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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萬石堂中進矯偏復修竣工酬神祭祀慶典於7月26
日上午舉行，踏正11時吉時，祠堂後廳神龕前方供
桌已備妥祭品，主祭者及村長等桌前就位，司儀由
上水鄉村務委員會之廖萬石堂修葺委員會前主委廖
崇興擔任。主祭者等先行三鞠躬禮，之後敬奉供
品、上香，焚燒寶牒祭神，敬奠茶酒。在尾聲，司儀
高聲朗讀讚偈曰：「萬石開基鳳水鄉，千秋科貢武威
堂；矯偏復修圓滿日，官民酬神慶吉祥。」祭禮最後在
敲鑼聲及電子炮仗聲中結束，整項儀式約18分鐘。

十多圍盆菜宴席設於祠堂舊課室（祠堂早年曾改
作鳳溪小學），招待參與矯偏復修的古物古蹟辦事
處（古蹟辦）和各間承辦建築商人員，以及關注歷
史建築的學界及文化界人士。席間，上水鄉村代表
仝仁等頒贈錦旗給古蹟辦及建築承辦商代表，感謝
他們多年來為工程所付出的時間和辛勞。

1985年成為法定古蹟的廖萬石堂，矯偏復修工程
由古蹟辦負責，包括評估如何復修及出資找尋建築
承辦商。上水鄉村務委員會亦成立廖萬石堂修葺委
員會，負責協調。修葺委員會前主委廖崇興表示，
2009年有村民發現中進山牆向南傾側，目測應有15

度，因此通知古蹟辦，由其想方設法如何矯正。

古蹟辦邀專家就傾側進行評估
古蹟辦其後找來廣州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

授湯國華，就中進矯偏前期工作負責勘查和設計方
案。湯國華以往曾就景賢里的文物價值進行評估，
並提供復修建議。他今次亦趁在港期間，出席竣工
慶典活動。湯教授對記者表示，當年經測繪勘察
後，發現傾側主要原因不是基礎不均勻沉降引起，
而是颱風引起。每次颱風吹，都是同一方向，但又
不是全部都傾側，因為正門有兩個耳房，後進的後
牆有幾個洞，這些可將風 「瀉走」。了解到中進山
牆是實心磚後，他建議先矯正木樑架，再矯正靠左
邊(門口方向)山牆、再矯正右邊山牆。矯偏後，用鐵
拉杆將兩邊山牆連接，構成整體。拉時牆要鑽洞，
外側加鋼板固定。矯偏前，先將正脊托底升起，因
為矯偏時山牆頂要移動，正脊壓着令牆不能動。湯
教授指這是早期方案，後來疫情來臨，沒能進一步
跟進。

事實上，綜合出席慶典活動的古蹟辦人員所言，

矯偏工程大致是這方向。不過在實際做中進山牆
矯偏前，要花逾十年時間做很多前期工作，包括設
計工程方案、作中進臨時支撐（用千斤頂及通
架）、加固地基，包括院牆及中進牆。去年4月，在
矯偏前再量度傾側情況，發現傾斜度約兩度。

去年再發現兩柱有裂痕需更換
廖崇興表示，工程本來應於去年11月已完工，但

當時發現兩條柱（中進共有四支直柱）頂部有裂
痕，要從福建訂新柱回來更換。對於有村民有意見
指不明白工程為何曠日持久，廖表示，他2019年才
接手委員會主委一職，負責聯絡古蹟辦及建築商，
目的就是將事實清楚告知村民。古蹟辦人員則指這
是首間大型建築物進行矯偏（從前只進行過小型
的），工序多，不能如砌積木般一蹴而就，要一步
步來，慢慢矯正。

這類古建築面臨危險處境，毋須拆卸重建，用可
行技術使之穩固，其間沒有影響原貌。有村民指相
信任何人進去一看，都不會覺得廖萬石堂經歷過工
程後有任何改變，除了換上兩條新柱。

穿過荃灣大河道的一條小巷，沿兆和街
走一小段，可以看到一家放滿毛筆、圖
章、字畫的小店。圖章，對於年輕一代來
說，只是由不同電腦字體構成的千篇一律
的原子印。而且，要不是工作需要，一般
都沒有人刻私人章了。

筆者很喜歡刻章，尤其喜歡那由篆書構
建、一刀一筆刻出的篆刻印章。雖然，筆
者連書法都寫不好，但是也曾經學過一課
篆刻。可是，工具倒是買齊了，不過，就
沒有足夠的恒心堅持下去。

