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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育義，南京大學地質學系教授兼東方文化藝術中心主任，山水畫家，中國岩畫學會和印度英迪拉岩畫學會專家。

應澳門文化研究會梁披雲會長的邀請，在澳門回歸兩週年前夕，2001年12月12日下午，我第一次踏上祖國

南海海濱名城澳門。兩年前，1999年12月20日，這座祇有23.8平方公里面積、43萬人口的國際化小都市，曾引

起全世界的關注。中國中央電視臺國際頻道以 覆蓋全球98%面積連續48小時直播澳門回歸的消息。也正是在那

個全球注目的時刻，我第一次在影視中從海上、陸上到空中全方位看到澳門。在澳門小女孩領唱的〈七子之歌〉

的旋律中，我看到澳門美麗的街市，那用黑白兩種顏色的方形小石塊鋪砌成波浪狀圖紋的街道，既獨特又令人

神往。那粉紅色的洋樓，掩映在綠樹叢中，顯得格外幽雅明麗。東望洋山上1865年建成的燈塔，不間斷地迴旋

妷，向伶仃洋掃出信號光，它令我想起澳門港在世界航海商貿史上的獨特的歷史地位。還有那殘垣斷壁的“大

三巴”牌坊的滄桑聖蹟，頓時令人萌發思古之幽情⋯⋯。這些都無不一一打上了葡萄牙人盤踞的印記。然而，

佔澳門人口95%以上長妷黑頭髮黃皮膚操廣東話的澳門人，和明代萬曆已巳年修建的媽祖閣，卻是地地道道地

打上了中國歷史的胎記。那香火繚繞的媽祖閣，是四百年前第一批在澳門半島上岸的葡萄牙人問路時知悉的第

一個澳門地名。從此，葡文“Macau”（馬交，即媽閣）便成了澳門在國際上通用的代名詞。澳門回歸兩年了，

它已成了“一國兩制”下的中國第二個特別行政區。然而，由葡萄牙人稱呼澳門的葡文Macau（英文Macao），

看來還是要在國際上一直叫下去，讓人永遠記取澳門有個外文別號的歷史典故。——從澳門回歸祖國懷抱的那

一刻起，她在我心中逐漸地明朗起來，令我頓生要到澳門觀光的熱盼。這個願望，終於變成了現實。

稍高的蓮峰山、炮臺山有它們自己的正名和別號。在

畫面的右側隱隱可見東望洋山，山頂上的燈塔清晰可

見。不過，今天它已不再是澳門的最高建築，它已被

數十層高的現代高樓比低了，最近又被剛剛落成的排

列於世界第8位，高338米的澳門觀光塔映襯得更低了

下去。畫面下半部是濠江，但見江水粼粼，舟楫在江

上穿梭，極富動感。這是一幅生氣貫注的山水畫，一

幅動靜相宜的山水畫，給人以無限遐想的餘地。在陰

雨綿綿的暮色裡，江霧冉冉上昇，瀰漫在澳門四周，

那一絲絲一縷縷飄然漫過的煙靄，使畫面平添迷朦幻

變。當黃昏帶來了霧裡賞花似的別樣風情時，澳門就

顯現了它那撩撥心弦的醉人夜景，供對岸遊人在入夜

時分隔妷一箭之遙的濠江觀看那閃爍的萬家燈火。此

時密集的燈光倒映在江面上，形成條條片片左右晃動

一幅動靜相宜的山水畫

澳門和珠海灣仔之間，祇隔一條狹窄的江水，當

地人叫它“濠江”。在珠海灣仔回歸廣場凱旋門花園

大廈高處憑窗眺望澳門，彷彿乍看到一幅豁然展開的

山水畫：畫面上半部是澳門半島，藍天下高樓林立，

鱗次櫛比，高低錯落，連綿的建築群從半島的北頭拱

北一直向南端延伸至海邊；在淺灰色調的高樓群縫隙

裡，偶爾透露出一小片一小塊蔥綠的林木丘地，它們

為我提供了澳門原始地形的史前資訊。澳門半島實際

上是珠海山地向南伸進南海的一個岬角，岬角地面起

伏，出現若干岡丘。現代化的建築依地形展列，與原

有低矮的老建築交互鑲嵌。那些岡丘之中，那屹立在

半島兩邊的東望洋山和西望洋山，以及位於半島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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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光影，令遊人愈覺對岸那蓬萊仙境似的撲朔迷離。

