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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底圖片：
明代鄧龍岡墓誌拓片，何幼惠等題字，朱樂庭拓

基永兄出身廣州西關書香門第，家學
淵源，自幼潛心書畫古籍，學養深厚，
尤對廣府文化認識精到。近年於研究
古代文獻之餘，走訪港九新界古墓，
並編纂成書，對形制、工藝、銘文、
風水，一一考證，娓娓道來，知識與
趣味兼具，文中提出「廣府墓前半部
在廣州，後半部在香港」，旨哉斯言，
誠意向大家推薦。

——香港學者 丁新豹教授

古墓史，替亡者說事，為生者尋根。
採石江邊探舊墓，繞田無限草連雲，
梁基永讓沉默的墓地有機會發聲。聲
音裏，有人情與世變，有斷裂與延綿，
一切其實跟人間故事不離不棄。如筮
師，如召魂，這書，引領亡者與生者
對話，是歷史研究，亦是人倫功德。

——香港作家 馬家輝 梁基永，生於廣州，古典文獻學博士，文
獻學者與書畫家。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榮譽
副研究員，香港古琴研究會會長，香港天
風畫會主席等，専長爲藝術史，明清歷史
人物研究，近著包括《道從此入：清代翰
林與香港》等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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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抬到海拔兩百多米的山坡上。考察

柏架山附近的石質，與此石非常接近，

如果曾家是在發家之後，再重新營造，

則此墓碑反而會選用較為名貴的材料

（如後文將提到的連州青石等）。

因此這方墓碑在選材、字體等方面

看，大概率應該屬於原物。曾氏福德公

墓碑的價值在於，這是港島區現存 早

的有年款墓碑。港島區在開埠之前，並

不是沒有原居民，例如南區薄扶林村一

帶，乾隆時已經有定居的氏族，但是開

埠之前的墓碑，並沒有完整保留。港島目前所見， 早有年款的文物，

是天后廟道天后古廟中所懸掛的乾隆年款的鐵鐘，而排行第二位的，則

應屬此福德公墓碑，排行第三的則是灣仔「洪聖古廟」內的石雕燈座，

年款為道光二十七年（1847），那已經是香港開埠之後了，不過從材質

和書法看，兩者非常接近，也預示了廣式大墓的另一個時代開始。

柏架山上立於道光二十七年的曾

氏福德公之墓碑是港島現存最古

老的有年款碑刻

晚清至民國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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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開埠之後，首先發展起來的是港島地區，而廣大的新界地區，

一直到光緒末年（1898）才正式納入港英政府的管轄，因此這時期的墓

葬，香港島和新界的墓葬風格逐漸分流：港島區因廣府地區移民數量迅

速增加，因此受廣府晚清風格影響很明顯，大規模使用石質、奢華精美

成為主流。新界地區則相對保守，原有的青磚式墓葬仍然流行。

為了敍述方便，本書將道光朝整個歸入開埠之前的墓葬討論，這是

因為雖然香港開埠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不過在開埠初年，英國只

佔有香港島，而香港島上的早期移民，尤其是有一定身分地位的居民，

都不在本地安葬，所以道光朝新界地區現存古墓較多。

咸豐朝（1851 1861）只有十一年，香港地區現存本朝文物稀少，

中國內地，因爆發太平天國運動，經濟受到摧殘，咸豐朝款的建築、器

物等均屬稀缺。此時期的香港，港島已劃入英國管治，但草創之初，各

種制度未健全。華人禮制不消說當然遵依傳統，廣府商人講究落葉歸

根，來到此地的廣府新移民多數是底層勞工，這些勞工即使病逝，也多

數運柩回鄉安葬，因此港島區迄今未發現咸豐朝的墓碑。

新界地區，現存咸豐墓尚有

數處，較典型的當數桂角山腰的

鄧春台母子合墓。桂角山在元朗，

因山上少樹木、多巖石，原名圭

角山，本地人多因諧音為雞公山

或雞公嶺。鄧春台墓位於南坡西

坑嶺 100 米等高線上，由於位置

偏僻，保存較完整。

墓為青磚山手式墓，由護嶺，
桂角山鄧春台母子墓外觀，官帽頂的裝飾風格猶存

古風

壟環，拜台組成，未發現后土。

護嶺與壟環均為青磚砌成，無雲

月浮雕，壟環與護嶺青磚為人字

形砌作，墓碑框為花崗巖石質，

碑框上方有官帽形寶珠，塗紅色，

墓碑為黑石質，楷書，保存完好，

正中為「清例授八品孺人鄧母侯

氏，邑庠生顯考春台鄧公墓」。按

照右側的銘文，侯氏為鄧元璧的

原配夫人，生二子，鄧春台是她

的次子，生於道光二年（1822），

卒於道光二十六年（1846）得年僅二十四歲。因此其父親將幼子和夫人

合葬於此，土名屏莆。墓碑年款為「咸豐五年乙卯」（1855）。掛榜和踢

靴亦以青磚砌成，磚為橫直砌作，這種造型和砌法，與道光朝的實物如

「荷葉跋龜」一脈相承。鄧春台墓為母子合墓，這種合葬方式在香港現

存古墓中較罕見。

鄧春台母子墓因位置在高山上，地形的高聳和偏僻使其得以完整保

存。值得注意的是，從前述的明代「將軍下馬三杯酒」，到康熙朝的「五

點梅花」，乾隆朝的「五龍爭珠」等，都在地形較高的位置點穴，不過咸

豐初年之後，晚清新界大族就很少再在偏僻的高山上營造大墓，轉而流

行在較為平易到達的低地安葬。

由嘉慶朝開始流行的橫直混合式青磚砌法，在道光、咸豐兩朝開始

成熟，康熙到嘉慶朝的實例（如天光莆廖仲傑墓與四排石鄧柱我墓）均

有青磚與黃色磚的混合，黃色佔很小的比例，到了道光、咸豐兩朝，基

鄧春台墓墓碑銘文

香江佳城_三排_0518.indd   102-103香江佳城_三排_0518.indd   102-103 2023/5/18   09:562023/5/18   09:56



104 105

本已是一色青磚。沙田九肚山可見到一處有趣的實例，這是一穴石砌混

合青磚的山手墓，原來的形式為一重護嶺加壟環式，咸豐四年（1854）

重修時，將護嶺和掛榜改為青磚，墓碑為火山石質，正中書「十七世祖

考興隆鍾公墓」及夫人名諱，左側記載墓地土名「馬尿」，左側年款為

「咸豐四年仲冬月吉旦重修」。從護嶺與踢靴部分看，是以當地所產紅黑

色石塊所砌成，這種形制與前述乾隆年間做法非常接近。壟環的青磚為

人字形，掛榜為橫直砌作，則屬後期的手法。

上述碑石並非清早期的黑色石，而是火山石，前述道光朝開始，墓

碑的質地開始多樣化，而咸豐朝更出現了陶質刀刻銘文的墓碑，較為早

期的一例，是在曹公潭上花山村後山的曾維俊墓，此墓形制簡樸，只是

簡單的草墳，特別的是墓碑為陶質碑，質地較硬，看來經高溫處理過，

歷經多年仍然完好。這種墓碑的做法，是趁陶泥未乾時，以刀或者竹籤

將銘文刻上，再入窯燒製。右側銘文為「皇清咸豐歲次乙卯年仲冬月」

（1855），這種墓碑在其後各朝均有出現，多用於普通人家的草穴，這是

沙田九肚山咸豐四年重修鍾公墓，本地石築改青磚

砌作

咸豐五年陶質刻字墓碑

較早的實例。

咸豐朝的古墓，較值得一提的是這

時期開始，香港的古墓開始有歷史留影

出現。攝影術約在道光中期（1830 年

前後）開始在中國留下 早影像，迄今

所見 早期的香港照片中，有一張十九

世紀六十年代英軍在九龍半島的軍營留

影。照片中可見，在軍營附近有不少較大型的砂手式墓，放大後可見，

這些砂手墓由護嶺、壟環、月池三部分組成，與今日新界所見並無太大

不同。由於這些墓地在當時均屬新近建築，因此塗上了醒目的白色灰

水，在黑白照片中非常顯眼。

咸豐十年十二月初九，公曆為 1861 年 1 月 19 日，英軍在九龍舉行

了登陸儀式，正式從中國官員手裏接收九龍半島，並張貼佈告，宣示九

龍半島與昂船洲為永久租借的英國管轄土地，以上的歷史照片，就是這

一時期為歷史存檔所拍攝。從照片中可以看到，當時九龍半島的山地

和坡地上，不少規模頗大的中國人墓穴星羅棋布，不過今日由於近代戰

亂和城市建設的緣故，在九龍一帶幾乎找不到這種青磚大墓了。與此同

時，隨着同治、光緒兩朝時代的開啟，廣式大墓走進了一個全盛時期。

同光兩朝（1862 1908）廣式墓的高峯有其時代背景。首先是同治

到光緒的近半世紀是近代廣東和香港的黃金年代，尤其是香港，隨着

經濟的騰飛，人口從僅超過十萬發展到四十餘萬。 1 這一時期香港通過

1 據香港地方志中心網站資料，引用香港政府人口普查數字，1861 年人口數約為 11 萬人，

1908 年人口數為 42 萬人。

1861年在英軍九龍半島的營寨外可見廣式

墓葬

香江佳城_三排_0518.indd   104-105香江佳城_三排_0518.indd   104-105 2023/5/18   09:562023/5/18   09:56



