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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挺

沁頭大學湖泊歷史文化研究中心

很早就想再到三饒跑一趟。90年檢查實習工

作，曾經去過一天，對古鎮的環境，石板路、民

居、城牆磚. . . . .. ，浮光掠影地轉過，印象卻頗深。

94 年，與 錢輝華約過，因為種種原因，未成行。

19日晚，榕青來電話，說韓師中文本科班21日要

到三饒實習，他也把課調7。橫下-(1保心，去吧，

反正 手頭的工作一時也做不完。

20 日傍晚先到韓師，榕青已經跟景忠聯繫

過，就坐實習生的車去。晚上，把這幾天的活動，

組略地安排了一 下。因為只能去三四天，決定將考

察的重點放在碑刻和城磚上。

21日9:20 時開車。一 路上，聽榕青介紹 上次

到三饒的情況。路比90 年好多了，路旁農村聚落

景觀，卻沒有多大變化。到三饒已經11:15 時。鎮

裡 新建7許多樓房，石板路也改成水泥路。比是聞系

城，變化速度當然要差得多，

瓷'後來進了廣州的美術學校 ，一直在外工作。退

休後回到家鄉，很關心地方文史，常在{泊頭特區

晚報} r潮沁文化」版上發文章。榕青跟他，就是

在《晚報〉作者會上認識的。

在坤生家吃過午飯，就開始工作，到琴峰書

院校 碑。

擬的。

其發展的速度。

黃坤生已經在等我們。黃坤生才21歲，潮州

，明顯影響了

院

琴峰書院在三饒大金山東麓。方志對書院的

歷史，沒有很明確的記載。或曰「清雍正 間建」

( (潮州志﹒教育志泊[(徵訪冊的按，成化年間，

饒平知縣楊昱曾在城東衛士學一所，嘉靖間，三饒

城南和其它 五個都叉建了六所社學( (嘉靖潮州府

志) )。到清康熙年間，廢社學為義學( (乾隆饒平

縣志) )。大約這 時東隅社學便改為書院，南隅社

學則改為義學，因而乾隆間知縣宮丈雅甜噩置學田

的文贖裡說: 「從前於 縣城設立書院義學各一

所。」書院原來只叫「在城書院J '後改稱「三饒

書院」。到光緒三年才立「琴峰書院」區額，那正

是方耀用辦理清鄉積案所沒收的財產大辦書院的時

候。光緒末，書院改為饒平第一 高等學堂。民國

初，復改為小學( 新編《饒平縣志} )。現在，這

裡仍是三饒鎮小學。

師范畢業，是榕青一 位同學的學生，已經工作兩

年，在三饒中學教美術。榕青說過，是先通過坤生

的伯父黃錦樹，才認識他的。黃家祖上在三饒經營

瓷器店。黃錦樹的歲， 16 歲離家到大埔學畫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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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闇牆般有三塊石碑。兩塊是乾隆廿二年

