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嶼山自然環境與
人文景觀考察之旅 撰文：張儀霖（文學碩士課程）

2024年12月8日城大中文及歷史系碩士班同

學與老師一同前往大嶼山考察，乘坐昂坪360纜
車，海陸空景色映入眼簾，感嘆大自然的鬼斧

神工。穿過昂坪集市，感受不一樣的香港。由

林學忠、錢華老師，還有寳志師兄、導賞員及

義工姐姐一路帶領。

接著前往茶園考察，同學邊交流邊拍

照，紀錄巍峨起伏的群山。這裏曾由島外

華人經營種植茶葉，後因無人管理而荒

廢，現正修復改造中。多少年來，殖民地

歷史遺跡就在風塵僕僕中洗盡鉛華，那破

敗的牆體可見證歲月的痕跡。

蜿蜒而上，到了「心經簡林」。由於

整篇書法分別刻於多條木柱上，類似古時

的竹簡，遂以此命名。國學大師饒宗頤教

授因觀看了山東泰山的《金剛經》摩崖石

刻，而興起了這個念頭。山坡上最高的

一條木柱沒有刻字，象徵《心經》中

「空」的要義。在觀景臺上可以明顯看

到其排陣，作為全球最大戶外的木刻佛

經群，心經簡林非常值得一觀。這是此

行的最後一站，充實的考察之旅就在同

學的歡呼聲中結束了。

到達後，首先映入

眼簾的是天壇大佛，

釋迦牟尼像坐落於香

港大嶼山寶蓮禪寺前

木魚峰上，在山下眺

望時更覺莊嚴壯觀，

拾級而上爬到佛祖腳

下時，心中又多了一

份虔誠，這裹是香港

最好的風水寶地。

繼續前往下一個目的地，體驗寧靜的佛教

氛圍。寶蓮禪寺擁有百年歷史，寺內有豐富的

中國文化特色建築。內部藏品豐富，一層供奉

牌位和地藏王，還有四則佛陀出生到去世的故

事。二層有眾多書法作品以及一套普賢行願品

經文木牆，三層供奉釋迦牟尼佛牙舍利一枚。

隨後分組吃了齋飯，嚴格遵循佛教的戒

律，不殺生、不食肉。每一道素食都精心烹

製，既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又融入了廚師的

巧思。

讓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是進到禪修室打坐。尋

一處幽靜，覓一份清歡。戒堂是出家人受戒的地

方，書架上全是佛經，一般不允許進入，今天有

幸一飽眼福。另外，我們更有幸聽了淨因大和尚

對茶園規劃的一系列建設性意見，獲益良多。 學

生

動

向

時期的歷史，兩種不同的文化視角在此匯聚與

融合，讓我們對考古，尤其是先秦考古有了新

的和更加深入的理解與思考。北大歷史系特有

的「在場性」教学，徹底重構了我對歷史研究

的理解。當史睿老師在中國書畫鑑賞課堂上展

開《祭侄文稿》複製本時，那泛黃紙頁間滲出

的松煙墨香，與香港故宮的展品交相輝映，讓

我們對傳統文化與藝術有了更形象的認知。

當然讓我最感動的便是請閻步克老師來為

我們授課，這是我在來之前完全沒有想到的。

在此前，我一直有在b站上聽閻老師講課，來

北大後得知秋季學期是他在此授課的最後一學

期，所以特地去了旁聽。閻老師在近兩個小時

的講授中完全沒有休息，始終掛著笑容，講授

的方式輕鬆愉悅。他舉例豐富，還藉此得意地

誇耀了自己藏書的豐沛，他始終散發著對自己

傾盡畢生心力所學所研的熱愛。至於閻老師的

講課水準和PPT功底，也無需我贅述。閻老師

既能讓我們開懷大笑，也能讓我們學到知識。

只是閻老的聲音聽著沒有在網課裹那麼中氣十

足了，令人有一點點心疼。當閻老師說到快八

點半時，這意味著他「幾十年來的教學生涯到

此結束」。當他感謝現場的所有同學時，似乎

有種說不出的悵然若失感。但沒有想到春季學

期，閻老師竟出現在我們的課堂上，真的是一

個非常大的驚喜。

在北大並沒有日日都在學習，偶爾也有一

些「輕鬆時刻」，例如去百周年紀念講堂看中

芭的舞劇，或是去看《花樣年華》，總能夠為

疲憊的學習生活提供一些活力與激情。

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的雙城記。這一年

的學習生活，不僅豐富了我的史料儲備，更

重要的是在文明碰撞中鍛造出更堅韌的史學

筋骨──它既能承受嶺南潮熱氣候下檔案的

黴變氣息，也可在北方朔風中辨析出青銅銘

文的遠古震顫。

初入燕園的我，對一切都感到新鮮。表面

上很鎮靜，但內心一直在喋喋不休，「啊！原

來北大是這個樣子的」，但最終匯集成我終於

來這裹讀書了的感慨。由於我們這個課程是香

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與北大歷史系聯

合項目，北京大學歷史系的老師為我們的生活

提供了無微不至的關顧。在我們初入校園時，

為了讓我們快速融入，老師為我們提供了許多

豐富的活動，像帶領我們去體驗傳統的非遺技

藝，去不同的博物館考察等，讓我們更加快速

地融入。並且為我們提供了每個學期1000元的

書本報銷費用，讓我們可以購入自己喜歡的書

籍，還為我們提供了北京大學的公共課課表，

讓我們在課餘的時間可以去旁聽其他老師的課

程，以此拉近我們與學校的距離，讓我們更好

地去感受在北京的學習體驗。

北京大學的課程，讓我們感受到了最高學

府老師的魅力。由韓巍老師帶來的先秦考古與

歷史課程，提供了另一種不同視角去理解先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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