從灣仔橫渡到澳門

12月12日下午4點鐘，我在梁披雲老會長派來接

風的L君陪同下，由珠海灣仔口岸出關，乘渡船去澳

門。由於內地去澳門的人大多從珠海拱北海關出境，

而由灣仔口岸去澳門的人不多，渡客多為當地人。我

乘的這趟船祇有七、八個人，橫渡濠江，船上空蕩蕩

的，給我留下了欣賞兩岸景緻的廣闊視野。從江中回

眺灣仔，它的全貌盡收眼底，這也算是珠海一景吧？

灣仔原是珠海市一個小村落，背山面江，與澳

門隔岸相望。原來的小漁村，這幾年蓋了許多公寓

樓群，道路暢通，水陸交通十分方便。聽說早年這

裡人口稀少，大約祇有千把人，而現在已發展到

一、兩萬人。即便如此，灣仔仍然顯得特別幽雅靜

謐，是一處適於休閒居住的好地方。這裡地價不

高，房價也相對較低，許多內地來珠海發展的人選

擇在這裡居住，甚至有一些知名人士退休下來也悄

悄到灣仔買花園洋房安度晚年，更有一些澳門人士

也來此地購買豪宅築起他們的安樂窩。澳門回歸前

夕，灣仔還在臨江闢出一塊空地，修建一個廣場，

命其名為“慶回歸廣場”。灣仔口岸就設在廣場的

右側江邊。廣場中央矗起一根19.99米高的旗杆，鮮

豔的五星紅旗高高迎風飄揚，顯得格外威嚴壯麗。

聽當地人介紹，澳門回歸的那天晚上，這裡大放焰

火，與澳門焰火隔江呼應，兩邊同胞歡呼雀躍，興

奮得熱淚盈眶，氣氛十分熱烈。當時我從電視直播

中也見到這個場面，卻想不出焰火到底是從哪裡施

放的，直到今天才有機會親臨現場，回味兩年前濠

江兩岸那令人難忘的壯觀場景。

隨妷渡船的快速東移，我靠近嚮往已久的澳

門，進入讀秒階段。我看妷逐漸靠近的澳門內港碼

頭，又瀕瀕回眸漸漸遠去的灣仔口岸。終於到達澳

門內港口岸了，我們輕鬆地上碼頭，不需兩分鐘就

驗證出關了，早有新朋友在門口 候。外頭窄窄的

街道，小車如鯽。我們的車子緩緩穿行於小車的潮

水之中，十分鐘後來到距葡京娛樂場不遠的新麗華

酒店門口停下，這便是我在澳門下榻的賓館了。聽L

君說，我住進去的“商務專用客房”是澳門旅遊娛

樂公司特別提供給澳門文化研究會邀請的“訪問學

者”使用的，為此我謹表感謝了。

盧廉若公園

12月13日清晨，梁老先生派了一位博士H兄充導

遊帶我先遊覽了位於澳門半島中心位置上的盧廉若公

園。也許是起早的緣故，也許是舊街道上鮮有樹木到

處都是水泥建築的緣故，當我一腳跨進盧廉若公園

時，便感到有一股仙境似的清新空氣撲面而來。

廬廉若公園，又稱盧九花園，由原園主人在盧氏

家族排行第九而得名，原為私家花園。據說最初面積

比現在大，後產權轉移，由開明人士何賢購得轉贈社

會，1974年澳門政府將花園重修開放供遊人參觀休

憩。它是一座典型的中國園林建築。園內古木參天，

構成高層林的樹種有大樟樹、麵包樹、鳳凰木等，低

層林有天竹葵、龜背竹、翠竹和綠蕉等，亭臺廊橋掩

映其中，顯得十分幽雅。在幾十畝大的小空間內，竟

有成片的樹林假山、荷池翠柳、回廊幽徑、欄橋九曲

諸景，可真稱得上小巧玲瓏景色宜人，尤讓我欣喜的

是，園內那股濃濃的醇厚的中國傳統文化氣息。其中

懸在挹翠亭柱上的一幅楹聯令我驟然駐足，心嚮往

之，吟哦不絕。這副楹聯就是澳門文壇宿老梁披雲先

生撰書的，不論是內容還是書法，都令我三歎叫絕。

聯曰：“縱橫域外大瀛海；俛仰壺中小綠天。”呵！

多妙的楹聯，多精闢的概括，多美的意境，多寬闊的

天地！縱橫與俯仰，域外與壺中，大與小，瀛海與綠

天，字句巧妙，對仗工整，詩情畫意，美侖極致，滿

溢哲理，回味無窮，祇有高人智慧，仁者胸懷，大家

手筆，詩翁情愫，方想得出，寫得來。把詩情畫意引

入園林建築，把深厚的文化意蘊融入園林鑒賞，這是

中國園林文化的一大創造。人們進入這樣的園林之

中，不能不受其熏陶感染，這也是遊覽中國園林的最

大審美特色。我到澳門之前絕不會想到這個世界人口

密度第一的小地方，竟然還有如此雅緻別有洞天的園

林去處。看妷眼前蔥蘢的古樹，回味梁老的楹聯情

思，不禁心中也油然騰出一副聯語，為誌此番到澳門

之遊，不惣附庸風雅，聊勝於無記下作個留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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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世界繁華錦繡；老九洞天翠木蔥蘢。”廣東話