106 107

各種立法、招商，成功成為遠東的國際

口岸和自由港，吸引了各國商人和其他

知識界人士來此定居，其中華人佔了多

數，且以廣府地區為主。

其次是同治年間開始，因為清政府

每年有大筆軍費開支，以應付鎮壓太平

天國等的開銷，不得不想出了「買官捐

官」的方法。清初禮制森嚴，對於官員

的品級和對應的封銜，有嚴格的規定，

不能隨便授予，尤其是雍正、乾隆朝，

皇帝對此三令五申，文士非讀書應考，

不能輕易獲得功名，武將要獲得「將軍」

之類的頭銜，更是難上加難。但到了咸

豐和同治朝，這個規定被政府許可的買官制度所打破，普通平民可以通

過「捐納」（即向清廷的戶部捐贈一筆費用）而獲得「執照」，按照捐納金

額的多少獲得相應的官銜。

很多人不了解這種清末的捐官，因此將墓碑上的官銜看作真正的大

官，此為大謬。清末雖然官多如牛毛，然而通過捐納所得的，只是「官

銜」。按照清代的制度，文武官員在獲得實際的職務和品級之後，都能

同時獲得相對應的官銜，例如正一品的加銜為光祿大夫，從一品的加銜

為榮祿大夫，正七品的加銜為文林郎，從七品的加銜為徵仕郎等。舉例

說，張三實授東莞縣知事（即知縣），他就同時獲得文林郎的官銜；而

同時期的李四，他只是通過捐納向戶部買了執照，獲得文林郎的官銜，

但是並沒有任何實際的官職。李四只能夠擁有文林郎的虛銜，他的好處

《香港華字日報》1901 年 9 月登

載的消息，說朝廷有意停止捐納

官銜，請港商趁早辦理

是能夠自己做一套七品官的官服和補子，頭上也能帶七品的頂珠，並且

在見到當地的地方官時，可以不行跪拜禮（因為大家品級相當）而代之

以平輩相見之禮等等。

清末的捐官，在整個社會形成一種風氣，即互相攀比、炫耀，此前

的禮制規矩全然敗壞。例如嘉慶，道光時期，洋商 高也只能獲得三品

的官銜，即使富豪如怡和行的伍崇曜，也只擁有三品的水晶頂，而且在

見總督時還不敢戴，以示謙遜。到了光緒朝，商人們爭相買官銜作為

炫耀和社交的手段，曾經在香港生活多年的近代啟蒙學者王韜（1828

1897）曾經有這樣一段生動的描述：

港中風氣近日風氣一變，亦尚奢華。余初至時，為經紀者多着短

後衣，天寒外服亦僅大布。嗣後日漸富侈，自創設「東華醫院」以來，

董事於每年春首必行團拜禮，朝珠蟒服，競耀頭銜，冠裳蹌擠，一時

稱盛，而往時樸素之風緲矣。熱鬧場中，一席之費多至數十金，燈火

連宵，笙歌徹夜，繁華幾過於珠江，此亦時會使然與？ 2

這裏王韜描述了他在同治初年來到香港時「樸素」的風氣與光緒初

的奢華作了比較。東華醫院於同治九年（1870）成立，是香港第一個高

等華人主持的組織，因此其總理董事，也由高級華人買辦商人擔任，這

些有頭有臉的人物，雖然坐擁皋比，卻需要官服和頂子的加持，才能在

當時吃得開。官方廣開捐納之門，自然令他們如坐春風，團拜會就成了

互相炫耀的好機會。表現在其他禮儀方面，喪葬時的排場，必然也要與

官銜相配，墓葬上更不例外。

2 王韜：〈香海羈蹤〉，《香港紀要：近代文獻著作選》（香港：三聯書店，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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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韜在文章中特別點出香港的豪奢，幾乎可與「珠江」相比。珠江

指代省城廣州，廣州的豪奢，在清代是赫赫有名的，香港在同治初年，

已經能與之相比，可見廣州的生活方式是如何深入地影響香港，墓葬只

是其中的一環而已。

廣州是整個廣府的中心城市，廣州的生活方式，是整個廣府地區

甚至華南的參照，包括飲食、娛樂、建築、紅白禮制等，廣式墓葬的集

中地為廣州城外的白雲山，若觀察一下白雲山的墓葬，九成以上均為同

治、光緒兩朝所營葬或者重修，有趣的是，白雲山上的墓葬幾乎看不到

青磚立面的實例，而是大量使用石砌以顯示奢華。同樣的情況，也出現

在港島區：港島現時未發現有青磚立面的大墓，卻擁有大量石砌的晚清

與民國初年墓葬，這兩者之間的微妙相似絕非偶然。

香港島上現存 早的有年款的墓碑，除了上引柏架山上曾貫萬營造

的曾氏福德公墓，還有西環堅尼地城一帶山坡上的幾座義冢。義冢可說

是香港移民史上的特殊產物，也是組成香港歷史的小人物的歸宿。

香港開埠初年，港島迅速吸引了大量的外地人居住，來自廣東和福

建一帶的底層居民，多住在太平山街（今上環至西環及堅尼地城）一帶，

生活條件惡劣。港島多山、蚊蟲肆虐，曾經引發多次瘟疫、鼠疫等，這

些身無長物的勞工和妓女，不能像較富有階層那樣在身故之後，能夠歸

葬鄉下，很多就是在西環附近的山坡上隨便埋葬。

同治八年（1869），港督麥當勞（1814 1879）在寓港華僑的請求和

英國政府的授意下，同意在上環撥出土地，興建一所面向華人的醫院，

即東華醫院。同年在動工興建時，在西環一帶山坡陸續發現不少骸骨，

這些應該都屬於開埠初年的下層移民，由於當時草草埋葬，無名無姓，

也無人認領。東華醫院遂在摩星嶺一帶將這些白骨重新安葬，並建了幾

座大小不一的墓葬。

現存較早期的，如西環士美菲路山坡上的一座「先人白骨之墓」，

規模較小且簡樸，只有一方白花崗巖石質墓碑，款為：「先人白骨之塚，

同治八年由太平山遷此，東華院立」。東華醫院在草創之初，就訂立贈

棺施藥為其業務之一，並在後來開設著名的「東華義莊」，因此在醫院還

沒有落成之時，東華便已經施行善舉。另一座較大規模的同時期義冢則

坐落在士美菲路觀龍樓下的土坡中，這座墓屬於港島區 早期的近代廣

式大墓形制之一，為花崗巖砌砂手墓，雖然失祭已久，仍然能看出昔日

的工藝。墓地由兩重護嶺和壟環、拜台、月池組成，今日拜台和月池已

經淹沒在瓦礫和亂草中，只能辨認出護嶺和壟環。壟環內壁由人字形青

磚砌成，但是都塗上了一層厚厚的灰砂，因此外觀上幾乎看不出青磚，

青磚上裝飾以花崗巖石條。碑龕分兩部分，碑身為方框連碑，行書「義

塚」兩個大字，碑額則為祥雲湧月浮雕，已跌落壟環內，手工精美。這

西環山坡上同治八年東華醫院所

立墓碑，簡樸而無裝飾

西環觀龍樓山坡下的同治年間

所建義塚，今日已經瀕危，從灰

砂後可見青磚人字形砌作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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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義冢已失祭，但由於靠近觀龍樓，時常有街坊路過拜祭。較有意義的

是，此墓在壟環的砌作上，仍然保存了人字形的磚砌方式，但是被隱藏

在灰砂之內，不再以青磚作為裝飾。大量使用花崗巖的裝飾手法則已屬

廣州風格，顯示當時工匠在轉型期的混合審美趣味。

摩星嶺一帶義冢羣很多在上世紀中葉已經遷到其他墳場，現存的同

治朝遺構還有香邑三山義冢一座，這座墓經後代重修，只有碑框保留原

貌，為一花崗巖石質的大碑，碑身與框同一石鑿成，上方為精美的祥雲

湧月圖案，並有「福祿壽」三字行書，正中為「香邑」、「三山」、「義塚」

楷書，兩旁款為「同治壬申年」、「聯義堂值事等立」，此墓碑風格正是廣

府流行的新風尚，與新界保守的材質大異其趣。筆者查閱各網站上的記

錄，均說此「香邑」、「三山」是指香山與潮州兩處勞工在美國亡故之後，

由東華醫院收殮安葬於此。此則因未解「三山」一詞所致。因香港有數

所潮州客家共祀的「三山國王廟」，因此網友誤認為三山指潮州。實際

上，香山屬廣州府，與潮州府為兩回事，且廣府與潮屬語言習慣，生活

方式大異其趣，不論善堂如何安排，斷

無將兩府人合葬之理。再查落款「聯義

堂」，乃晚清香山籍人士之幫會社團，主

要為香山三灶人，從此墓下方重修落款

的「三灶公房」與「安瀾軒」更可確定，

此「三山」乃指香山三灶，即今日珠海三

灶地區而已。

同屬摩星嶺一帶現已遷葬的同治至

光緒年間大墓，還有現存粉嶺和合石公

墓內的「遭風義塚」，同治十三年甲戌摩星嶺香邑三山義塚，同治壬申年（1872）

立

（1874）九月，香港遭遇了一次嚴重的颱風，這是香港首次有記錄的重

大風災，事後剛成立的東華醫院帶頭收殮了百多具遇難尸體，並安葬在

摩星嶺後的雞籠環墳場。這是一座廣府新式的墓碑，為一座三聯式的碑

石，碑框高大，正中的碑石連碑額為一整塊花崗巖石鑿成，碑額為浮雕

祥雲湧月圖，碑文正中為「遭風義塚」，兩側落款顯示這是光緒六年庚

辰（1880）遷葬時由東華醫院所立。兩側為一副花崗巖石質的對聯，文

為「澤及枯骨，正其首邱」，對聯上方各雕刻蝙蝠銜金錢圖案，這種圖案

與道光之後，廣府地區寺廟對聯裝飾手法是一致的。

在新界地區，同治朝仍然屬於清廷管轄，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

象，即由官方所修築的墓多屬花崗巖式墓碑與墓式，而原居民的墓葬仍

然保持保守的黑石碑風格。具體實例如將軍澳「佛頭洲義塚」與屯門青

龍頭「皇清待旌貞女墓」（詳後文介紹），兩例均為當時駐守當地的軍官

所立，材質與形制均屬新廣府式。原居民的墓葬，如大欖圓墩的同治甲

戌鍾氏夫婦墓，仍屬青磚壟環加護嶺的人字磚加橫直砌作形式。

同治朝的古墓中， 後值得一提的是在九龍半島茶果嶺上的一座

灰砂墓，墓主為葉拔禮，這座墓為灰砂砌砂手墓，由一重護嶺與壟環，

拜台組成，未見月池。墓的砌法是以石

塊砌外壁，再以灰砂塗飾，壟環砂手以

石鼓形裝飾，全墓佔地約二十平方米左

右，並不算奢華，然而其特別指之處，

則在墓左右兩側，距離墓地約 8 米左

右，各有一對花崗巖石質的旗杆夾石，

這是清末流行的一種用於炫耀子孫功名

的裝飾，原來只用於宗祠前面，到了清 皇清待旌貞女墓，青龍頭後山同治九年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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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同治年間開始，又流行於祖墓前作裝飾。清代香港地區功名極稀少，