和廿 五年知縣宮文雅所刻，內容就是我們上面提到

的撥置學田 的文贖。另一塊是題捐碑記，知縣傅修

孟名列碑首。傅修孟嘉慶十年蒞任( 阮元《廣東

通 志} )，碑應刻於是年之後。碑中未有記事之

內容，不 知是否為書院題捐。前兩 碑字數都在

2000 字上下，鈔校 一 遍，而天色漸晚。第三塊碑

未曾錄完。據說，學校 內還有其他碑刻，恰好是假

日，大 門關著，看不到。這些，只好以後再補做

了。

晚上拜訪了黃錦樹先生。

22日早，黃錦樹先生帶我們考察。先到北門

真武廟。榕青古董裡抄過城磚題名印記，昨天在鎮

小， 守門那位大哥叉說這 裡有幾塊石碑。

北門真武廟

廟宇已經荒廢。前廳庫房有人居住，男在前

牆開門出入。門前，用一塊石碑做階石。碑高152

塵米，寬57塵米，嘉慶廿一 年重修三饒城北門門

樓時所刻，碑目為〈重修 門樓碑記}， 內容是捐

款題名。碑目每字5.5塵米見方，正 文17行，每字

2. 2塵米見方。字小，難辨析，未抄錄。問過幾個

人，沒人知道附近還有什麼石碑，我們只好在廟前

的菜園 和竹叢裡亂轉。終於在廟前池塘南側的一個

廁池上，叉找到了一 塊《重建真武廟題名碑》 。

碑高1501m米，寬601m米。碑目字徑5塵米見方，

碑文21行，每字2.7盟米見方。這 是光緒十年甲申

重修北帝廟時所立，題名先列某公，疑是宗族捐

款，次 列商號捐項，最後是個人捐款。也拍了照，

待以後開少錄。在離開真武廟不遠的下陸祠右側小

門前，也有 一 塊碑被用作階石。碑高67. 5塵米，

寬39 塵米，無額，正文16 行，行 12 字，字徑2.5

塵米見方，下款立碑者題名三行，字稍小。碑文內

容記述咸豐間縣令王某修廟、禱雨，而且士為立生

祠事。大約原來石碑也立在真武廟中，後來散落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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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剛好榕青教過的一 位學生就住在這裡'提了一

桶水，將碑石洗乾淨。碑文不長，便把它抄錄下

來。

離開下陸祠，再北行，是小金山。錦樹先生

說，小金山也叫城隍山。為什麼這樣叫呢?黃先生

也講不清楚。或者，初 建城時，城隍曾經建在這

裡。小金山北麓有座小廟，把呂祖，清嘉慶間知縣

陳星聯所建。建祠碑記尚存，般的司前照壁上。碑

石是黑色玄武岩，高57巨米，寬50 1m米，共24

行，行13字，字徑3.5盟米見方。碑文是工整的館

閣體，陳知縣親自書寫的，極易辨認。榕青已經抄

過，叉校 讀了一 遍。

出水涵一號劉宅

從小金山後繞著三饒城的北面走，一 路祠堂

很多，但規模都不甚大。只有詹姓的一個小祠堂結

構和裝飾都有明代特色，可情院落 太小，整個結構

拍不下來，只拍了廳面和柱頭木雕的照片。倒是出

水涵一 座小小的民居頗吸引 人: 闡牆，兩扇小院

門，院內種 著花樹，綠蔭沁人，花樹間，是IJVJ、的

四合院，自牆黑瓦，簡單而古樸。主人在家，見門

前有人圍住，便迎上前來。問明來意，他不無自豪

地說: 「我這 屋子，常有 人 來畫畫。 」

主人姓劉，叫劉瑞武，年過不惑，一米八左

右的個頭，挺硬朗。邀我們進屋喝茶，也有點累

了，相敬不如從命，就進屋閑聊起來。劉是農民，

平時也到黃崗沁頭給人看相。問他是祖傳是自學，

他街神秘地回答，不好說，不好說。劉很熱心社會

工作，他是當地民間組織車田 社理事會的負責人。

三饒舊分六個社，車田 社居其一。它位於大

金山的南、東、北麓，金山的西面就是揮系街。據說

六社中車田 的歷史最悠久。劉說，三饒最老的伯公

宮原先就在他這 屋後，饒平初建縣，縣太爺上任，

還得先到宮頭參拜呢。三饒的許多文化古跡'丈

廟、縣學、琴峰書院、關帝廟、石渠室書齋. . . . . .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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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車田社。現在 全社約350 戶，1500 人， 60 歲以