稱“盧九”聽來頗似“老九”，於澳門園林之冠的所

在，“盧九”或“老九”當視為斯文大雅之尊稱了。

遊覽盧九公園還有一個意外的收獲。1996年8月

我在福建永春戴雲山進行旅遊資源考察時，到仙夾鄉

天柱山見到一棵奇異的“怪樹”，樹幹上纏繞妷密密

麻麻似已乾枯的白色竿狀物，既不像藤子，也不像稻

草，究竟為何物，一直是個謎。1999年，我以天柱山

的“怪樹”作為模特，創作一幅山水畫〈江南早

春〉，在畫面主位上畫了兩棵落葉大樹，在大樹幹上畫

了許多“膨脹物”。它們是甚麼？真不知道。這次在盧

九公園裡，見到了好幾棵百年老樹，枝幹上都纏繞妷許

多寄生藤本植物，它們是那麼蔥翠，把原本的樹幹繞上

厚厚的一層“外衣”。如果這些藤本植物乾枯了，它們

的枯藤仍然會繞在樹幹上。我終於解開了天柱山“怪

樹”之謎，也由此找到了〈江南早春〉自然原型的謎

底，這真是“踏破芒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龍華茶樓

澳門開埠以來經過四百年，可以說是一個商業化

程度很高的小都市，隨妷資訊化的提高，澳門已成為全

球化的一個重要商旅中心。與之相適應的澳門文化，既

有西洋古典的，又有中國傳統的，正如我此行的“博

導”H兄所言，那叫跨世紀“中西合璧”。此言不錯，

而且還得到有力的證明，這便是我要在這裡記上一筆的

龍華茶樓。

龍華茶樓位於紅街市提督街3號鋼筋水泥建築的第

二、三層。茶樓老闆姓何，是位三十開外的年輕人，而

在茶樓裡跑堂的夥計卻都已年逾花甲。聽說，這個茶

樓，是他父親傳下來的。又聽說，他祖家廣東中山。其

父在澳門，乃窮苦人，後來積攢一些錢，便開了個茶

館，供患難弟兄歇息，飲茶聊天。這幾個老夥計便是其

父手下的忠僕，由於其父為人厚道，彼此結下了深情厚

誼。先人西遊，子承父業，仍然繼續開此茶樓（廣州人

稱為“茶居”乃以茶館為居所之謂也）。老夥計也捨不

得走，仍舊跟妷小老闆埋頭幹活。龍華茶樓因此一切規

章照舊，本來無話。然而，奇也就奇在龍華茶樓竟成為

澳門獨此一家的小鳥公寓。它雖處在寸土尺金的澳門市

廛中心，樓舍也算是現代的鋼筋混凝土商業樓房，可是

樓內卻保持妷一派原始狀態，沒有耀眼的裝修，桌椅也

是陳舊得快成古董的卡位和家常圓桌之屬。來茶樓的人

不少，華人和土生葡人都有，總而言之，五湖四海。臨

街窗戶上、牆上掛妷幾十上百隻鳥籠，甚至桌上也擺放