只出了一兩個文武科的進士以及少量的舉人，這對旗杆夾從尺寸和銘文

看，屬於舉人功名的旗杆石。此墓的墓主為葉拔禮，墓碑上顯示其身分

為「儒林郎」，墓碑上刻為同治四年乙丑（1865）重修。按照清制為從六

品官，這對旗杆石是香港目前發現唯一的一例用於墓葬前的功名旗杆夾

石（詳見後文），葉拔禮墓已經遷走，但旗杆夾石保存尚屬完好，具有特

別的價值。

光緒朝（1875 1908）是近代史上很重要的時期，整個中國社會加

快了從古代社會模式逐步蛻變為近代社會的過程。對廣東與香港而言，

光緒朝是一個光輝的黃金時期，此時期香港迅速成長為亞洲重要口岸城

市，廣州的經濟文化也與香港彼此呼應，兩城之間的商貿活動頻繁，人

員往來愈加密切，香港在生活方式和文化上越多地參考廣州模式。體現

在禮制方面，新興的商人階層越來越多地希望提高自身的社會地位，通

過捐納官職和頂戴，提升自己在社會上受尊崇的程度，廣州新興起的奢

華和炫耀之風，在墓葬上亦有反應。

茶果嶺葉拔禮墓兩側各有一對旗杆夾石 同治四年葉拔禮墓碑

前面曾經介紹過，香港島的居民構成，在道光至同治朝，均以廣府

地區移民為主，這些廣府人若不幸病故，富有階層多數選擇回鄉安葬，

無錢的窮人才會在港島西環一帶山邊草草埋葬。雖然早在 1845 年，香

港政府已經開闢了今日跑馬地後山的殖民地墳場（今日香港墳場），但

主要是供歐洲和基督徒安葬。華人的葬地則仍然放任自流，富有之家若

選擇在港島下葬，請風水師勘定吉地之後，再向私人業主購買或者自擇

無主山地，或者向政府購買地權。但由於習俗關係，港島區華人大墓並

不多見，光緒年間，陳曉雲所著《香港雜記》中有一段對摩星嶺一帶墳

墓的記載：

兩山相對，其一是摩星嶺，其一是域多厘山，唐人之寄葬者，墳

墓在摩星嶺之北，唐人之入教者，墳墓在摩星嶺之南。 3

這段文字中，作者特別用了「寄葬」這個字，以示區別於入教（指

信奉基督教和天主教）華人的永久安葬，唐人多數以暫時安放的形式在

這一帶營造墓穴。所以港島光緒朝的華人大墓，主要以義冢為大宗，港

島區規模較大的首推現存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中的「南邑先友墓」。南

邑即廣州府屬南海，這是廣州府屬下 富庶的縣之一，清代廣州 富庶

的，首推「南番（番禺）順（德）」而以「南」居首，可見南海地位之重。

這座義冢安葬南海籍的窮人骸骨，是一座典型的晚清廣式砂手大墓，由

后土、兩重護嶺、壟環、拜台和月池組成。整座均用港島所產白色花崗

巖石砌成，用料考究，選材光滑，打磨工整。此墓建造時間，比香港仔

華人永遠墳場還早，後靠堅實，遠眺南丫島海景，氣勢不凡。

3 陳曉雲：《香港雜記》（香港：三聯書店，2018 年），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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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座大墓融合了很多光緒朝廣式大墓的特點，例如開始出現中西結

合的元素，如碑框的裝飾，是一組螺旋式上升的旋紋，墓碑上用地球形

的裝飾也凸顯了西方元素。墓碑文字為：「南邑先友之墓，本山座艮向

坤兼丑未之原，光緒二十年吉日福仁堂立」。

考福仁堂為南海商會所設的管理機構，此墓由世界各地南海同鄉會

所籌款建成，當年光是善款就捐資多達港幣五千圓，購買山地和建設用

去三千多圓，餘下的則用作投資生息，供拜祭之用， 1917 年港府開華

人永遠墳場，剛好此墓在墳場範圍之內，得以永久保存。 4 此墓的另一

重要價值，則在於其造價在南海商會記錄中得以保留，三千港元今日看

來似乎不值一提，若參考一下，光緒末年至宣統初年，尖沙咀一帶一座

4 佛山市政協文史委編：《旅港南海商會資料專輯》（佛山：佛山市政協文史委，1990 年），

頁 134。

在光緒末年造價高達三千港元的南海義塚，位於香港仔華永墳場

連地皮的三層唐樓（樓下為商鋪，樓上為兩層住宅）市價約合九百港元，

則這座大墓買地連造價，可買三幢房屋，可知當時高級陰宅之昂貴！

南邑先友墓作為現存港島區華人義冢中規模 大的一座，其工藝價

值也頗高，壟環和踢靴轉角均有廣式石獅一對，踢靴位置的一對石獅與

台座為整座雕成，又有一對石鼓立在拜台兩側，拜台為兩重，外拜台的

台階兩側亦有小抱鼓裝飾，這是廣式近代建築的特點：凡是台階兩側裝

飾以小抱鼓者，均屬先人所居（祠堂或者陰宅）。

港島區也有一些較大的華人私人墳墓，其中以大坑跑馬地後山掃

桿埔山坑中的李母謝夫人墓為典型。這座古墓已失祭，位於著名的馬場

先友之墓山路旁，為鐵絲網所擋住，一般不容易發現。這是一座典型的

廣式石砌砂手墓，由護嶺、壟環、拜台、月池等組成，由於山泥傾瀉，

大部分已經倒塌，未發現是否有后土及敕書亭。護嶺及壟環，砂手均

用本地花崗巖石砌成，手工精湛，碑龕與碑為整座花崗巖石質，上有祥

雲湧月裝飾，碑文為宋體字：「寧邑貤贈孺人庶妣李母謝氏之墓，光緒

二十七年歲次辛丑孟夏吉日」，這裏的寧邑即新寧，台山的古稱，「貤贈」

意思是本身的封銜移贈給父母，孺人為清代七品官夫人的例贈銜，台山

南海義塚的全石砌結構，顯示了光緒朝廣州傳來的新

風格在香港已經流行

掃桿埔台山李氏墓砂手石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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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在清末曾經出現不少富商之家，這

位謝夫人不知為誰家庶母，掛榜位置為

兩龕位，中間各鑲嵌行書「福壽」字石

刻，書法挺秀。砂手亦由石砌，兩側各

有一頭石獅子裝飾，這是港島現存廣府

華人墓中較有價值的一處，可惜在失祭

和山泥傾瀉之下已經瀕危。

港島區清末廣式大墓 集中的，則

是摩星嶺「昭遠墳場」和毗鄰的何莊。

昭遠墳場在 1897 年由港府批出 38 萬英

呎土地，供香港的「歐亞混血社區」安葬先人，較早期下葬的人士中，

卻有一些是華人，這些人之所以獲得在此下葬，是因為嫁給歐洲人或者

是歐裔人的庶母等。這片土地開發較早，又是由富庶的歐亞混血社團管

理，因此成為研究清末廣式大墓的 佳集中地之一。

昭遠墳場較早下葬的大墓，都與光緒年間香港幾個大富商家族有

關， 顯赫的當數何東（1862 1956）的母親施娣的墓，這也是整座昭

遠墳場中建成年份 早的一座，建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這座墓為

典型的廣式大墓，依次由后土、敕書亭、兩重護嶺、壟環、拜台、月

池、一對華表等組成，墓旁還有石砌桌椅等附屬石器。但墓並非全由石

砌成，而是在護嶺、壟環的封邊使用花崗巖石，兩重壟環正中分別為五

福捧祥雲湧月、蝙蝠雲月紋裝飾，碑龕為花崗巖石質，碑額雕刻雙鳳銜

雲月紋，雕工生動。碑龕兩側為羅馬柱形，又顯出墓主的特殊身分。墓

碑則為連州青石質，這是光緒年間才開始興起的一種來自粵西地區的名

貴石材，顏色帶碧玉的青色，石質細膩。何太夫人墓是現存香港古墓中

掃桿埔台山李氏大墓墓碑，年款

為光緒二十七年

使用連州青石較早的實例。

墓碑上刻「皇清誥封通奉大夫顯考仕文何府君 誥封二品夫人顯妣

施氏太夫人之墓，光緒二十三年九月吉日」，左側為何東、何棠等四兄

弟和兒孫的名款。這墓中其實只有何東的母親施太夫人，而那位受到

「皇清誥封」從二品通奉大夫的「仕文何府君」（Charles Henri Maurice 

Bosman ， 1839 1892）乃是一位荷蘭猶太人，即何東的生父，他在香

港與寶安籍的施氏生下何東之後，即回到英國，並且從此沒有回到香

港。何東為了孝順施氏，為母親捐了二品（這是清末商人能夠捐納到的

高品級）夫人，當然同時也使那位遠在英國從來沒有穿過官服補子的

猶太父親也得到了一個清國大夫的官銜。壟環兩側各有石獅一頭，蹲

坐在方形石座之上，拜台兩側也各有一對花崗巖石獅，高 1.5 米，形態

威嚴。

施太夫人墓的重要性，不僅在墓的規模本身，這裏有兩處文物不可

昭遠墳場最大型的何東母親施太

夫人墓及其後兩重護嶺與石雕

何東父母墓碑，採用連州青石

質，是目前所見最早使用此種名

貴石材的墓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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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覷，其一是墓前的一對華表，這是港