上的老人有 237 人，佔人口總數的12.8% 。居民要

求建立老人活動室，管區撥了 50 平方米的用地，

但村無公款，於是車回社理事會決定發動群眾認

捐。劉拿出一個文件袋，抽給我一 張〈車田社籌

建「老人活動室」暨「村民文化 室」緣起》

說，理事會大多是老人，看他年輕，就讓他負責辦

事。他講得 十分自然，流露出一 種自豪感。

車回社理事會是民間地緣組織 ，現在論起

來，它的性質，與更常見的 宗族組織并無不同。這

些組織代表著傳統力量，或者說，它的功能是傳統

性質的。許多基層福利事業，本來應由基層行政組

織來管來搞，現在基層行成組織卻無力顧及。宗親

會、理事會一類民間 組織因此出現。它除了行使準

現代福利組織的職能外，也起了延續傳統文化的作

用。以 車田社理事會為例，節日鎮裡 組織文藝遊

行，車回社的鑼鼓班和活屏景是理事會組織的;而

在文明巷一座修復不 ，我們看到

燒製瓷磚上的捐款芳名錄，下款是「車回社理事

會J '旁邊，貼著一張演戲酬神的告示，下款也

是「車田社理事會」。這類組織的出現，是現實

生活的需要，也有文化 傳統的影響。它 對 傳統文

化，往往是全盤繼承。所以，進行歷史研究，我們

可以通過 它理解傳統社會;從現代社區文化 建設著

眼，我們有可以發現，這類組織明顯缺乏必要的引

導。

劉宅院中，用城磚壘著矮牆，離開之前，將

磚上的印記抄、錄下來。

離劉宅不遠，是鎮小的後牆，也有 許多城磚

雜砌在牆上。己近12 點，錦樹先生催著回家。匆

匆叉抄錄了一 些印記，拍了 幾張照片。

城磚

三饒是饒平舊縣治。成化十四年饒平置縣，

城牆也在這一年鳩工興築，用磚整建。此後曾經幾

次修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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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三饒城擴建，城垣開始廢毀。1952 年，

饒平縣城遷往黃岡。其後城!l[全部拆除，城基闢為

環城路，城磚被居民取作它 用，至今三饒鎮內，隨

處可見。

城磚規格大抵劃一，長40盧米，寬20塵米，

厚10 1m米。倒面均有役工印記，印記內容以「都

名+圖名+役工姓名」最常見。間或姓名之前，

加上「排年」 、 「夫長」一類稱呼。從己抄錄

的七十幾種役工印記推斷，城磚應是饒平縣城初建

時物。那麼，這些有印記的城磚，可以作為研究成

化 間鄉村建制和賦役制度的實物資料。只是這次採

集，僅集中在北門、 劉宅和鎮小 三個 點，數量尚

少，如果能夠全面採集，對上述兩項研究一定大有

禪益。我已經把採集記錄整理成《饒平 三饒城磚

所見役工名錄》一冊，具體內容男行發表。

下午，和榕青到三饒鎮政府抄碑。怕錦樹先

生太累，不敢驚動他。誰知他堅持一定要陪伴我

們，於是叉是三人行。

三饒鎮政府

鎮政府就在原來縣 衛門舊址。大門是原來的

議樓，直額題著「三饒樓」三個大字。門樓是新

修的，金黃的琉璃頂，襯在四圍灰黑的舊民居中

間，格外耀眼。大門正對著幾寸米長的窄窄的一段

小街，門裡，叉是幾十米長的窄窄的過道。拐進小

街 ，視野被局束在正前方，從大門門洞望過去，建

在舊時衛廳舊址上的政府辦公大樓，顯得很遙遠。

我參觀過不少官街舊建築， r公門深似海」的感

覺，從未像現時這麼強烈。

辦公樓後面是原來的後花園。天然 一座小

丘，小丘上，有三饒名腔一一古望耕台。看得出花

園不久前也修整過，甚幽靜。小丘西，兩行石碑靜

靜地躺在樹叢間，蓋滿落葉。前 幾年，鎮政府改

建，從舊牆上取下許多石碑，鎮領導有識，想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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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這些史跡保存。苦無經費，願望至

今仍沒有 成為事實。不過，石碑還是完好地留下

來。

94 年，輝華曾經記錄下一 部分碑刻的基本情

況，寄給我。我們把碑上的落葉掃去，用原刻校 過

輝華的記錄，輝華未記錄的，也將基本資料逐一記

下。園中共存碑四十七通:

《本府 告 示> '弘治 十 二年(14 9 9)立，

碑高206塵米，寬的塵米，額字徑11塵米見方，

正文29 行，行70 字，字徑2.5屋米見方;

《口建 饒 平 儒 學 記 ) ， 嘉 靖 二 十 六 年

(1547)八月知縣李直立，碑高233 塵米，寬94

塵米，已被剖為兩半。筆額，每字8 *7廈米，正

文楷書，極難辨認;

《明 林侯全城去思碑) ，嘉靖四十四年

/ (1565)陳天資等立，碑高210廈米，寬9 1.5區

米;

《仁愛芭侯永定陰陽僧巫省役德政碑) ，萬

歷四十二年(1618)合芭陰陽僧巫立，碑高180

塵米，寬89 .5巨米，額字豎行，居碑正中，字大

9 * 7.5塵米，體制異於常;

《 明 芭 侯陳 公 生洞碑 記 ) ， 天 啟元 年

(1621 )立，碑高210盧米，寬90.5庫米;

{重建饒平縣治碑記) ，天啟五年(1625) 

立，碑石殘高222廈米，寬110匣來;

〈重建明 倫堂記) ，康熙三 年(1664)總

兵吳六 奇立，碑高200盧米，寬97. 5壓米;

《宋賢王梅溪先生遺跡) ，康熙四 十 八年

(1709) ，郭于藩、 錢士峰等立，碑高220盧米，

寬 110盧米，已被破為5條;

《 重 建文昌 閣碑 記 ) ， 康 熙四 十 八 年

(1709) ，郭于藩、 錢士峰等立，碑高174 塵米，

寬的直米;

《修 學記) ，康熙五十一 年(17 1 2)錢士

峰撰'碑高143 塵米，寬63. 5廈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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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道縣碑記) ，康熙五十四年(1715)知

縣魏況「為勢豪藐憲屠民叛示毀阪乞准鏡 察原案

給示嚴筋. . . . . . 事」立，碑高154巨米，寬59廈米;

《廉明縣主 王 永禁冒墾碑記) ，乾隆 八年

(1743 )知縣王守創立，碑高115巨米，寬49 盟

米，額字徑4巨米見方，正文 10 行，行38 字，字

徑2巨米見方;

《諷憲勘詳批前軍民阪勒石碑言凹 ，乾隆十

年(1745)立，碑高184 塵米，寬75盧米;

《重修文廟記) ，乾隆 二十 二年( 1 7 5 7)

立，碑高200盧米，寬86 盟米;

附: 「饒平縣捐修聖廟各官紳士庶姓名及

銀兩 數目」碑刻一遇，無額，高203 塵米，寬82

塵米，應為前刻之題名;

《奉憲禁徵收礦費谷石碑記) ，乾隆二十七

年(1762)知縣宮文雅立，碑高125巨米，寬60

盧米，額字徑3.6庫米見方，正文21行，行25字，

字徑2廈米見方;

《 改 建 韓 公 生 祠 碑 記 ) ， 乾 隆 五 十 年

0785 )知縣伍禮彬立，碑高113庫米，寬50巨

米，額字徑5巨米見方，正文 15 行，行32 字，字

徑2.5塵米見方;

《修造望耕台記) ，嘉慶 八年(18 0 3)知

縣唐 文藻立，碑高112巨米，寬49 塵米;

《敬建字塔碑) ，嘉慶二十 五年08 20)原

東亮縣儒 學黃鳳鳴立，碑高135巨米，寬66巨米;

以上有題額碑記十七遇，附捐銀題名一 通。

另「寶蓮膺」區額一 通，長180 W米，高58

塵米，行楷陽刻，字徑38 塵米見方，雍正 三 年

(1725 )八月立;

男乾隆二年(1737)二月立殘碑一通，寬55

屋米，殘高100盧米，無額，內容記望耕台事。

男清代同光間無額告示碑十八通:

一 同治 二年(1863 )知縣孔昭淚立碑高105

塵米，寬52.5W米;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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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光緒九年(1883 )十二月知縣惠登甲立，