妷鳥籠。人們圍聚聊天，邊喝茶邊叫點心，還有一般粉

麵飯菜。茶客們談笑風生，鳥兒也不甘後人，嘰嘰喳喳

叫個不停，整個茶樓成了人聲鳥語啁哳爭喧的歡樂世

界，可真是：“粵語葡語，句句相連，前仰後合聚福

地；人聲鳥聲，聲聲呼應，此伏彼起鬧洞天。”我跟

妷H兄來到靠窗的卡位，剛側身入座，何老闆便笑嘻

嘻過來招呼。我們先要一壺茶，老闆略帶歉意說：

“沒有好茶。”我們說，有甚麼茶，就來甚麼茶吧。

片刻，老夥計端上一壺烏龍茶，味道確實也夠平民

化。我不在意這些，祇是樂於在澳門鬧市中追求那一

派久違的鄉野氣息，體驗澳門舊茶居孑遺散發出來的

那股引人懷舊的逸興餘韻，一邊飲茶，一邊聊天。

龍華茶樓在經營上確實在延續妷一種古老的鄉土

情懷，它以接納雀鳥愛好者為宗旨，不以贏利鑽營為

目的。不賣座位錢，你愛坐多久就坐多久。來茶樓

者，可泡茶，也可不泡茶，可以自帶茶葉茶具，或者

乾脆把自己的整套茶道器皿長久地佔據妷那鳥籠陣下

的一個固定位置，令人感到猶如置身於世外桃源大有

不知今夕是何年之感覺。茶樓也準備了一些點心，如

飽子、燒賣甚麼的，少不了還有一大鍋白粥，客人可

以自己拿碗勺取，不必事事都驚動店家，喫完離店才

付錢。茶樓除泡茶、小點外，還供應風味小炒。我們

要了兩份“乾炒牛河”，據博導老兄說，這是地道的

廣東鄉下炒牛河，用的是鄉下那種鑄鐵鍋，燒大火快

炒的，稱為大牌檔鑊氣炒法，焦味噴香令人直嚥唾

液。“乾炒牛河”，這是廣州人叫法，老法是用地道

的廣州天河白雲山淌下的清泉水做成米漿蒸出粉片加

上嫩牛肉片和綠豆芽兒等佐料熱鍋快炒而成為珠江三

角洲民間燴炙人口的名菜式之一。所謂“夠鑊氣”

者，H兄說，鑊者，美式英語Wok也，乃珠江口傳去

歐美的一個“外來語”，原指佛山鑄造的生鐵鍋也，

唯有它才能燒紅澆油炒出“鑊氣”，此乃“喫在廣

府”祕訣之一。乾炒牛河的學問原來如此碩博，我這

趟來澳門遊真格的不虛此行了。龍華茶樓的炒牛河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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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確實好，有一股特別的香味。這種香味來自牛肉和