關於 「篆刻」二字，一般有廣義和狹義
兩種解釋。就廣義來說，有人認為包括所
有書體的印章雕刻技藝；而就狹義來說，
有人認為必須更加準確，只能是指用篆書
雕刻的印章。

最早可追溯到清末年代
香港篆刻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時期

（約 1872 年）。當時，晚清篆刻家徐三
庚 （1826 年 —1890 年 ） 應 友 人 王 韜
（1828年—1897年） 之邀自滬來港，雕
刻了 「弢園藏」一印。而該章並有款記
曰： 「……道經香港製此。徐三庚記。」
這可以說是目前最早的 「香港印跡」。根
據《香港近一百五十年印壇輯要》一文的
說法，香港的篆刻在嶺南印壇有舉足輕重

的地位，而其中有兩個重要階段：（一）
發展關鍵期（約 1940、1950 年代）：香
港成為嶺南印學文化傳承的據點，印人、
金石學者、收藏家避地香港，並攜同珍貴
文物逃難於此地，免遭兵災，印人印跡漸
多，這時代背景促成了香港印壇往後 30
年長足的發展；（二）高峰階段（約
1970、1980年代）：前人的實踐發揮一定
影響力，本地的印人和活動日趨頻繁，並
積極推廣印學，連繫國內外，包括中國內
地、中國台灣、日本、韓國等，在推動並
延續嶺南篆刻佔有重要地位。

筆者早前因為非遺調研需要，訪問了著
名篆刻家鄧昌成，而他其中一位老師正是
馮康侯。馮康侯是上世紀中葉從廣州到香
港的篆刻大家，在香港先後創辦了廣雅書
學社、南天印社，並且在香港舉辦多
場大型的篆刻展覽。

得力於馮氏的教育，鄧昌成也積極
推動香港篆刻藝術的發展。香港篆刻
歷史的記述寥寥可數，其中僅有的幾
篇，例如《香港篆刻發展概況》、
《香港篆刻發展史》、《香港的篆刻
的發展與回顧》等，便是鄧昌成在80
年代發表的文章。除了著書立說，鄧
昌成也積極招收學生，在各大院校開
辦篆刻課程，推動此門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傳承。
在訪問中，鄧昌成熟練地展示 「衝

刀」、 「切刀」的技藝。所謂 「衝刀」，
便是指刀刃在印石上以衝走運行的方式鐫
刻線條；而 「切刀」，就是指在印石上用
刀刃以起伏切刻的方式鍥刻線條的技法。
這些技法，在鄧昌成手上自如地運用，光
是視覺效果已是很不錯。加上，鄧昌成講
解說明能力很強，能夠把教學重點撿出來
講解。作為老師的筆者，絕對認為鄧昌成
是一個很好的篆刻老師。

必須提提，目前《香港首份非物質文化
遺產清單》的項目 5.56 是 「印章雕刻技
藝」，其內容為： 「圖章通常採用石材、
牛角或木材為材料，其製作工序包括批、
鑿和雕等技法」。

定居上水鄉七百多年的廖族，約三百年前（清雍正初年）建成
規模宏大的三進兩院式祠堂 「廖萬石堂」 ，祠堂經歷歲月洗禮，
多次重修，到2009年被發現中進山牆向南傾側，自此封閉進行修
復工程。由於工程浩繁步驟多，直至今年6月尾才完成，祠堂隨
即於7月初開放給公眾參觀，廖氏亦於同月26日舉行竣工酬神祭
禮，並設盆菜宴招待與工程相關人士。 香港商報記者 鄭玉君

香港篆刻印章技藝
新．專欄

三百年廖萬石堂三百年廖萬石堂矯正竣工矯正竣工

中進拆除支架後，出席慶典活動來賓仔細
參觀。 記者 鄭玉君攝

2022年廖族點燈，當時中進仍搭起工程支架。

上水鄉廖萬石堂約有三百年歷史。

廖萬石堂位置示意圖

▶族長、村長、村務委員及嘉賓等在中進 「擋中」
前拍照留念。前排中為族長廖添穩，左一、左二、右
一及右二分別為村代表廖國謙、廖世鴻、廖子傑及廖
興洪。第二排右三及右四分別是湯國華及廖崇興。

星期一、三至日：9:00am-1:00pm、
2:00pm-5:00pm
星期二（公眾假期除外）、聖誕日、聖

誕翌日、元旦日及農曆年初一至三休息

▲廖族上月進行竣工酬神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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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萬石堂開放時間

（右起）葉德平與鄧昌成及鄧的弟子浪曦合照，左一是
葉的研究助理。 葉德平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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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昌成及其徒出版
之鳥蟲篆刻作品集。

廖萬石堂廖萬石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