碑高88塵米，寬52巨米;

一光緒十年(1884)六月知縣惠登甲立，碑

高90JÆ米，寬56廈米;

一 光緒十一年(1885)六月知縣惠登甲立，

碑高105塵米，寬48塵米;

一光緒十一 年(1885)七月知縣惠登甲立，

碑高91 .5塵米，寬43巨米;

一 光緒十三年(1887)四月知縣惠登甲立，

碑高的塵米，寬50JÆ米;

一 光緒十四年(1888)二月知縣惠登甲立，

碑高90JÆ米，寬42巨米;

一 光緒十 五年(1889)九月知縣 立，碑

高107盟米，寬52.5塵米;

一 光緒十七年(1891 )二月知縣王路立，碑

高112塵米，寬54塵米;

一 光緒十七年(1891 )六月知縣王路立，碑

高91直米，寬42庫米;

一 光緒十八年(1892)九月知縣趙 立，

碑高90JÆ米，寬47庫米;

一 光緒十八年(1892 )十月知縣趙 立，

碑高118塵米，寬50盧米;

一 光緒二十二年(1896)四月知縣蔡 立，

碑高109巨米，寬48壓米;

一 光緒二十三年(1897)七月知縣黃恩立，

碑高116廈米，寬59.5盟米;

一 光緒二十四年(1898)三月知縣黃恩立，

碑高106巨米，寬52塵米;

一 光緒二十四年0898)六月知縣劉字京

立，碑高98塵米，寬49盟米;

一 光緒三十三年0 9 08)二月知縣鄭世磷

立，碑高 壓米，寬 盟米;

一 光緒三十 年(190 ) 月知縣劉 立，

碑高108巨米，寬53. 5巨米;

碑刻內容所記，皆處理水利、財產糾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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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民國饒平縣公署告示碑四通:

一 民國 十三年(1 92 4)四月縣知事陳況立

《饒平縣公署判決堂諭第二十 八號> '碑高12 5

盧米，寬62塵米;

一 民國 十三年(1924)五月縣知事陳況立，

無額，碑高100盧米，寬53巨米;

一 民國 十三年092 4)六月縣知事陳況立

《饒平縣公署布告> '碑高1 08巨米，寬53. 5

米;

三年(1924)十二月縣長蔡奮初 立

〈饒平縣公署布告第二十九號> '碑高的巨米，

寬松塵米。

男有民國 三 十三年(1944)縣長劉竹軒、三

十七年(1948)縣長詹竟烈所立奠基碑 3 通。叉

字跡剝蝕過甚，年代、內容皆不能辦忍碑刻二通。

登錄這 四十七通碑記的基本情況，花了三個

d峙。我覺得有點累了。已徑是初 冬，天『卻還很

暖和。夕陽從樹叢間篩落，斜照在碑上，碑刻的字

口反清清楚楚地在碑面浮起。榕青趴在弘治所刻那

塊《本府 告示〉大碑上，想把這 分寶貴的資料抄

錄下來。可惜，斜暉很快隱去，才抄了三行，指頭

大的字，再也看不清。只好等以後的機會了。

晚上，叉住在三饒中學坤生的宿舍。與榕青

談女叫可用文化地理學和社會人類學的方法研究地方

歷史，到凌晨一 點。

2 3日，按計劃，一 早就到城隍廟。仍由錦樹

先生陪著，坤生已經完成學校 的工作任務，也一 起

去。

城隍廟

城隍廟在三饒古城西門內，一 進中華路口，

就可以看到。解放後，廟為糧食部F

米廠。現在，糧管所艾把前兩 進租給彩瓷廠做倉

庫。

錦樹先生有一 篇文章談三饒城隍廟，我拜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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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文章裡頭描寫了城隍廟的種種討少處，特別是其

