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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俗紀聞鄉俗紀聞

周樹佳，曾當編劇記者，如今是香港
史地掌故研究者、民俗文化課程導
師。著有《香港名穴掌故沉》、
《李我講古》系列、《香港民間風土
記憶》系列、《香港諸神》、《鬼月
．沉》等二十餘書。

新．專欄

夾香火——客家人一生的圓滿結局

「沙螺灣水陸居民恭祝洪聖大王寶誕」於8月10
日至13日舉行，禮聘彩龍鳳劇團在誕會期間公演七
齣粵劇戲寶。8月12日周六為正誕日，洪聖寶誕值理
會仝人早上拜神，中午12時嘉賓陸續到場，近1時
青山同勝堂花炮會及醒獅隊前來賀誕，同時上演
《賀壽仙姬大送子》。當日大會由朝到晚包船予公
眾人士及嘉賓前來拜神及看戲。

戲金運輸成本升籌辦經費困難
李秀梅稱籌辦經費困難，往年包船1.6萬元，今年

已加至 3 萬元。演神功戲戲金也加價 8 萬元至 58 萬
元，而戲班、棚架、廚師和食材等全都走水路，運
輸成本昂貴。由於市道欠佳，人們不像疫情前闊
綽，所以對祭祀用的聖物競投亦不樂觀，今次誕期
只買基本用的聖物約39件，連同她捐出的紅酒及玉
器等，聖物競投收入估計40多萬元。正醮日晚宴筵
開60席，村民和遊客參加須自費700元，若參加者
給一人價錢，二人同來也沒奈何。今次辦洪聖誕大
會總支出料170萬元，她自己也捐出10萬元。

令李秀梅感欣喜的是近百名村民組成義工，數月
來逢假日從市區回村參與籌備工作，有些義工將工
作假期全用於誕會上。記者在會場看見穿黃衫約10
歲的小義工在維持秩序。村民李女士帶外孫女來看
大戲，她說在村校讀小學時洪聖誕還沒有演大戲，

那時放學後與同學來祭祀神靈，直至長大後出城工
作才演大戲，數十年來不間斷回村看戲和拜神。記
者亦見一群追星族在看戲，她們說從8月10日起租
住沙螺灣的村屋，連續4天日夜看偶像演戲感滿足。
另有數個家庭村民早年移民美國也專程回村看戲。

1時半舉行慶典大會。主禮嘉賓有民政及青年事務
局局長麥美娟、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及林筱魯、離
島民政事務助理專員謝奕婷等，嘉賓還有東涌大澳
等友好人士。

爭取建公路逾30年仍未有果
李秀梅致辭時指，沙螺灣村洪聖誕對鄉民的意義

非常重大，因為洪聖古廟守護整個鄉村的海港，故
稱為 「把港古廟」，供奉南海的海神洪聖爺，古廟
已有250年歷史。1968年颱風吹毀古廟，當時的村長
李志峰成立洪聖寶誕值理會，到處籌款，重建後於
同年11月2日落成，並首演粵劇賀誕。當時沙螺灣
無交通、無娛樂及無電燈，小時候很渴望洪聖誕到
來，因有小食攤檔、有戲睇非常開心。雖然現時籌
集資金不易，但希望藉洪聖誕增加年輕村民對傳統
文化和鄉情的認識。李秀梅憶述李志峰是個有遠見
之人，深知交通是大嶼山最重要的命脈，所以李志
峰在沙螺灣擔任55年村長，任大澳鄉事委員會主席

22年期間，努力為社區爭取改善交通和基建，大澳
很多的基建能落成都是他一手策劃出來。

李秀梅說沙螺灣對香港繁榮付出很多代價，因要
建21世紀的新機場，損失美麗的沙灘，30多年來政
府沒有批地起丁屋；交通不便村民為搵食，只能搬
出市區生活令人口流失。去年政府批出對沙螺灣土
地規劃綱要時，沙螺灣逾700原居民中，她統計出合
資格起丁屋的男丁有250人，明顯是一條大村，交通
仍是那麼落後，李志峰30多年前向政府爭取建一條
由東涌至大澳的沿海公路至今未有結果。

疫情後常住村民增加
李秀梅向記者表示，有村民70年代向政府入紙起

丁屋至今仍沒音訊，該村民今年已96歲。而去年政
府規範起丁屋的地方都在斜坡上，即使起丁屋也增
加填平斜坡的費用，對村民不公。疫情後村內常住
人口亦有變化，由20多人增至近60人，多了50多歲
退休村民回村常住。

沙螺灣近年封村，因要舉行洪聖誕才解封十多
天，李秀梅解釋封村是無奈之舉，近年有外來人偷
取村民的農作物，又有越野單車成隊從山上高速衝
向老幼村民，反罵村民擋路，這些人當然不受歡
迎。