島區唯一的一對古代墓前豎立的華表，

華表上有銘文「賞戴花翎銜候選道何啟

東」，因為清代制度，要在墓前豎立華

表，必須子孫有官銜（品級有限制，但

清末多數鬆弛），何啟東即何東的官場用

名。這對華表由三段花崗巖石組成，上

方各雕一頭對望的石獅子。

另一處則為兩重護嶺的後方，豎立

了兩方花崗巖雕成的廡殿頂式碑，右側

為后土之神，左側為敕書亭，這是同治、光緒朝才興起的一種新的儀

仗，其用途為炫耀墓主的顯赫。上面刻「奉天誥命」四字，意思是墓主

曾經受到朝廷的誥封。奉字在右側，天字（代表皇帝）抬頭在正中，廡

殿頂裝飾類似乾隆朝的墓碑框裝飾，作瓦筒滴水型，所不同的是，正中

刻一小豎牌匾，上面為篆書「恩榮」兩字。這種亭子源自廣州，稱為「敕

書亭」，施太夫人的敕書亭是香港現存 早的一例。

昭遠墳場現存光緒年大墓尚有不少，形制均屬廣府新式，手工亦

為廣式做工。如冼母黃太宜人墓，建成於光緒戊戌（1898）七月，即墳

場建成第二年，為三重砂手墓。後方為一座敕書亭與后土碑，並設有

兩重護嶺，均為灰砂砌作，正中裝飾有蝙蝠銜祥雲湧月圖案，墓碑為白

色花崗巖石，款書：洗母黃太宜人墓，光緒戊戌秋七月吉旦立石。按

「洗」即冼姓氏的古寫，墓主為富商冼德芬的母親黃氏夫人，因冼德芬

（1856 1925）為歐亞混血兒，其母親也因此得以安葬於此。墓碑額為

五雲裝飾，簡潔莊嚴，壟環和拜台均以花崗巖石鋪地，壟環前石條為兩

施太夫人墓前一對華表上，刻有

何東的官銜

條花崗巖石拼接，接縫處安排在墓碑右

側，以免衝撞碑身，這也是廣東祠廟建

築的特色之一。敕書亭在墓後方，為一

座廡殿式碑，頂部為鰲魚一對與寶珠，

文字與施太夫人墓相同。冼母的封贈為

五品宜人，按清代制度，五品及以上者，

可獲贈誥封，五品以下則只獲「敕命」，

因此黃宜人墓能豎立「誥命」敕書亭。順

帶一提的是，五品以下文字為「奉天敕命」，其尺寸也較誥命為小。

另一位歐亞混血富商陳啟明（1859 1919）的母親林宜人墓建於光

緒二十七年（1901），其手工較施太夫人墓更形精美，這是一座兩重護

嶺的大墓，特別之處是每重護嶺均延伸出砂手，這樣更顯得氣派非凡，

這種砌法在廣州目前發現的實例均在光緒朝才開始出現，而香港隨即跟

上。此墓護嶺與壟環以水泥作牆身，這是當時較新式的建築材料，所有

轉角及邊沿位置均為花崗巖石質，各層之間又以抱鼓型牙子石支撑及裝

飾，錯落有致且凸顯線條變化豐富。兩重護嶺正中為連州青石碑額，浮

雕蝙蝠銜祥雲湧月圖案，碑身與碑額為一整塊連州青石雕成，碑額為雙

鳳銜雲月圖案，碑文為：「皇清顯妣陳母林氏宜人之墓，光緒二十七年

三月吉日」，以及子孫題名字樣。墓後方與冼宜人墓一樣，有后土與誥

命碑各一方。墓前有石鼓兩對，上浮雕丹鳳圖案，並有石桌椅兩對，壟

環及拜台、月池均以花崗巖石鋪砌。此墓造價應與南海先友墓相當，在

光緒末年屬於豪宅級別。

港島區也不乏草根階層的光緒時期小墓，能從另一側面反映當時

的生活狀態，其中摩星嶺與堅尼地城附近有數處鼠疫墳場，記錄了光緒

冼母黃太宜人墓，兩重護嶺，注意其後設有

敕書亭及后土碑各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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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1894）前後香港爆發鼠疫的歷史。當時每日均有人因染疫過世，

為防止感染，港府規定凡屬鼠疫死亡者必須安葬在指定的區域內，俗稱

鼠疫墳場。 1897 年，政府憲報上專門刊登了這項規定並且列明安葬範

圍，主要在今日堅尼地城靠近摩星嶺一帶。

因鼠疫地區多數在太平山街一帶的貧民區，死者均為貧苦大眾，這

些鼠疫墳墓規模都很小，絕大多數只有一塊小方形的墓碑，上面書阿拉

伯數字的編號，有一些帶有光緒年款及簡單的墓主名字，有一些連名字

都沒有，則寫「無名氏」。今日這些墳墓多數已經淹沒，筆者往採訪時，

只見到被鋪作台階或者丟棄在一旁的樹下，雖然有文保愛好者倡議，但

因該地價高昂，政府並無保育的打算。這些草根階層的小墓碑與近在咫

尺的奢華大墓，正好是光緒朝貧富差距的縮影和見證。

九龍半島的光緒大墓，規模稍大的，多屬義塚，如飛鵝山下的九龍

樂善堂義塚，屬於九龍半島較罕見的大型古墓。樂善堂創建建於道光年

陳母林宜人墓的繁瑣石雕裝飾羣，造價不菲 陳母林宜人墓，兩重護嶺及其

後敕書亭，后土碑，墓碑為連州

青石

間，是九龍城地區歷史悠久的慈善團體，這處義塚營建於光緒甲午，由

一重護嶺和壟環、掛榜、踢靴、拜台、月池組成。相比起富裕的南海、

香山，樂善堂的義塚顯得較為簡樸，僅由灰砂砌作，無雲月裝飾，墓碑

與碑框為花崗巖石質，正中為「樂善堂義塚」行書大字，兩側落款為「光

緒歲次甲午季春吉旦立，江西鄒玉堂點穴」，除墓碑雕刻厚重外，全墓

均樸實無華，顯示了樂善堂的務實風格。

有趣的是，新界地區的光緒朝墓數量眾多，不過論規模和手工，卻

少有能與港島的富商比肩的。並且九龍和新界區的光緒宣統墓，凡墓主

是本土人士者，仍然保持青磚砌墓的保守方式，並沒有跟上廣府新的石

砌墓風氣，甚至到今日猶然。

光緒朝新界的墓葬，仍然沿襲此前的舊式青磚砌作法，不過尚有數

例值得一提，屬於青磚砌作的「加強版」，較突出的數元朗新田洲頭村

後山的「渴馬飲泉」。這座墓的規模頗為壯觀，由一重護嶺及壟環、掛

榜、兩重踢靴、拜台、兩重月池組成。其中護嶺與壟環、兩重踢靴均為

公民村舊址的石台階，均為昔日鼠疫墳場的貧民墓碑所堆成，

上面簡單刻有編號和姓名籍貫

井欄樹村樂善堂義塚，光

緒甲午年（1895）建，上有

江西地師名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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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磚砌作，其高度與眾不同，壟環內青磚高度近兩米，站立在墓碑前，

四周的青磚仿佛置身房屋之內。壟環與護嶺為人字形砌作，其餘作橫直

砌。護嶺正中以紅色灰砂浮雕出祥雲湧月圖案，壟環欄口以花崗巖石兩

道豎砌裝飾，氣氛莊嚴。

與壟環的高聳青磚形成對比的是，此墓碑顯得低矮，高僅為一米

左右，青石質，正中楷書：「清敕授儒林郎，誥贈昭武都尉彥其莊公之

墓」，右側為莊彥其的父母等世系，並註明此地喝名為「渴馬飲泉」，地

師為羅浮山華首台方丈吾寊，左側年款為「光緒十二年二月初八」。莊

氏世居黃崗鄉（今深圳皇崗），晚年獲取功名，因此得到八品的「儒林郎」

敕命（如前所述，五品以下低級官員稱為敕命），但在他身故後，因子孫

又獲得了「昭武都尉」的加銜，因此他又可以獲得子孫官銜的加贈。昭

武都尉為清代正四品的封贈，因此可以獲得「誥命」，清代制度規定，

生前獲得的封稱為「授」，死後獲得的封稱為「贈」，從墓碑上並列兩行

可知，莊其彥在生前獲得「敕授」文官八品儒林郎，過世後以子孫的封

銜（很可能為捐納，因武官捐納較文官便宜一半以上）又獲得「誥贈」武

莊彥其墓「渴馬飲泉」，高聳的護嶺與壟環

高度為新界之最

莊彥其墓正面全圖，壟環與站立之人顯出

誇張的高度比例

官昭武都尉。這方墓碑上文武封銜並列，顯示了清末官制鬆弛的有趣現

象。而高聳的青磚，則折射出清末在寶安東莞地區，原居民的審美仍然

維持清中期以來的青磚造墓形制，但是在廣州奢侈之風的影響下，他們

也試圖通過擴大青磚的尺寸、規模，達至炫耀家族權勢的目的，墓碑上

的加銜正好反應了這種心態。墓兩側的踢靴多至兩重，高度也近兩米，

月池兩重的造法在新界極為罕見。第一重月池與而踢靴之間，有兩道灰

砂砌抱鼓型牙子作為裝飾，這種手法也繼承了清中期的傳統。

其餘散佈在新界各處的光緒朝墓，雖然數量眾多，但較少有特色，

甚至有一些仍然保持了青磚加黑石碑的古老遺風，這說明了新界原居民

對傳統的固守。

光緒、宣統之際，香港華人大墓開始出現一些屬於本土風格的萌

芽，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說明香港因經濟的起飛，文化上逐漸出現了

個性，與廣州的審美產生了異化，前述昭遠墳場中，何仕文墓的碑龕裝

飾用羅馬柱即為較明顯的實例，到了光緒末年和宣統年間，這些西方元

素愈加明顯。

昭遠墳場中，何東的岳母墓，即光緒三十年甲辰營造的「麥母吳孺

人墓」規模較大，由兩方后土來龍碑、一重護嶺及墓誌銘碑、壟環、拜

台、掛榜、一對石獅、一對石鼓及月池組成，除護嶺與壟環內壁之外，

全為花崗巖石雕成，氣派奢華。壟環正中，是一道廡殿頂的墓誌銘碑，

碑框為花崗巖石質，碑文為白色大理石，墓誌銘作楷書，字體描金。這

種將墓誌銘或者誥命鐫刻在廡殿頂碑文中的做法，源自同治、光緒年間

的廣州，因誥命的頒發較普及，得到誥封的人家往往將誥命原文也刻在

墓後。但是白色大理石則是香港的特色，在清末廣州大墓中，未見有此

類泊來的材質。此墓的特點在於墓碑和碑龕更加中西合璧，碑龕是由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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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羅馬柱支撑，然而柱礎卻是典型的晚清廣州花籃形。碑額為蝙蝠銜祥