建築與裝飾，很讓我感興趣。穿過糧管所，從開在

廟宇東牆的一道門進去，是城隍廟的大殿。大殿和

後殿原來被改建礦米廠，現在服米廠已經拆除，殘

壁頹垣 '十分冷落。錦樹先生文章裡津津樂道的，

竟全是子虛烏有。 ，還

引人，似是粉彩的，很少見

只說是綠色瓦當。榕青還一個勁追問那裡可以看到

木雕石雕，錦樹先生說，文章所寫，是兒時印象，

現在，都破壞了。我忽然大'1霄，這些經常在報上發

文章稱頌家鄉風物的前輩，其實是在寫心。他們對

家鄉傳統文化遺產都有很深的眷戀，手裡的筆，叉

慣了弄丈舞墨，能讓家鄉風物生花。要用這些文章

中的材料，如果未曾實地考察驗証，可能會有失實

/ 的危險。

城隍廟的訪碑，卻有意外的收獲。榕青上次

來過，在後院和大殿西廊地面各見到一碑;錦樹先

生說，前院地面和東牆也各有一碑。怎知今天所見

碑石，竟多至十五遇。

後院的 殘碑，一 進 門就看到， 已經斷為兩

段，一殘長 58塵米，原寬85盧米，男一段殘長 72

巨米，殘寬72庫米，民國廿年(1931 ) 九月立。

在 大殿 前地上 也有碑一通: <重修本廟 兩 廊 碑

記} 。額橫書，字徑3.2塵米，碑高120)][米，寬

42巨米，正文14 行，行的字，字徑 2.2巨米，嘉

慶十八年(1813) 立。碑文不甚糊殘，用了半小

時時間，抄錄下來。西廊地面一碑，是《韓子行

祠記) ，碑高173巨米，寬 60盧米，民國二十七

年(1938) 五月立。西廊養著雞群。碑面很髒，

碑文不可辨認，也只能記下基本情況。

前院，東西兩廊都是彩瓷廠的倉庫，堆疊著

瓷器。東牆的碑石，只露出碑額，是〈重建城隍

廟記) ，成豐元年(18 51) 立。我們疑心碑石

的高度，彩瓷廠的 老保管也是個熱心人，在瓷器堆

上爬過去看了，說:「沒錯，碑就立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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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碑高達 220-240)][米，寬度在80盧米上下。

東風繭下，當門地面，叉有一塊碑，被用作階石。

高135置米，寬61)][米，無額，碑文19 行，每行

字數不等，約略在 40 字左右，字徑3塵米見方，

楷書。碑文內容仍為捐款題名，可注意的，是其間

多用「會」為題捐單位。碑文 以「合芭眾會」

引首，所列出會名，多達120餘個。會名之前，多

書地名，以一地數會為常見，也有數地合一會的，

這些 似概可視為地緣組織。中間 叉 有 所謂「鋪

會」者，似是行業 組織。總之，這塊碑刻，應該

是研究社會史的好材料。碑刻未書歲月，但其中一

些會名，如「長明燈會」等，在琴峰書院嘉慶十

年(18 05) 傅修孟等《題捐碑記》和北門嘉慶

廿一年(1816 <重修門樓碑記》上，都出現過，

大約時間不至相差很遠。我們把碑面上的雜物清理

掉，抄下碑文。碑的左下角有 幾個字，給瓷器壓

住。找保管員商量，想請他把瓷器挪閱。他說:

「難。你看，這下面墊的，都是石碑吶。」仔細

一看，東盟蠣下真有七八塊石碑，一字擺開，充作

階石，上面高高堆起一僅僅瓷器。看來，這些碑刻

連基本情況都不可能記錄，就留著線索吧。

老保管見我們一副惋惜的樣子，便帶我們上

前殿來。前殿隔成兩間庫房，中間是通道。右側房

內，西牆上最著4 塊碑。明碑三通:一額曰《重

建 城隍廟之記) ，嘉靖二十三年(1 544 ) 立，

碑高175塵米，寬94塵米;一額日《重建城隍廟

記) ，碑高202庫米，寬97塵米。房內光線昏暗，

辨不清年代， r陶元慶撰」數字，還依稀可認，

陶元慶萬歷三十一年到三十三年(1607一1609) 