大嶼山沙螺灣慶祝洪聖誕今年踏入
第 56周年，亦是 「悲喜交織」 的一
年。喜者，經過三年疫情後復辦粵劇
神功戲，吸引逾千村民和遊客參與。
不過沙螺灣的交通數十年來停留在只
有水路一條，在運輸費用高漲下，村
代表李秀梅慨嘆，要籌募洪聖誕及演
粵劇承傳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經費，面
臨很大挑戰。另外，她在大會上提及
沙螺灣的領頭羊、前村長李志峰在6月
仙遊，感謝他擔任村長55年期間，對
重建把港古廟、籌演粵劇賀誕、興建
鄉公所等工作的貢獻，並為後來者奠
下良好的基礎。

香港商報特約記者 梁美儀

沙螺灣村位置示意圖

沙螺灣村

早前經過西貢井欄
樹村，見貼了一紙通
告，說快會舉行 「夾

香火」，提醒有需要的村民齊齊參與。這夾香火是
客家人的古老風俗，然而筆者寡聞，從來只道是一
家一主之事，但這一次卻是由兩位村長召集的集體
行動，事件頗不尋常，故為了一探葫蘆裏藏的是什
麼，遂決定臨場一看！

所謂 「夾香火」，也簡稱為 「上位」，其意是讓
先靈加入祠堂的列祖列宗行列，客家科儀則叫 「和
合香火登龕」。當日陽光普照，筆者 8 時半抵達

時，不少村民已捧了祖先的香爐在祠堂等候。依傳
統，那負責捧香爐的子孫（現在已無分男女），都
要綁一條紅帶在腰以討吉利，而在搬動香爐時，更
要有人在旁打開一柄黑雨傘，遮擋太陽。

香灰混進香爐以示新舊同體
承壇的是一班來自大埔的客家師傅，他們一共七

人，準時在巳時（上午9時）啟壇。原來整場法事
是分成上下部分的，上半部是禮佛拜懺，而戲肉則
要到師傅午飯後才舉行，但不少村民似乎都沒有意
願離開，雖然天氣炎熱，亦情願抹汗在祠堂外守

候。
夾香火的過程充滿

象徵意味，喃嘸先生
會以客家話一邊喃唱
一 邊 帶 領 村 民 做 儀
式。開始時，村民會
逐個捧插了長香的
祖先香爐，如生人拾
級登樓般，經過一條
長紅（金/仙橋），靠
到 神 台 上 的 大 香 爐
前，其時喃嘸先生便
會拔起長香和一枝香
笄，插進大香爐內，
跟再用一個貝殼狀
的小銅筊杯，舀一點
香灰混進大香爐中，
以示新舊同體，那整
個夾香火就完成了。
據村中父老言，客家

人的一生，其實非以入土為安作結，而是要香火入
祠，才算是走畢人生全程，故此大家都十分重視這
趟法事。

但要做夾香火也不是可以隨意為之的，雖然不少
客家村都容許後人在脫孝後立刻做上位，但井欄樹
卻依循舊俗：一是要先人去世百日後。二是要先人
年滿六十，若未足，那就等到冥壽夠了方可。三是
要醮後三年。四是若妻子去世而丈夫尚在，那妻子
就要等其夫壽終百日後，方可一併做，但反之則無
此限。（按：題外話，有些鄉村規定，自殺輕生者
不能做。）

十多戶齊率辦藉此聯繫鄉情
然而話得說回來，這次十多戶人家一同夾香火，

也不是井欄樹的故有傳統，而是在2011年安龍清醮
後，才由村長發起的，目的是讓村民減輕負擔，齊
齊攤分高昂的法事費用，但誰知舉辦過後，反應出
奇的好，特別是因為參加的人多了，往昔一家一主
低調地做的冷清感覺頓失，拜起神來，大家合作互
助，都顯得精神有勁，更可藉此聯繫鄉情，故至今
已做了四次。至此，筆者恍然，終於明白到葫蘆裏
藏的是什麼了，原來就是 「德政」二字！

▼彩龍鳳劇團演員與主禮嘉賓離島民政事務助理
專員謝奕婷（左三），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左
四）、大會會長李秀梅（左五）、民青局局長麥美
娟（左六）、立法會議員林筱魯（左七）及大會主
席張廣任（左八）合照。 特約記者 梁美儀攝

葉劉淑儀在洪聖誕花炮前拍照留念。

正誕日大會包船接送公眾人士前來拜神及看戲，
人群絡繹不絕，一片喜氣洋洋。

青山同勝堂花炮會及醒獅隊前來賀誕。

沙螺灣慶祝洪聖誕復辦粵劇神功戲吸引一眾村民及遊客日夜觀賞。

一眾孝子賢孫跪在祠堂內的臨時佛壇聽經。右邊的香爐就是夾香火的先人香爐。

村民捧先人的香爐到祠堂。 周樹佳提供圖片

喃嘸先生（戴眼鏡者）協助村民捧先人香爐過仙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