雲湧月紋樣，碑身鑲嵌深度較大，與何仕文墓碑相比，已經出現了內凹

較明顯的傾向，這種形制可視作後來香港流行的圓柱加上半圓拱頂墓亭

的濫觴。此墓碑為連州青石質，雕琢精緻，上方為三個篆書「壽」字，

正中字體為宋體楷書「皇清例贈孺人麥母吳氏之墓」，兩側有生卒年及

何東重修的年款。「例贈」即「應贈而未贈」，墓主為何東夫人麥秀英的

母親吳氏，吳氏本為一蜑家船女，與歐洲商人麥奇廉生下了女兒麥秀

英，並許配給何東。吳氏出身低微，僅因女兒的關係「夠資格」獲得孺

人的身分，然而因為她並未真正得到清廷的封誥，因此墓碑上只能用

「例贈」而不像前述幾位鄰居一樣用「誥封」、「誥授」，其墓雖然顯赫，

也未能配用敕書亭。此墓另一值得一提的是壟環外拜台的地面，為一整

方花崗巖石雕成，不經拼接，在昭遠墳場中亦僅得一處。

吳氏墓旁的另一座同樣風格的碑龕，則是宣統二年（1910）的何門

庶室周氏墓，此墓規模較吳氏小，碑龕形式幾乎完全一樣，亦為羅馬柱

昭遠墳場麥母吳孺人墓，使用了

歐洲大理石作墓誌銘文

麥母吳孺人墓全貌，使用大量精美石雕

加廣式花籃柱礎紋樣，碑身亦為連州青

石，凹入較深。所不同的只在於碑額裝

飾圖案略有差別，何氏與麥家為姻親，

兩墓均為何東所經營，出自同一石廠。

宣統朝只有三年，其風格並無明顯

差別，光緒末年至宣統朝，值得一記的

則是華人墓也出現了西式的墓葬，多數

集中在香港墳場（又稱殖民地墳場）。此

墳場在香港公墓中，歷史 為悠久，在

1841 年已經有安葬的記錄。但由於此墓

必須安葬基督信仰者，因此直到光緒末年才有華人在此下葬，其中較為

知名的則有孫中山的密友，興中會長楊衢雲（1861 1901），他因為參與

革命黨的多次起義，被清廷殘酷暗殺於中環寓所，因早年奉教，家屬得

以在此墳場將其下葬。又因懼怕清廷破壞，墓碑上並無一字，只是豎立

了斷裂的羅馬柱，象徵其志向未完成，碑身上則石雕出青天白日圖案。

香港墳場中還有極少數宣統三年前下葬的華人，如宣統元年下葬的

潘門郭氏墓，梁少乾墓等，均以中英文標示墓主身分及生卒年，其中梁

少乾年份為宣統元年，墓碑裝飾有浮雕十字架及百合花紋，碑上曾經有

鑲嵌瓷相的痕跡，這是現存 早出現瓷相的墓碑之一，惜今相片已不存。

新界地區現存宣統墓亦有不少，多數為較小型砂手墓，以灰砂砌

作，青磚的也偶有發現，但規模不大，如沙嶺岡背山的「丹鳳朝陽」袁

氏墓等。墓碑質地有青石質、黑石質、火山巖石質等，字則多為宋體字。

香港 早的公共墳場，其實並不止今日香港墳場一處，在 1845 年

左右，很多英國人及來華傳教人士因不適應香港潮濕多雨氣候，感染疫

宣統年間所立何門周氏墓，羅馬

柱與廣式花籃柱礎毫無違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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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死亡，港府 早在當時還很荒蕪的下環日街、月街、星街一帶山邊建

立過第一座公共墳場，這座墳場很快就不敷使用，而下環（今灣仔和金

鐘一帶）又迅速成為居民區，因此政府陸續將這座墳場的墳墓遷出，並

改到今日香港墳場集中安葬。

近年在金鐘和灣仔交界的萬茂台公園一角山邊，發現了一座碩果僅

存的墓碑。這座墓碑為麻石質地，高約半米，上圓下方，左側尚可見「同

治三年，x 公之墓」字樣。這塊墓碑傾斜地豎立在山邊，因有樹叢遮擋，

很難發現，也因此躲過了多次遷移。

關於這座墓的主人很難考索，但是否屬於香港第一代墳場的孑遺，

則議論紛紛。有論者認為這不過是當年華人隨意安葬的一處痕跡，然

而筆者從石碑的形制分析，當時華人在港島隨意安葬的，基本上都是廣

東籍的低級勞工，他們的墓碑並不會使用西方慣用的上圓下方式，而僅

香港墳場內楊衢雲墓，基座上的廣式石雕

圖案特別引人矚目

香港墳場內宣統年間梁健臣墓，以歐洲方

式裝飾以百合花和十字架

使用傳統的長方形墓碑。反觀今

日香港墳場，上方半圓的墓碑佔

了很大比例，只有奉教的華人才

會接受這種碑式。早期港府的墳

場，只接受歐美人士及奉教華人

安葬，例如香港墳場迄今只有極

少數華人能安葬，即是當年傳統

的遺存。因此這方墓碑無疑就是

當年第一代墳場的留痕。

辛亥之前，另一處接納華人

的公眾墓地則是鼠疫墳場。發生

在 1894 至 1895 年 間 的 鼠 疫，

導致近 2000 人死亡，此後直至

一九二〇年代末，香港每年都發現小規模的鼠疫，政府為減少傳染，規

定鼠疫的亡者統一安葬到堅尼地城及附近的山坡上。

近年陸續在堅尼地城的山邊以及摩星嶺的潮州義塚附近，發現為數

甚多的小型華人墓碑，這些墓碑高度都在 60 厘米左右，內容非常簡單，

只有阿拉伯數字的編號加上亡者姓名，其編號可能來自於醫院或者收殮

的名冊，亡者姓名前有簡單的籍貫，部分為無名氏。這些小型墓碑昔日

遍布於堅尼地城延伸到雞籠環一帶的山坡上，因多年的失祭，加上附近

建築木屋的建築大量被使用作堆砌擋土牆和石階等，今日倖存的墓碑已

經為數很少，雞籠環的公屋工程更使殘存的墓碑被填埋，雖然不斷有環

保組織，民間歷史關注人士甚至藝術家以作品呼籲，目前仍未看到政府

有任何部門對此表示保護。

萬茂里山坡上最近發現僅存的一座同治三

年款墓碑，從形制上看，應該屬於早期下

環公共墓地的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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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尼地城附近山邊台階昔日鼠疫墳場的墓碑被用作台階，藝術家朱樂庭創作的這組拓片呈現了

黑白分明的視覺效果

從以上這幾座早期公墓看，辛亥之前，政府對於華人的墓葬並無限

制，也許是因為在佔領香港時，英國已經承諾華人傳統的生活方式予以

保留，而隨意選擇葬地，正是傳統生活方式的組成部分。所以政府的公

墓只供信教華人使用，鼠疫墳場則是防疫的特殊情況，至於下層華人，

就在港島眾多的山坡上隨意草草安葬了事，華籍富商是不會選擇在此長

眠的。

辛亥革命對香港影響深遠，在廣東光復後，香港華僑歡呼奔走，日

夜燃燒炮仗慶賀。但政局的變遷，並沒有馬上影響社會的禮制，尤其是

素以保守著稱的喪事禮儀。

在民國初年，新廣式大墓在香港繼續流行，並且發揚光大，也衍生

出本土的特有風格（如嵌有堂名的護牆等），更多的體現為大型的墳場

中，廣式大墓爭奇鬥巧，以規模和手工互相炫耀家族的顯赫。

現存民國墓中，年款 早的有昭遠墳場中的張德輝墓。張德輝

（1850 1892）是著名的商場連卡佛（Lane Crawford）家族的後人，同樣

擁有歐亞混血身分。張德輝墓形制與前述麥秀英母親墓非常接近，由兩

道后土碑、一重護嶺、壟環、拜台、掛榜、踢靴、月池等組成，全用

花崗巖石雕砌，護嶺中為張德輝父親墓

碑，壟環內則為張德輝夫婦碑，年款為

民國元年壬子（1912）春，兩墓碑與碑龕

裝飾手法與麥母吳夫人相同。月池旁的

一對石鼓，作雄鷹與龍相戲弄圖案，較

為特別。

民國初年，對香港社會而言， 大

的改變，應該是出現了華人的永久墓 昭遠墳場內民國元年張德輝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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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這象徵着華人開始改變落葉歸根，歸葬故園的習俗。一方面，香港