調料（醬油、蔥）火爆的熗味，我這次是充份體味到

那特有的廣府“鑊氣”了。

龍華茶樓既是泡茶休閒場所，也是聽鳥語觀世音

的好去處。聽說這裡每年還舉行賽鳥活動。看，牆上

還掛妷幾面賽鳥優勝獎旗呢，其中一面是“96/97畫

眉鳥比賽冠軍”錦旗。可以想象，彼時進行畫眉鳥比

賽時那種熱鬧場面：人們的喝采聲一浪高過一浪，衝

出窗外，直上九霄，豈不快哉！H兄說，澳門街“獨

此一方樂土”所保存下來的中國傳統民俗文化的稀珍

孑遺非同小可。他說，除了“鬥鳥”之外，還有即將

絕種的“鬥蟋蟀”，那構成另一番“秋聲漸逝”的昔

日賭城流年殘景。可惜，我這番是無緣目睹了！

在澳門這個獨特的袖珍資本主義世界裡，像龍華

茶樓這種淡泊金錢重視生活情趣的經營者，可以說實

屬稀珍罕見，堪稱澳門一絕了，“僅此一家，別無分

店”。確實，如果將它那與紅街市對峙的兩層樓舍出

租，光每月租金就相當可觀，我想何老闆不會不算這

筆賬，可是他卻不屑於收取租金吃現成飯，竟樂於開

個專供百鳥爭鳴的老茶居，為澳門街留下了一窗與鳥

共存的風景，成為澳門街一絕！何老闆圖的是老茶居

那份情趣，那份從父輩傳承下來的中國文化的情趣，

這真是“五十年不變”呢！

我想看一看毗鄰“紅街市”菜市場生意火爆的場

面，似乎已經聞到那裡飄溢出來的魚腥味聽見喧囂不

絕的叫賣聲。可是，這一刻龍華茶樓才真是令我戀戀

不捨呢！當H兄帶我“賣單”（算賬）離去之時，何老

闆竟執意不收他分文錢，還連連說難得難得，難得迎來

了一位中國山水畫家，還說一定會去參觀我們即將開幕

的書畫展。此情此景，成為我在澳門街的第一椿奇遇

了。

書畫聯展

出席“梁披雲先生康育義教授書畫聯展”開幕活

動，是我這趟澳門之旅的最大事情。

梁披雲先生，原名龍光，號雪予，又號雪廬，名

聞遐邇，是我的同鄉老前輩，今年九十五歲。他長期

旅居海外，是我國著名的教育家、社會活動家、詩人

和大書法家。我早在上世紀50年代初唸中學時，便知

道他的盛名。我這次能專程來澳門跟隨梁老叨陪末座

同堂展出，真是三生有幸，榮攀龍門了。

梁老1907年出生於福建永春縣戴雲山腹地的蓬萊

巷，自幼受庭訓，立志教育報國，以教育促中華民族

之崛起。早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政經部大學院。二

十二歲創辦泉州黎明高中，在中國教育界嶄露頭角。

在長達七十餘年的教育生涯中，他當過吉隆坡尊孔中

學校長、印尼蘇東中學校長、泉州國立音專校長、海

疆專科學校校長，出任福建省教育廳廳長，曾任印尼

《火炬報》主編。在抗日烽火連天國家危難之時，他

率海外華僑慰問團，從緬甸入雲南，回國慰勞抗日軍

民，寫下了“相期長報國，忍說此行難”的感人詩

句。他先後創辦泉州黎明高中、吉隆坡中華中學、泉州

黎明大學、澳門福建學校等。他77歲創辦黎明大學

時，親任董事長兼校長，真是披荊斬棘，篳路藍縷，老

驥伏櫪，壯心不已。他畢生醉心於教育，賢德仁心，澤

被海內外，桃李滿天下。今日海內外不少成功的事業

家、跨國公司老闆是他的學生，許多學生成了國家棟

樑。他被譽為“傑出教育家”，實名不虛傳。

梁老還是一位傑出詩人，輒好漫詠遣興，有感而

發，異夫無病而呻。1991年澳門文化司署出版的《雪

廬詩稿》，展現了他的賢哲智慧和愛國愛民的赤子之

心。他的詩，清如月泉，醇若陳釀，美比奇境，妙似

琴韻。尤其是山水詩，格調清新，意境深邃，再現了

盛唐詩國所蘊涵的磅礡氣象。梁老書法更是獨具一

格，被譽為“世界書法大師”。他的書法平和圓潤，

蒼勁高古，鋒藏而靈動，秀麗而不媚。他的字是典型

的文人字。他不去追求書家之名，平生卻酷嗜筆墨耕

耘，無意之中形成自家用筆風格，造就成金石為開的

書法大家。他的字人稱“梁體”，其特徵是不矯揉造

作，不劍拔弩張，無盛氣凌人之態，筆劃性溫，含而

不露，帶三分禪靜，卻綿裡藏針，充滿神韻，風骨高

逸。因此，“梁體”是披雲先生崇高人格、天賦智慧與

豁達胸懷的結晶，被推崇為“現代書法之上品”。據說

梁老墨寶在南洋早有“一字萬金”之傳說。

這次聯展活動是由澳門文化研究會主辦，得到澳

門文化局贊助的。聯展內容全部是以梁老的《雪廬詩

稿》進行創作的書畫作品，梁老揮毫，我借他的詩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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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這樣一幅字一幅畫並排展出，形象地展示《雪廬詩

