從加拿大回
來探親的女兒，
受媽媽之託，從
北京家中找出一
封信，帶回養老
院，交給了媽
媽。

原來這是媽
媽珍藏了六十多

年的信，信封已變黃，上面寫着媽
媽的名字，是爸爸的字跡。女兒交
信時用奇異的眼光看着媽媽，這時
媽媽才向女兒揭開了個中的秘密。
說是信，其實是六十多年前媽媽寫
給爸爸的一首詩，爸爸寫給媽媽的
幾頁日記，互相表達了愛意。後來
爸爸把詩和日記放在一個信封裏，
由媽媽保存。

一九五四年初秋，互不相識的
爸爸媽媽一同考上北京大學，又一
同分配在東語系的一個班。他們兩
人學習都很努力，在班上都是優等
生，每學期都要受到表揚。爸爸口
才好，剛上二年級，就參加了外語
講演比賽，獲得了優秀獎。

升至三年級，爸爸學習優秀，
被選為班長，媽媽當選為團支部書

記。他們開會常常在一起，每晚還
總在圖書館相遇，就一起學習到很
晚。日久生情，不知怎的，媽媽心
裏有了爸爸， 「他不僅學習優秀，
而且辦事穩妥，待人熱情誠懇，說
話總有幾分幽默，但不張揚。」 媽
媽心裏給爸爸打着分。

有一年春節，不知道哪個同學
的提議，為男同學洗被子，女同學
都參加。幾十人的被子，不知道怎
麼回事，媽媽洗的被子竟是爸爸
的，事後一說，兩人都笑起來。這
床被子的花色被面至今仍留在衣櫃
裏。

媽媽爸爸常在未名湖畔的月光
下散步，走啊走啊，不知疲倦，他
們幾乎走遍北大校園的每個角落。

爸爸不會寫詩，只在日記裏寫
道： 「她忠厚老實，心地善良，學
習踏實，樂於助人，願意跟她過一
輩子」 。

搬了幾次家，媽媽一直神秘地
保存着這個信封，直到現在。

十一年前，媽媽爸爸慶祝了結
婚五十周年金婚，去年又慶祝了六
十周年鑽石婚，他們還要一起走到
永遠。

媽媽的秘密

人生在線
延靜 言青

HK人與事
殷楚紅

文化什錦
鄺凱迎

市井萬象

 


























戴勝鳥訪港

十年前，香港中華書局與香港史學會
首次合辦 「似曾相識的香港」 講座，彈指之
間，今年已來到第十三期。十年間，除了疫
情極其嚴峻的年份，每年均有講座與讀者見
面，有時甚至一年兩期，每期則是四至十講
不等，迄今已逾百場。

翻查第一期講座的報道，主辦方開宗
明義道盡初衷： 「自香港開埠後，人口急速
增長，經濟發展一日千里，時代不斷在變，
很多舊有的建築或事物已漸不存在。中華書
局與香港史學會合辦一系列講座，展開尋舊
香港旅程，用不同角度去重新閱讀香港歷
史，與讀者分享 『那些年』 的生活經驗，一
同重拾昔日情懷。」 此時讀來，彼時字裏行
間滿溢的香港情懷，恍若穿越時光隧道，不
期而至。

講座以 「似曾相識的香港」 為名，是
源自呂大樂教授十一年前出版的《那似曾相

識的七十年代》。七十年代之於香港市民而
言，有一種特殊意義──香港社會的黃金歲
月。對於七十年代香港社會的 「神話」 與
「定論」 ，呂大樂教授採取另一種態度 「重
訪」 那個年代，以更加立體、更加多元的角
度去審視社會的發展，重新認識七十年代的
香港，成為了解七十年代香港的重要參考讀
物。

「似曾相識的香港」 以 「一起走過的
軌跡──香港交通百年」 作為首場講座，十
年來，與一眾關心香港、喜愛文史的讀者
共赴約會，從社會、民生、政治、經濟，
到交通、建築、藝術、宗教，一起走過尋訪
舊日香港的一段又一段旅程：從史跡、地
圖、掌故、書刊、郵票、鈔票、樓書等觸摸
香港歷史；從海岸線、鄉村、郊野、燈塔、
颱風、災患等再現香港記憶；從傳教士、移
民、勞工、家族等講述香港故事；從鐵路、

航空、唐樓、礦山、紡織工業、銀行大廈等
見證香港發展；從粵語片、神功戲、粵劇、
漫畫、社區音樂等走近香港藝術；從老餅潮
語、都市傳說、服飾潮流、建築保育、港式
西洋風等思考城市文化；從教會、神祇、墳
場、民間信仰、節慶風俗等對話香港心
靈……

在這裏，遊走大館、荔園、敘香園、
何東花園、衙前圍村、啟德機場、廣華醫
院、皇仁書院，乃至西營盤、筲箕灣；在這
裏，尋找東區、中西區、九龍城等香港十八
區的前世今生；在這裏，探索涼茶、裙褂、
清醮、中醫中藥、潮籍盂蘭勝會、佛教焰口
儀式等香港非遺項目的文化脈絡……香港
地、香港人，一切，都似曾相識，既陌生又
熟悉。

「似曾相識的香港」 系列講座致力搭
建普羅市民與專家學者交流與分享的平台，

滿足大眾文化需求，年復一年推廣香港題
材，促進香港歷史文化之普及，已然成為擁
有十年口碑的品牌文化活動。十年間，以閱
讀香港為紐帶，邀請到劉智鵬、蕭國健、丁
新豹、周佳榮等一眾知名香港史專家學者開
講，亦凝聚了一批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讀
者朋友。講座現場經常座無虛席，甚至不時
出現爆滿情況。劉智鵬、丁新豹主講的 「日
軍在香港的暴行」 ，更創下吸引現場可容納
人數雙倍入場的紀錄。

作為系列講座大本營的中華書局油麻
地分局，是老一輩讀書人心目中的油尖旺文
化地標。創辦於四十四年前的 「油中」 ，自
創立之日起，便定位為人文社科專門店，當
中尤以文史哲書籍品類最為齊全。在 「油
中」 遇見 「似曾相識的香港」 ，秋夜有書香
盈袖，便是香港書業邂逅香江文化的一道亮
麗風景線吧。

﹁
似
曾
相
識
的
香
港
﹂

東言西就
沈言

近日，一隻戴勝鳥在香港觀
塘海濱花園的草地或樹上逗留及
覓食，吸引大批攝影愛好者到場
守候拍攝。現場的戴勝鳥並不懼
怕場內的人，如模特般任由攝影
愛好者拍攝。

有雀鳥專家指戴勝鳥每年都
會過境香港，喜歡在草地停留。
專家呼籲市民與之保持距離，盡
量不要干擾其作息。 中新社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建築內景。
作者供圖

▲鑲嵌金銀圖案紋飾青銅牛形席鎮。
作者供圖

◀鑲嵌綠松石鳳鳥形玉飾件。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