開埠已超過半世紀，不少來此旅居的華人已經居住多年，子孫繁衍，鄉

土觀念已經改變。另一方面，因民國建立初年，國內各處戰亂，將棺柩

等運送回鄉並不容易，且每年掃墓也是一個問題。

如前所述，早在 1856 年，港英政府就出台了針對華人的墓葬法例，

即 1856 年的第 12 號法例，並於同年的《轅門報》即政府憲報上公佈於

港島西端的摩星嶺和東面的黃泥涌谷設立華人墳場，法例中規定「下

環以西地區華人於摩星嶺下葬，下環及以東地區華人限於黃泥涌谷下

葬」，當年並沒有劃定摩星嶺墳場的具體範圍。而在 1892 年，港府又在

掃桿埔後山開闢加路連墳場，後來又稱咖啡園墳場。這裏安葬的主要是

民國初年到抗戰前的華人，但因為山勢較為陡峭，並沒有太多平地可以

營造較大的墓穴，且遠望景觀欠奉，對 20 世紀初的香港華人富商並不

吸引。

1913 年 6 月，由商人劉鑄伯等人向政府倡議開闢一片專供華人安

葬的、無宗教背景的墳場，港府批出了在香港仔田灣的一片約佔地 7 萬

平方米的土地，這裏背靠太平山，龍脈跌落堅實，前望鴨脷洲為案山，

海水兩重，顧盼有情，風水甚佳，在光緒末年，這裏已有南海義塚等安

葬。這是香港首座華人永久墳場，在開闢之初，就吸引了大批富商和名

人選擇以此為長眠之地，因此這裏成為香港近代華人名墓與新廣式大墓

集中的處所。

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以下按香港習慣簡稱華永）除上述光緒年代

的南海義塚之外，其餘均在民國年間下葬，在開闢之初，這裏的地塊有

較多選擇，早期的大墓佔地頗廣，甚至有佔數層山地者，不過隨着香港

人口迅速增加，從一九二○年代開始，香港仔華永的墓地開始越來越擁

擠，甚至出現石獅子和砂手貼近前排的窘況。一方面墓主要顯示家族

的顯赫，一方面土地的狹窄又使場面無法鋪張，只好在用料和手工方面

儘可能花心思，這使得香港仔華永成為研究新廣式墓葬與石刻的絕佳

示範。

在香港仔華永，可以看到很多此前未曾在香港出現的華人大墓的

元素，例如墓道、牌坊、墓廬等，這些在內地明清大墓中經常可見的設

施，以往因香港並沒有本土大紳，在新界也不曾出現。在香港仔華永，

這些實例都可以找到，雖然規模略小，卻顯示出當年富商顯宦的氣派仍

然不減。

墓道和牌坊，原來屬於大官和富商家才有的氣派，在香港仔華永，

保存了「葉府墓道」的實例，以紅磚砌作的涼亭式墓道，結合了墓道牌

坊與涼亭的用途，墓道前的一對廣式石獅更增添了墓道亭的氣派。紅

磚牆顯示了濃厚的民國氣息，兩側牆上各開有八角形窗，窗格為鬥勾紋

香港仔華永內記錄有劉鑄伯等商人籌建華永過程的一則墓誌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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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古樸方正。

牌坊的實例則為李葆葵墓旁的「萱闈日永」坊，李氏為清末新會富

商李陞之姪，獲得清廷誥封二品銜，民國初年任農商部顧問。這座牌坊

為單開間結構，兩柱沖天，柱間橫額為廡殿頂式，橫匾為連州青石質，

正文為楷書「萱闈日永」大字，這是民國十一年（1922）大總統黎元洪頒

賜給李葆葵母親七十三歲生日的贈禮。另外在富商高可寧的墓前，也有

一座規模較小的牌坊，由區大原太史題寫，保存亦完整。

上世紀初開始營建的華永，其參照系當然以省城廣州為藍本，不過

因地制宜，也出現了一些香港本地特有的元素，從形制上看，首先就是

華永使用了獨有的「後屏」，即家族墓地後方的石砌擋土牆。古代墓地

如同陽宅，土地四至範圍為私人所有，地權意識非常重要，因此才出現

了土地界石。華永因地少且狹窄，不允許以界石分界，更不允許以圍牆

分隔，而此地又是山坡，很多墓都是倚靠着坡地作為後靠，於是出現了

香港仔華永的「葉府墓道」，結合了墓道和墓廬建築特點

華永的高可寧墓牌坊，由區大原太史題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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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墓地後方山坡砌以石牆，並鑲嵌自家宅名的情況，這種界牆兼具護嶺

與擋土的作用，在此前從未在香港出現，在廣州也沒有先例。

華永的石牆是很多參觀者印象深刻的特色，一些現存的石牆上自稱

為「後屏」，蓋其形似屏風，也有蔭護後人的寓意。富貴之家的後牆，以

整齊的麻石甚至大理石砌成，其上鑲嵌自家的堂號，還請名家題寫，如

上述馮平山家族的「始平塋域」，由岑光樾太史題字，周壽臣家族的「寶

安周家塋地」，由梁士詒題字等等。

瓷相的出現在上世紀初，即將人像

照片，摹寫於瓷板上，以數百度的小型

爐加以烤燒成的一種肖像，這種工藝在

光緒年間開始出現於景德鎮，香港現存

較早的實例出現在香港墳場宣統年間的

華人墓葬中。進入民國初年，瓷相大行

其道，甚至出現一些專門燒造的名店，

華永的很多先人瓷相上，均寫有燒造店

名，顯示當時燒造已經成為產業。中國

人講究慎終追遠，將先人的形象留在墓

馮平山墓後屏上的岑光樾題字「始平塋域」 華永周東生墓地後屏題字

華永瓷相保存很多名人的影像資

料，這是晚清時期廣州著名人物

周東生的晚年留影

地，使後世子孫能夠如見其人，但一百多年過去，很多當年的瓷相，也

隨着歲月而褪色。

民國初年的很多應用在民居建築的新工藝和材料，在華永均得到反

映，如生鐵焊接成各種花紋的工藝，在民初門窗、扶手等製作中大量使

用，華永也保存了部分百年的鑄鐵。歐洲進口的各種花紋地磚，香港人

稱為「花階磚」，在這裏歷經多年仍然五彩繽紛，光可照人。石米批蕩

是上世紀初廣東人發明的一種工藝，當時為了宣傳，稱之為「意大利批

蕩」，後來竟訛傳為歐洲傳入的工藝，這種工藝選用細緻的石米，加上

染色的混凝土再打磨，具有耐用及美觀的效果，在華永的「孝思亭」等

建築上，均可看到民初石米批蕩的精品，經過百年風雨仍然未開裂，光

潔如初。

選材方面，華永的石材除了選用此前介紹過的廣東特產麻石，連州

華永墓園中使用鑄鐵工藝，融合西式花紋，歷經多年仍然完好 華永出現的歐洲進口地磚

和石米工藝，都是抗戰前

香港流行的建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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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石之外，還大量使用了歐洲等地進口的大理石等，民國初年使用的一

種歐洲進口的橘紅色花紋大理石，稱為「紅筋石」，因顏色如滿天彩霞，

非常名貴，通常僅用於家具的裝飾面，而華永則有一方高達一米多，

寬近一米的整塊紅筋石雕琢成的《葉母邵太夫人墓誌》，這種奢華當年

不知所費幾何。華永開闢之後不久，地塊就已經飽和，富貴人家只能見

縫插針，在土地不足的情況下，又只能在用料和工藝上下功夫以炫耀家

何啟兒媳之墓，華永唯一的全連州青石砌大墓，上有極其精美

的石雕

何啟兒媳墓上的連州青石雕天使像，店名顯示為港島本地雕琢

葉母邵太夫人墓誌使用昂

貴的紅筋石材整塊雕成

族。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區德之女，即何啟之兒媳墓，佔地只有十平

方左右，卻選用了全連州青石，雕工瑰麗精巧，立面兩側為兩童子手抱

寶瓶，瓶中牡丹花盛放，兩側砂手又有兩天使模樣的人物，融合中西裝

飾，特別的是富態的石獅子基座上還留有當年石廠的店號「港箔福林潘

培記造」的字樣，顯示當年附近一帶石

廠的高超水平。

民國初年華永出現之後，很多寓居

於此多年的廣府人甚至外地人，也開始

改變心態，願意長眠於此，因此華永和

香港其他地方都出現很多不同風格的墓

葬，這裏暫不討論外國風格，僅以華人

墓葬而言，華永就出現了福建式和潮州

式。潮州屬於閩南文化圈，其實是福建

式的變體，福建式大墓的風格以繁瑣的

石雕為代表，如吳國華墓即為代表，其

後屏即以對聯和各種繁瑣的雕花石板裝飾，石欄上亦裝飾以人物，墓碑

上顯示墓主為福建海澄籍，可知當時福建人已經安於在此長眠。

華永的另一特色則是雖然墓園開闢於民國初年，不過清代的功名

與官銜在這裏仍然大行其道，曾經有人統計過，在華永可以找到清代從

一品到九品的所有品級官銜，展現出民國初年香港華人對於清銜的概

念史。

安葬在華永的人物，也一改此前為廣東本地人的單一組成，外省籍

的富商名士，也選擇香港作歸宿，華永安葬的名人之中，獲得清代官銜

高的是福建籍的陳望曾。

吳國華墓的繁瑣閩南式石雕工藝

成為華永的獨特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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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望曾（1853 1929），字省三，號魯村，原籍福建漳浦，初居宜