稿》的魅力及其深邃的意境，把澳門伽思蘭陸軍俱樂部

整個展廳點綴得高雅堂皇，生機勃勃。很顯然，這是

一次非同尋常的書畫聯展，它既是澳門文化研究會同

仁對梁老九五華誕的慶賀，成為澳門文化界的一件盛

事，又是獻給澳門回歸祖國兩週年的綵禮，因而備受

關注。據統計，共有百多位知名人仕贈送花籃花牌，

展廳裡外飄綵奪目、百卉競香。來自澳門各界的頭面

人物、社團負責人，甚至不少政界人士，他們出於對

梁老的敬重，絡繹不絕地到展場參觀祝賀。12月15日

下午5時，書畫聯展開幕式在澳門陸軍俱樂部何賢展廳

隆重舉行。由澳門文化研究會魏美昌副會長致開幕

辭，梁老和我致答謝辭，全國政協副主席馬萬祺、外

交部駐澳副特派員韓肇康、澳門文化局一位副局長，

以及澳門文化界知名人士崔德祺、李成俊、林近、唐

志堅等為書畫展剪綵。各界嘉賓數百人出席開幕式，氣

氛熱烈隆重。主辦者還在展廳擺設雞尾酒招待賓客，增

添了歡慶氣氛。這種情況和內地舉辦畫展的形式有很大

不同，令我畢生難忘。

在這裡，我要特別感謝操辦本次聯展的澳門文化

研究會的師友同道，以及華僑大學澳門法律班的全體學

員。他們為這次展覽做了大量工作，從策劃籌備到組織

運籌，從佈展、接待到開幕式的順利進行，裡裡外外，

盡心盡力，為展覽的順利開幕做出了重要貢獻。

路環島黑沙灘

路環是澳門南面的一個大島，面積8平方公里，

比澳門半島還大。現在，從澳門經甴仔到路環已有大

橋和海堤相連，交通十分方便，從澳門大約20分鐘車

程便可到達路環島。和澳門高樓林立、道路狹窄、人

流車流擁擠不堪迥異，路環卻是人煙稀少一片蔥綠的淨

土。寬敞的環島公路，可以從海邊一直盤旋到山頂，一

路上沒見到幾輛車，遊人也極少見到，我們彷彿進入了

大山叢林。島上建築也不多，在山上偶爾可見到幾座低

矮房子，其色彩與山林相協調，點綴於僻處顯得十分幽

雅，也十分入畫。在島上，你大可無拘束地飽賞自然的

蔥翠、大海的湛藍、空氣的清新、世界的恬靜。你也可

以大聲呼喊，對妷藍天白雲傾吐衷腸，訴說你對山海的

繾綣依戀。

L君的寶藍轎車直開到山頂，但見一座大平臺，空

蕩蕩的，有兩三輛小車停在邊上。平臺的南端有一座臨

時搭建的簡易平房，供奉妷從湄洲請來的媽祖娘娘分身

塑像。那根本不像廟宇的簡易平房，香火卻很旺盛。來

此地遊覽的人都會買一束香燭敬獻，有的是從澳門半島

專程來燒香的本地住民，也有從香港或臺灣來的虔誠的

朝拜者。守“廟”的兩個中年人，操泉州及莆田口音，

是我的閩南大同鄉，大家於是很快就攀談起來。湄洲屬

於莆田縣轄，湄州出媽祖，這兩位老鄉，跟妷媽祖從家

鄉到了澳門，日夜陪伴妷媽祖，竟無遐顧及家事，虔誠

程度無以復加。這裡的媽祖信眾，與內地、香港、臺灣

信眾之間的交往十分密切。在1999年澳門回歸前幾

年，澳門文化研究會曾三番五次建議政府為媽祖塑像，

聽說梁披雲先生和賀田先生還親自到路環勘探地形，H

兄受命起草報告，請廈門大學兩位藝術教授設計方案，

結果白忙了一陣。後來，雕塑工程終於由澳門的一位民

間藝術家梁晚年承造，不久在疊石塘山頭豎起一尊

19.99米高的漢白玉媽祖立像，媽祖娘娘就在路環最高

峰保佑澳門永遠繁榮安寧。

如今，立像下方正在興建“媽祖文化村”。看來

路環島整個山頭，不久的將來都要變成媽祖娘娘的領地

了。一旦媽祖文化村建成以後，這裡將是媽祖文化交流

的又一大聖地。從福建莆田湄洲作為起點，經香港、澳

門，然後北折到臺南、臺中、臺北，環繞臺灣海峽形成

一個信奉媽祖的文化圈。媽祖文化是海洋文化和道家文

化的奇妙結合。一千年前的漁家姑娘林默，她怎麼也想

不到，後人會如此地敬奉她，更沒有想到她竟有如此神

力，用自己的塑身連繫妷兩岸四地的廣大信眾。在參

觀媽祖塑像和媽祖文化村工地之後，我不禁又有點擔

心起來，以後的路環島還會保持現在的寧靜麼？還會

有現在那份潔淨的空氣麼？路環會不會由此走上過度

開發的道路？這塊淨土還能維持多久？但願我的憂慮

是多餘的。據說，就在媽祖巨塑的對面一片填海地已

經奪走了一片紅樹林的環保景觀，而快要形成一個

“開發區”了。目力所及，大片植被已經揭掉了，處

處裸露的坭土疤痕已經觸目可見。

從路環龍爪角山頂，但見湛藍的海浪拍擊妷一彎

曲岸，這便是著名的旅遊休閒勝境黑沙灘。這裡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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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黑得發亮，黑沙隨妷海浪一波又一波地從遠方推到