任饒平知縣，立碑就在 這幾年裡;一碑高130盧

米，寬43塵米，碑額 大書一「明」字，無疑 也

是明碑。清碑一通: <重修 饒平縣城碑記) ，康

熙二十四年(1685) 知縣劉拌立，碑高146塵米，

寬的塵米。

原來計劃早上看看城隍廟，就離開三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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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還想到黃岡那邊在校幾塊碑。叉到中午了，卻仍

逗留在廟裡。

三饒印象

午飯後，離開三饒。坤生堅持要送我們上

車，并留了他家的電話號碼o

在三饒三天，訪得明清碑刻七十二通，抄錄

城磚役工印記也剛好是七十二種，收獲頗大。在潮

泊，除了潮州城之外，三饒是碑刻最集中的一個

點。它與潮州城，在解放後都經歷了一個相同的事

件: 作為區 域中心地地位的轉移一一1953年饒平

縣治遷往黃岡;潮州本是潮油地區 的首府， 1955 

年粵東行署遷往沁頭，潮州、|降為潮安縣治。這 事件

本是政治原因引起的，其影響最終卻表現在經濟和

文化方面。三饒所受到的影響顯然比潮州更大，後

者畢竟還保留著縣治的地位。縣治遷走，三饒變成

一個地處山區 的鄉鎮，現代化進程明顯停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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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鎮裡最「現代」的建築，仍然三 四十年 代

的產物。不少古民居現在還比較完好地保留著。歷

史成了三饒人記憶中的榮耀，許多文化遺跡因此得

到較好的保護。從歷史研究著眼，三饒為我們提供

了一個接近傳伽士會的樣本。三天來的收獲和見聞

已經可以証明。何況，還有好多該去該看的地方

呢。從社會發展著眼，如何利用古老的文化資源，

促進區 域的現代化進程，叉是一 個值得三饒地方領

導，三饒人和關心社會的研究者認真思考 的課題。

坤生一 家也給我們很深的印象。這幾天，住

在坤生的宿舍裡'就在他家吃飯。我們曾經商量

過，跟韓師的實習生一起在學校開膳，坤生和他爸

媽都不讓。榕青來過一 次，我則是第一次 接觸這個

家庭。沒有 一絲陌生感，除了初次 見面的自我介

紹，一開始就熟人一般，無所不談，毫無現代都市

人與人間那種矜持和隔膜。這 也是古風。

張小軍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

的資料咕時，系統便會顯示配對資料暗的總

數，並會以 五張咕為一組，按日吉 號將資料咕的影像

展示在電腦漿幕上。公眾人士叉可隨時翻回搜尋

頁，修改剛 鍵入的搜尋語，或者在其他搜尋欄中加

入搜尋詞，以收窄搜尋範圍。

有興趣人士可於辦公時間內，到歷史檔案處

公共 服務部使用該檢索系統(地址:九龍觀塘翠

屏道十三號香港歷史檔案大樓一樓) ;如對使用

「施其樂牧師資料集」有任何疑問，可致電 2195-

7728 與當值檔案主任聯絡。

1998年12月，我在福建泉州進行田野考察，

經海交館 的葉恩典先生介紹，有機會到晉江市檔案

館查閱資料。晉江檔案館 成立於1959年，獨居政

府 大院一隅，檔案庫面積1586平方米，內部 管理

井井有條，正在實行電腦管理，這 在縣級市的檔案

館 是十分難得的。

系統的 '保管有8 8 個全宗

的檔案資料口，9 18 卷，民國 時期的檔案1 1，316

卷，三 十餘姓的族譜共 3 3 0 多冊，民國 時期的

《泉州、|日報》 和《安海新報〉等合訂本100多冊，

還有明崇禎皇帝聖旨、名人書稿、紙幣等資料。

晉江在唐開元六年置縣，縣府 長期在泉州、卜

195 1年遷青陽，泉州的民國 檔案隨縣治遷移而 存

於晉江。民國 檔案內容涉及 廣泛，例如「法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