蘭，據說出生在宜蘭西門埤仔底。16 歲入泮，同治九年（1870）舉於鄉，

後遷居台南。同治十三年（1874）會試登科進士，授內閣中書，先後署

廣東雷州、韶州府知府，光緒二十五年（1899）三任廣州府知府，繼而

奉委提調廣東海防兼善後總局，管理全省軍需，前後任事二十餘年。光

緒三十四年（1908）擢任廣東勸業道，任內創水泥廠、辦理電力、自來

水公司，振興實業不遺餘力，其間歷任按察使司、提學使司等銜，賞賜

二品頂戴，誥授榮祿大夫。 1911 年辛亥革命後退隱香港太平山，民國

十八年（1929）過世。陳在辛亥時已經是二品榮祿大夫，按照清代制度，

過世後授一品光祿大夫，陳氏家族墓在華永南海義塚下方，佔地較大，

陳望曾墓碑，誥授光祿大夫，

為清代最高品級官銜，其上裝飾

不是通常見到的雙鳳，而是雙龍

繞護

陳望曾墓的精美閩南石雕，上有

八仙等人物裝飾，打破了廣式墓

葬雕花不使用人物的傳統

面向海峽，全墓用福建石工，精美華麗，

尤其是後土碑，使用山字形結構，裝飾

以八仙人物，令人歎為觀止。墓碑上書

「清誥授光祿大夫顯考省三陳公墓」而不

寫民國年號，凸顯其遺民的心態。而選

擇在這裏安葬更反映出民國初年，即使

清遺民大老，也開始轉變對身後事的觀

點。另一重考量則是當時大陸局勢不穩

定，運柩回原籍也不方便。陳氏家族墓

為三座相連的砂手石墓，後屏為一道帶

浮雕石欄板的石牆，上鑲嵌「漳浦陳氏

宅兆」大字，「宅兆」語出《孝經》，意思

是選好吉地安葬先人。

除了在華永集中了較多民國初年名人之外，不少名人也選擇新界

的風水寶地，香港目前保存 大的私人古墓，是位於大圍銅鑼灣山道的

「玉山草堂」以及後山上的李母成夫人墓，不僅在香港，甚至在華南地

區，這樣規模的墓廬加古墓的結合，也是不多見的。

墓主成夫人，是五華籍的建築商人李炳的母親，李炳字瑞琴，祖籍

廣東五華樟坑，出身貧苦，清末來到香港之後，以經營石廠起家，他熱

心文化與公益教育，早在光緒末年，已經與廣東的進士羣體熟悉，並且

經常資助途徑香港的士子，現存「玉山草堂」中有光緒甲辰（1904）探花

商衍鎏所題寫的北魏體匾額「餘慶堂」，寫於 1905 年，即當時他們已有

交往。李母成太夫人在 1915 年病故，李炳的好朋友賴際熙太史為撰寫

《李母成太夫人墓表》，李瑞琴又是孝子，遂出巨資在銅鑼灣山買下整座

大圍銅鑼灣山上李母成太夫人墓

有獨特的高低層次，前方兩重月

池為香港罕見，香爐為整塊麻石

鑿成

香江佳城_三排_0518.indd   138-139香江佳城_三排_0518.indd   138-139 2023/5/18   09:572023/5/18   09:57



140 141

山坡，建成了這座香港第一古墓。

李炳在光緒時期，已經接辦了香港

政府的許多大型市政工程，手下有一班

工藝高超的客家石匠，使用香港本地盛

產的優質石材，以及當時 好的其他建

築物料。李母墓建成之後，又在 1918

年在山腳建了一座優雅的兩進墓廬「玉

山草堂」（見後文），是香港現存 大保

存 完整的墓廬建築。李母墓的墓道入

口在草堂背後，設有牌坊一座，為賴際

熙所書「李氏墓道」大字。沿山路緩步

而上，可見大墓坐落在山巔，墓佔地近

500 平方，交椅式全石砌，從上到下依次為雙層護嶺、墓環、掛榜外有

兩重踢靴、子孫基兩層，月池龐大，月池外又有方形池一重，為香港古

墓所罕見，方池上有一座石雕大香爐，爐高一米多，為整石鑿成，爐身

上有篆書「永享用」字樣。方池兩側有華表一對，高達三米，頂端為圓

形寶珠。

整座墓均為麻石雕砌，墓碑為連州青石質，上書「李氏二十世考祖

玉山府君妣成太夫人墓」字樣，字體為魏碑體，筆者審定為賴際熙太史

手筆，右側文字記載了李玉山並非葬於此而是歸葬五華故里。墓碑上

方與兩重護嶺正中，均有精美的石雕一組，墓碑為五福擁雲月，護嶺為

松鶴圖案，二護嶺為雙蝠報喜。掛榜兩端，各雕有石花籃一個，上面盛

滿石榴，寓意多子多孫。踢靴兩頭裝飾為西洋花盆，二踢靴裝飾為石鼓

一對。

成太夫人墓很多構件為香港之

最，例如這座巨型的拜桌，重達

數噸，雕有李氏「餘慶堂」隸書堂

名，墓碑書法為賴際熙太史手筆

整座墓地的選址，是以大帽山落

脈，以金山為官星，但地勢較險，因此

從方池俯瞰，可見整座墓是以巨型石擋

土牆作支撑。整座墓地耗費甚巨，且工

藝精美，不僅石料優良，雕工也代表了

民初廣東客家石匠的 高水平。雖經

一百多年風雨，墓地沒有出現開裂沉降

等情形，實屬難得，今日墓廬已列為香

港一級歷史建築，但是古墓本身未有評

級，殊為可惜。

民國時期，新界原居民所建諸墓，比起清代已經遜色，值得一提

的，是散佈在新界各地的移民大墓，許多民國軍政界人物也選擇在此長

眠，其中不乏民國時期的將領。民國初年，武將通常都是坐据一方的

軍閥，富於資財，來港是為了躲避政敵或歸隱山林，通常作寓公且較為

低調。較有名氣的將軍，長眠在香港的，有第五軍軍長李福林（1872

1952）、桂系沈鴻英（1871 1935）等。沈在抗戰前過世，其墓地在元朗

大棠，今屬私人範圍，他雖然是廣西人，但其墓葬仍沿用廣式風格。墓

碑為曾任國務總理的李根源（1879 1965）題寫「故協威將軍冠南府君

之墓」，字體為隸書。墓碑兩側有一對石刻行書對聯。沈鴻英夫人過世

比沈更早，其墓亦在大棠，墓碑兩側鑲行書墓誌兩方，撰寫者為赫赫有

名的吳佩孚（1874 1939），可見抗戰前，軍界人物也仍然遵循清末的風

雅習俗。抗戰之後，情況已經有所改變，李福林將軍在 1952 年過世後，

葬大埔頭的墓地雖然仍有相當規模，為兩重護嶺砂手大墓，但已經沒有

墓表和其他儀仗裝飾。時代在變化，社會審美也逐漸簡單化了。

成太夫人墓石雕細部，各色水果

除了寓意吉祥，也深具嶺南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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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戰後到上世紀五十年代，人口膨脹，過世的人也逐漸增加，

政府於是在戰後陸續開闢公共墓地，並且有意識將原來九龍地區的七號

墳場，以及窩打老道的回教墳場等都遷往新界。

1941 年，位於荃灣的第二座華人永遠墳場開始使用，這裏前望青

衣島，海峽風水也不俗，山坡上還保留了一些原居民的古墓。荃灣華永

因開闢較香港仔晚，且當時已經戰雲密佈，抗戰之後，葬俗也起了很大

孫中山的好朋友、陸軍上將李福

林墓碑

桂系上將沈鴻英墓，兩側對聯及墓碑由李根源題寫

沈鴻英夫人墓，兩側墓誌由吳佩孚撰文

變化，所以墓葬的精美程度和規模都遠不如香港仔華永。安葬其中的名

人，則有早期的余東旋（1877 1941），陳策（1894 1949）等，知名藝

術家安葬於此較多，如畫家鄧芬，李研山，翰林岑光樾等。與香港仔華

永不同的是，荃灣華永在上世紀中葉已經出現了以拱頂兩柱的小亭式墓

亭遮擋墓碑的中西合璧方式，這種方式在香港仔極少出現，但今日已經

在全港普及，其好處則是能使墓碑不受風吹雨打，石質不易開裂。

港島上另一處華人名墓較集中的公墓是 1963 年獲得港府正式批地

興建的佛教墳場，因香港開埠之初，就已經有宗教團體獲批土地作本教

教友墳場的習慣，佛教徒在香港人口頗眾，故此香港佛教墳場也成為港

島精美墓園的集中地。這裏風水不如香港仔，但也能遠眺鯉魚門海峽的

遠景，安葬於此的名人和家族，包括著名的佛教居士黃了因父子，銀行

陳佐乾墓以連州青石鑿成墓碑拜桌，又以

銅像代替墓主瓷相，其餘瓷相則為陳氏家

族先人

廖創興銀行創辦人廖寶珊墓側的墓誌，由

饒宗頤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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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馬氏家族，陳佐乾家族等。佛教墳場雖然沒有香港仔華永的奢華氣