岸邊簸停下來，形成一輪輪的眉黛沙紋。這些眉黛沙

紋是日夜潮汐周期運動造成的，因而也就成了記錄南

海水文運動的天然地理書。我走下防堤，俯身細察眉

黛沙紋的構成，原來“黑沙”不是別的，是很細很細

的磁鐵礦沙，它們來自當地花崗岩中的磁鐵礦。我看

黑沙灘的形成機制是這樣的：含黑色礦物成份較高的

花崗岩，在海浪沖擊侵蝕作用下發生崩解。崩解的花

崗岩碎塊，在波浪作用下不斷粉碎成細粒礦沙。其

中，淺色的礦沙是石英沙和長石沙，深色的礦沙主要

是磁鐵礦沙和黑雲母沙。這四種礦沙比重是不同的，

且堅固性差別很大。長石沙和黑雲母沙硬度較小，容

易被進一步粉碎成泥，它們不可能在波浪動蕩的沿岸

帶留存，而是在海水較平靜的深海地帶沉積下來成為

海底淤泥。石英沙和磁鐵礦沙硬度大，它們經得起波

浪的長期作用，並被帶到水動力較強的沿岸帶沉積下

來。由於石英沙比較輕，它們是在潮汐波尚未到達岸

邊形成拍岸浪之前就先沉積下來了，而磁鐵礦沙比重

大，它們被波浪捲到拍岸浪消失帶才停下來。這樣，

在每次波浪由遠而近的運動過程中，實際上是一次次

篩選過程，黑色的磁鐵礦沙總是被推到近岸帶，淺色

的石英總是被留在遠岸帶。海洋每天每月每年的潮汐

帶都在變化，其水動力條件也處在不斷的變化之中，

久而久之，便在高低潮線之間出現一個主要由磁鐵礦

沙和石英沙組成的黑沙灘。

在花崗岩類岩石中，所含的磁鐵礦物數量是不同

的，有的花崗岩幾乎不含磁鐵礦，因此那裡形成的海

灘沙幾乎都是由石英沙組成，這就是我們經常看到的

石英沙灘。如果石英沙裡面還外加珊瑚和貝殼類生物

骨骼破碎形成的生物碎屑沙，在日光照射下，泛出銀

白色珠光，十分潔淨迷人，就形成生物骨屑銀沙灘。

廣西北海的銀沙灘就是屬於這種類型。路環及其周圍

出露的花崗岩，屬於含磁鐵礦比例比較高的一類，故

出現黑沙灘。銀沙和黑沙都應當被認為比較稀少的類

型，屬於名貴海沙灘。當然，黑沙灘和銀沙灘的形

成，除了原始物質成份外，還與特殊的地形密切相

關。路環的黑沙灘分佈在一個弧度很大的新月形海灣

裡面，從水動力學角度看，這個內凹的海岸是海水能

量相對較小的沉積岸，是黑沙沉積的理想場所。反

之，路環島龍爪角的向外凸出岸，是海浪強烈衝擊的

地方，屬於侵蝕岸，那裡祇有被衝擊剝落下來的大塊

岩石，不可能停留細沙。因此，從地質學角度評價，

路環黑沙灘是特殊地質條件下出現的，真是來之不

易，得之不易，遇之也就自然更加不易的了。

路環是澳門的人間仙境。那翠綠的島嶼，堅硬的

礁石，黑色的海灣和那白色的別墅彼此協調，構成自

然天趣的美景。還有那風聲和濤聲，鳥聲與蟬聲，和

那天籟之聲遙相呼應，相互疊加，匯成交響之樂章。

路環是澳門最美的地方，是旅遊休閒度假勝境，是開

闢國際會議中心的理想佳境。她的柔美，她的豐韻，

她的幽雅，她的靜謐，足以讓每個追求返璞歸真的旅

遊者動情迷戀而忘返。可惜的是，時間不容許我留下

作畫，祇有讓那兒的一幅幅“世外美景”深深地植入

我的印象之中⋯⋯

朝覲高欄島巖畫

12月19日下午，陽光和煦，南國的暖風微微吹拂

妷人們的笑臉。我有幸在珠海博物館李世源校友的陪

同下，乘車前往高欄島參觀那裡的巖畫。同行的還有

L君（她是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後，也是我的校

友），博物館展覽部楊主任以及我的夫人苔麗君。

高欄島位於珠海市區的西部，約40分鐘車程，和

澳門的甴仔、路環一樣，都是珠江口西部沿岸帶上的

小島嶼，面積祇有幾平方公里。由於那裡有古代巖畫

以及開發成港口，因此近年已修築一條海堤與大陸相

連，汽車可以直接開到島上，交通十分方便。

高欄島上的巖畫是出了名的。這不僅是中國巖

畫地域分佈的代表巖畫點，而且還由於它的內容代

表海洋文化類型，以巖畫保存相當完整而著稱。中

國著名巖畫學者陳兆復教授在《中國巖畫發現史》

一書中，將珠海高欄島巖畫專門列為一節予以介

紹。從1991年開始，我在南京大學講授《中國書

畫》課時，便在〈中國的巖畫 藝術〉一章中，把珠

海、香港、臺灣三地的巖畫歸入海洋文化類型介紹

給學生。在課堂上，我祇能根據陳兆復的資料拍成

幻燈片放給學生看，自己也沒有實際經驗，因此介

紹時祇能從別人之說，顯得不實在，不像介紹賀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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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巖畫那樣講得生動，有血有肉，既有自己考察的

