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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選擇到廣州實習的最主要原因是「尋根」，趁這機會重回久別多年的「老家」

廣州。若說尋根是最大目的，而實習只是途徑，那麼從實習所得的經驗，便是一

切計劃以外的意外收獲，也是這趟旅程最美麗的風景。 

 

  在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陳家祠）實習，是我在工作、學習和生活等方面的

重要體驗。陳家祠是一座建於晚清的合族祠，其建築工藝被稱為嶺南地區的典型

代表，結合多種展出的民間工藝品，這是認識文化遺產的絕佳場所。透過當地政

府的保護和活化，它成了一座「活的建築」，使我對文物保護、博物館與公眾參

與等概念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在廣州的生活，有助我認識這座城市的歷史和文

化，加上過程中遇見的人和事，可讓我走出書本，親身接觸國內的社會面貌。而

最重要的體驗，莫過於當獨自一人在外地生活時，我可以好好思考自己的人生。 

 

在陳家祠工作的日子 

 

 在陳家祠實習期間，我被分派至「文物保護中心」工作。這個部門是陳家祠

原有的「保管部」分拆出來的，負責館內的文物保護工作。我的直屬上司是石浩

斌主任，他與香港也很有緣份，曾參與廈村鄧氏宗祠和景賢里的復修工作項目，

為香港的文物保護作出不少貢獻。 

 

  實習首天，剛巧碰上「祖國頌歌：館藏工藝品中的時代主旋律」展覽開幕，

展出多種以新中國為創作背景的民間工藝品，有幸見證新展覽的開幕。雖然說陳

家祠在廣州是非常著名的景點，但對我而言卻是個陌生的地方，而被分派至文物

保護中心工作，卻有需要對館內的每個角落有所認識。文物保護中心就好像陳家

祠的「醫生」一樣，必須無時無刻地關注病人的身體狀況，但若醫生不認識人體

的基本情況，卻根本不可能懂得醫治病人。所以在實習初期，我花了一些時間來

熟悉陳家祠的歷史、建築特色、地理環境和展覽品等基本資訊，這對我日後的工

作建立重要基礎。適逢實習期間陳家祠正舉辦 2016 年度講解員的培訓課程，我

有機會和其他學員一起上課，當中的「文物保護與博物館學概要」、「陳氏書院的



建立及其演變」、「陳氏書院建築及相關知識」及「陳氏書院的保護與利用」等課

程，除了豐富了我對陳家祠的認識之外，還能了解多宗廣州文物保護個案，可算

是意料之外的收獲。 

 

  除了一些特別項目外，我日常負責的工作便是找尋問題和解決問題。舉例

說，陳家祠是一座中式古建築，以梁柱和木構件支撐起整個主體建築，因此需要

防止白蟻蛀蝕的問題出現。第一天工作的時候，剛巧有一位廣州的「蟻王」到館

跟進發現的蟻巢，並再作巡視。又舉一例，陳家祠屋頂容易出現雜草，這些雜草

實際上多為細葉榕、布渣樹等廣州常見樹木，一旦成長起來，其根部可深入建築

內部，對屋頂架構造成威脅。因此我們需要保持巡視屋頂的情況，當發現雜草時，

便需要進行除草工作。像滅蟻、除草等工作，就是文物保護中心的基本職責，也

就是說負責對陳家祠這座古蹟的保護和修復工作。 

 

  除此之外，我在實習期間，亦被委派一份重要工作，就是為館內的灰塑進行

「古今對照」。灰塑是嶺南傳統建築的裝飾工藝，以石灰塑出特別形狀的裝飾，

例如動物、山水、書法等。而我的工作就是把二十世紀初、1997 年和 2016 年三

個時期的灰塑照片進行比較，分辨形態和顏色上的不同之處，務求找出灰塑的歷

史原貌。要熟悉這項工作，必須對館內的灰塑分布、位置和主題具深入的認識。

黃海妍館長告訴我這個工作的重要性，她強調必須遵從文物保護原則，即「不改

變文物原狀」。 

 

  在陳家祠工作，還有一個項目讓我獲益良多，那就是陳家祠、廣州大學和香

港古物古蹟辦事處的合作交流項目。這個項目由石主任負責，他邀請我出席交流

當日的活動，好讓我學習當中的知識。這個項目以陳家祠為實驗基地，交流青磚

牆、灰塑等古蹟復修技術。例如，文物保護中心辦公室外面的青磚牆，就是利用

傳統的「五順一丁」規格所新建的仿古青磚牆。 

 

在廣州生活的日子 

 

  除了在陳家祠工作的經驗以外，在廣州生活的經驗也十分值得分享。我選擇

在一家青年旅舍居住，希望能認識來自中國不同地方的人。廣州離香港很近，文

化也相當接近，大部份人以粵語為母語，即使在陳家祠，粵語也是主要的日常語

言。假日的時候，我會和朋友去飲茶、吃雲吞麵和布拉腸，並參觀了當地著名的

博物館，如廣州博物館(五層樓)、南越王宮博物館，以及廣東省博物館等。不少

內地朋友向我分享，廣州蘊含一種與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線城市不一樣的城市

魅力，其社會包容力是整座城市價值最高的財富。因此，我很愛廣州這座城市。 

 

  在廣州生活裡遇見的人和事，讓我可以走出書本，親身接觸國內社會。當地



的生活和工作節奏和香港的很不一樣，最初我不太適應「午睡」的習慣，隨著我

融入當地的生活後，卻逐漸愛上這習慣。旅途上遇見很多來廣州找工作的年青

人，也許因為我們大多數留在香港找工作，缺少這種離鄉背井的經歷，所以每一

次聆聽他們追夢的故事，我都能感受到生命的力量，驅使我向他們學習，積極面

對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