勢，卻也在六十年代掀起華人墓葬的 後一波高峯，像陳佐乾家族墓由

中國 後一位翰林刁作謙太史（1880 1974）撰寫墓誌銘，並鑲嵌了陳

氏的銅像代替傳統的瓷相等；又如慈善家廖寶珊墓誌由潮州籍名家饒宗

頤撰寫，以連州青石貼金鐫刻等，成為香港華人公墓的 後一抹亮色。

此後陸續開闢的和合石墓園（一九五○年代落成）、柴灣華永（1963 年

落成）、將軍澳華永（1989 年落成）等大型墓園，使香港公墓進入現代

化時期，墓地的奢侈和精美程度，已經

無法與前代同日而語了。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香港新界

區的土地有部分仍然可以供原居民以外

的市民安葬，因此形成了一些傳統的，

原居民之外的葬區，其中有一些歷史還

頗悠久，著名的飛鵝山百花林即是一例。

飛鵝山位於九龍半島東側，俯瞰

觀塘，行政上屬於西貢，地勢極高，百

花林在飛鵝山半山腰上，是一處傳統的

葬區，這裏 具傳奇色彩的，則是清末

下葬的孫中山母親楊氏夫人（1827 1910），孫母楊太夫人於宣統二年

（1910）病故後，由長子孫眉與孫中山在港朋友幫忙籌備後事，當時曾

參與安葬的羅延年回憶，太夫人下葬時無使用棺木，僅以白絲綢包裹，

並由羅等人以二十兩銀買下百花林村地下葬。

一年多後，辛亥革命成功，孫中山被推舉為臨時大總統，因此香港

坊間一直傳說此地能蔭「帝王」，然而點穴有缺憾，因此孫中山未能正

百花林孫母墓後可見雄厚的飛鵝

山主峯，據說能發帝王

式統一中國云云。當然，堪輿家言之是非，並非本書關注重點。孫母墓

入口處，從登山公路側可見有石碑指示，根據歷史照片，孫母墓昔日只

是很簡單的一重壟環墓，後來經多次重修才成今日樣子。墓碑只有簡單

的「香邑孫門楊太君墓」字樣，據傳為中

山先生手書，然而書法並無孫氏常見的

模樣。

站在孫母墓前，面向墓碑，可見其

後的飛鵝山主峯聳立，跌落雄厚有力，

確具大地的氣勢，再看前朝，前方有一

片氈唇伸展，明堂見海水，且海中羣島

擁護，似禽星來朝，這種格局即使不懂

堪輿者也覺開朗。但月池前的一片地，

明顯為人為填成，非天然所致。

百花林附近，雖然不是政府墓地，

卻也安葬了不少大墓，且有部分年代較

早，例如潮州籍商人陳壽如墓，安葬於

同治五年（1866）， 1950 年重修時，改

作潮汕式的「山字形」墓碑，並邀請香港

名人周壽臣題寫墓聯，其位置在孫母墓

下方約五十米，按照堪輿學上的「縮」字

訣，其位置較之孫母更具長發的功效。

附近尚有多座潮汕式舊墓，如探長呂洛的祖墳等，多屬上世紀六十年代

初製作，尚算精良。

另一處較有名氣的葬地為粉嶺的蝴蝶山，即粉嶺站蓬瀛仙館的後

百花林孫母墓前俯瞰西貢海灣與羣島，氣勢

非凡

陳壽如墓為典型潮州風格，兩側墓聯為周壽

臣題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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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此山地脈連接大帽山，至大刀刃山落脈，前有道教名觀蓬瀛仙館，

山地地權據說屬私人所有，吸引了不少信眾與本地市民到此安葬。

這附近從明代開始就是新界大族如彭氏的葬區，前述明代「父子鳴

琴」就在蓬瀛仙館旁。這裏較有氣勢的大墓則為山麓的台山富商陳樹芬

墓，陳氏墓為廣式晚清風格砂手墓，依次為后土、來龍、兩重護嶺、掛

榜、兩重踢靴及拜台、月池組成，較特別的還有月池兩側的一對花崗石

華表。墓碑為麻石質，碑上文字顯示墓主陳樹芬為新寧（台山）籍，官

銜為二品資政大夫，即晚清商人捐納的 高官銜。墓地喝名為「真武步

龜蛇」，由湖南籍的地師蕭味峯所點穴，建成時間為 1914 年。華表高約

2.5 米，頂部為一對扭頭獅子。此墓建成時，蓬瀛仙館等建築還沒建成，

前方明堂應該頗為開闊，今已被其他墓葬所包圍。墓地近年已翻修一

新，舊物均得以保留。蝴蝶山附近幾個山頭近年均已葬滿，其中名人墓

如詠春宗師葉問墓等，偶有遊客到訪。

香港民國墓葬浩如煙海，本書只能介紹其中較有代表性的，向讀者

蝴蝶山上規模最大的資政大夫陳樹芬墓全貌 蝴蝶山陳樹芬墓兩旁華表頂端石

獅子近影

簡單介紹墓葬史與社會史的流變情況，

後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發現唯一一座

「洪憲」年款的古墓，坐落在林村著名的

「許願樹」後樹林中，這是一座新界舊廣

式墓，由一重護嶺及壟環、砂手組成，

規模並不大，護嶺由附近河牀中大型卵

石砌成，壟環則為青磚橫砌。唯一的亮

點則是墓碑銘文：「清顯考十足，景就鍾

公二位同墓，洪憲丙辰年仲春下澣吉旦

立」。洪憲為袁世凱復辟帝制年號，為時

僅有兩個月（1916 年 1 月至 3 月），此碑稱「仲春」，正是其中的月份，

既反映了香港新界市民對袁氏的態度，也為香港墓史中的有趣實例。

抗戰勝利後，港府開始在公共墳場中，留出土地供普通市民申請安

葬，上世紀中葉香港華人仍然習慣土葬，這些土地多數為非永久用地，

即葬入棺木使用一定年限之後，必須挖出撿拾骸骨，重新裝入金塔內安

葬到其他較為長久的區域。因土地所屬仍為政府所有，香港市民慣稱呼

為「皇家山地」。相比起之前一百多年政府沒有規管的情形，可算是一

大進步，尤其是窮苦的基層市民，都可獲分配山地，不再像開埠之初那

樣隨便在西環山邊草草埋葬。一九五〇年代有殯葬商開始提供一條龍

服務，即 基本的禮儀加上「皇家山地」連普通碑石等，以廉價套餐形

式為基層市民提供喪葬服務，廣受歡迎。時至今日，政府公營墳場仍然

提供骨灰或土葬位供市民安葬先人，但人口膨脹之後，需要以抽籤形式

獲得。

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港府逐步立法禁止非原居民在公共墓園以外

林村鍾氏墓碑，左側可見洪憲元

年仲春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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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擅自安葬，只有新界原居民例外，但原居民也僅限於在本村土地

範圍內選擇墓地。這法例終結了香港在山野尋龍覓地的歷史，香港墓地

不可避免地進入程式化的時期，雖然仍然有富豪鋪張營造大墓的實例，

但從工藝、文化上，已無法與古人相比了。

尾 聲 ： 墓 碑 下 有 甚 麼 ？

兩千年香港墓葬發展簡史走筆至此，本應打住再談其他，不過讀

者當有好奇：說了兩千年多是地上的遺跡，那麼從宋代到民國，墓地

下的情況究竟是怎麼樣？

在一般讀者認知中，似乎「古代」人都是以棺木下葬。香港考古

發掘宋以後的墓葬較少，根據文獻記載，可以知道，香港地區一直以

來均流行以金塔盛裝骸骨下葬的做法，即所謂二次葬，先以棺木下

葬，若干年後再挖掘撿拾骸骨以金塔安放。

金塔安葬的習慣，不僅在廣府，整個華南一帶，包括閩贛皖等地

區均曾流行。唐宋以來，因為佛教的影響，火化也成為葬法的一種流

行，香港曾經出土宋代的魂瓶（盛裝骨灰的罈罐），即當時火化的實物

例證。前文所引新界鄧族的開基祖鄧符，他來到新界之後看到這裏風

水好，因此把江西老家的幾代祖先「骸骨」也安葬於此，這裏可見當時

江西也盛行撿骸骨的葬俗。

屯門曾經出土明代的小型墓葬，發現墓中出土的是盛放骨灰的小

罈罐，可知明代本區風俗如此，如從實地考察，馬鞍山「將軍下馬三

杯酒」的地勢陡峭，即使以今日的交通條件，厚重的棺廓都是無法抬

到穴場的，其餘大墓如「五點梅花」等亦然，可見均為金塔葬法。

廣府墓葬中，不論傳統式的或是晚清新廣式墓，若採用棺木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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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棺木位置多在壟環內拜桌下方。晚清的習慣做法，是以磚砌成墓

室，安放棺柩之後，再填土砌磚頂或以石板覆蓋，其上再以灰砂，三

合土等夯實。若為雙人合葬墓，則分左右兩室砌磚，若夫婦其中一人

先下葬者，需在族譜內附記先葬的棺木在壟環內位置，以便他日葬後

死者時方便尋找位置。

金塔的葬法比較簡單，因棺木朽壞之後容易發生塌陷，故棺葬必須

加固壟環內土層。金塔面積較小，不用擔心坍塌。香港地區使用的金

塔，有大中小各種尺寸，較大型的，上有瓦盆覆蓋，高約一米，中小型

的高約半米，通常為沿海一帶土窯燒製，也有佛山一帶的陶窯製品。

香港新界的大墓，清代很多都是二次葬金，筆者曾經考察過新界一

些崩塌的古墓，發現金塔位置安放於墓碑背後，即預先留出一小龕位可

放金塔高度，然後以墓碑封龕。在一些晚清民國初墓中，也有關於金塔

位的提示，例如香港仔華永的周壽臣家族墓，就在拜桌上刻字：「碑安

元朗軍地後山，嘉慶十二年款古

墓，石碑崩塌後，可見其後露出

金塔的小龕

華永周壽臣家族墓，左右兩側墓聯下有拜桌，上有「金

葬此下」字樣

正位金葬此下」，因墓地位置頗大，金塔不是按照慣常做法在碑附近，

而是安葬在左側拜桌之下，必須要提醒後來的修墓者。

明清兩代廣府地區之中，客家聚居村落對於金塔的處理，往往比南

番順要簡單，通常都是把金塔露天放置，其上覆蓋一個陶釉盆子，任其

風吹日曬。後來稍作簡單處理，也不過是把金塔部分（約四分之一左右

高度）埋在土中，以防止行人或者動物碰撞翻側。數十年之後，才流行

建小型簡易水泥屋，將金塔放置其中的方法。

在現存的香港早期歐洲人拍攝的照片中，在港島區和新界區，都有

野外露天放置的金塔羣照片，甚至還有洋人在野外發現露天的骷髏，與

之合影的照片。這種葬俗，在廣州及附近的順德番禺一帶均罕見，與客

家習俗密切相關，也可見客家流行的二次葬，必然影響清代墓葬習慣。

廣府人在開埠之後大量移居香港，因此香港在清代也必然出現真正

的棺葬墓，新界地區亦然，曾經有堪輿師聲稱能從墓地外觀判斷是否棺

葬或金塔葬，但各家學說不一，所謂各處鄉村各處例，從外觀上並無一

定規律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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