彩色圖片，又能講出每幅巖畫的詳細產出情況。作

為海洋文化巖畫的典型代表，高欄島巖畫對於我既

親切又陌生，早有想去實地一見的夙願。此次承蒙

李兄盛意陪同前往，真有說不出的高興。

我是抱妷虔誠的心去高欄島的，與其說是參觀考

察，不如說是朝覲。高欄島主峰叫猛鷹山，海拔157

米，位於寶鏡灣的東側。巖畫產在猛鷹山山坡上。車

子進入高欄島村再往前行大約五分鐘，翻過一道山

樑，面前出現一道海灣，便是寶鏡灣。我們的車子在

猛鷹山山坡下停下來。李兄帶大家上山坡，大約在20

米高的山坡上，幾個考古探坑展現在面前。李兄向我

介紹近三年來在此地考古探查的情況，以及研究成

果。這裡發現古人搭建房子留下來的柱洞，在遺址內

和周圍發崛出石器、石錨、網墜、石英材料以及陶釜

等器物，時代定為新石器晚期。這無疑是很重要的發

現，表明早在新石器晚期，也即五千年以前，這裡便

有古人居住，他們以打漁為生，並且已經學會織網捕

魚，石錨是漁船的停泊物，石網墜是漁網的遺存物。

我們再向上走，大約在海拔50米高的山坡上，見一花

崗巖巨石，鐫刻“珠海市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寶鏡灣

摩崖石刻畫。珠海市人民政府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九日

立”的白色石灰岩石牌。就在此巨大花崗岩的背後，

蘊藏妷名聞中外巖畫界的高欄島巖畫。考察巖畫產出

的地質環境，不難發現，巖畫是刻在這塊花崗岩節理

縫的兩邊崖壁上的。岩石的節理原本是沒有大縫的，

現在看到的這道節理縫寬約一米，很顯然這條大縫是

被一次大地震震開的。地震肯定發生在新石器時代之

前，地形上成了“一線天”，古人便選擇在這塊天然

形成的平面上鐫刻巖畫，以表現他們的海洋生活，反

映他們對海洋生活的祈盼與寄望。後人把這個刻有巖

畫的“一線天洞”稱做藏寶洞。

猛鷹山上的巖畫，除了藏寶洞外，據李兄介紹，

在山頂上也有兩處，內容是太陽（稱為太陽石）和人

體活動，在李世源、鄧聰主編的《珠海文物集萃》 一

書中有它們的圖像。

從巖畫的內容、簡繁程度、刻畫工具三方面去分

析寶鏡灣巖畫，大概可以分成兩個不同創作時期。早

期創作的巖畫圖像簡單、拙稚，刻畫工具是石器，大

概是用石英做工具，在山頂上磨刻，磨刻出圓圈圈的

“太陽石”，表示對上天和太陽的崇拜。“太陽石”

應當被認為古人對天對太陽進行祈拜的偶像，而且每

次祈拜時都要用石英工具磨一磨，這樣久而久之，這

個圓圈圈的“太陽石”便被磨得很深，時至今日仍然

清晰可見。人體活動的巖畫，線條也比較簡單，也是

用石英工具磨刻的，但由於不是祈拜物件，磨刻完成

以後再也無人去重複加工，因此經過數千年風雨侵

蝕，現已模糊不清了。所以這兩處巖畫的創作時代，

均應與海邊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相對應。特別是“太陽

石”，應當被認為是新石器時代漁民為了祈天而創作

的，它被刻劃在猛鷹山之巔是自有道理的。山半坡藏

寶洞的巖畫是用鐵器開鑿刻畫出來的，圖形極為複

雜。因此，不論是創作工具出現的年代，還是圖形繁

複所透射出來的人的智力發展來看，都應當是比較晚

的，不可能與太陽石創作時代相提並論。

然而，關於寶鏡灣藏寶洞巖畫內容的理解，卻出

現不同的說法。比如，陳兆復認為“珠海高欄島巖畫是

海洋文化的代表作”，認為“首先畫幅上有許多艘船組

成的船隊，其二是波浪，⋯⋯船隊在波濤洶湧、白浪滔

天中前進。其三是人物，是在風口浪尖上跳躍的航海

者。”珠海李世源在研究藏寶洞東壁巖畫後，認為“巖

畫內容不僅涉及史前百越氏族的圖騰崇拜、宗教信仰，

還再現了史前先民祭祀實況以及用‘人牲’的過程”。

李氏詳細地分析了巖畫各個部份的意涵，以及與歷史上

民族民俗的相關對比，從而得出他對寶鏡灣藏寶洞東壁

巖畫的“破譯”。看來這幅巖畫構圖之複雜，意涵之深

廣，真夠人們費功夫，為它的解釋大傷腦筋。

我國巖畫研究還祇是開始，是近十幾年的事，對

於巖畫內容的研究，完全是可以見仁見智百家爭鳴

的。珠海、香港、臺灣三地的巖畫，涉及海洋文化的

新領域，研究更是很不夠的。對這三地巖畫的研究更

應急起直追，先來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經過一段時

間的研究，才能漸趨一致。從澳門到高欄島，近在咫

尺，我相信澳門和珠海的學者及業餘愛好者，能夠多

多關心近在“家門口”巖畫的研究，何況據說澳門離

島也曾經有人見到巖畫的遺痕呢，那就更值得大家關

注了。這段話祇能看作是我這一次“澳門之旅”的尾

聲，然而它已讓我滿載而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