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眾亡靈，村民早在祭壇旁安葬大士王作監察之效 7。接着，道士會戴上衣冠唸

經進行超幽。當唸畢經文，道士會將誦唸之文表與功曹使者一併火化，再誦

科文結束印咒。超幽過後，村民會燒大士王以送走一眾孤魂野鬼及大士王，

然後開始搶包山。

（梁炳華主編：《香港離島區風物志》，頁 210。香港︰離島區議會，2007 年。）

							搶包山

						包山乃長洲獨有之風俗，其起源亦與十九世紀之瘟疫有關，當時居

民深信以傳統之祭品及壽包可安撫鬼神，於是在北帝廟前用竹搭架，以壽包

堆積成山為祭品。太平清醮的包山，為人食亦為鬼神食。居民認為包山之包

能治百病，亦可獲得神靈的庇祐，故從前每當深夜祭畢鬼神，居民紛紛上前

搶包，故典慶時或稱為包山節。搶包山活動因 1978 年的棚架倒塌事件而一

度改為派包，直至 2005 年才恢復舉行。

時移世易，太平清醮之意義與過往有別︰以前是驅瘟解疫，保居民之安

康；現在則為普天同樂，聚鄉間之情誼。然而，此典慶誠為長洲最大之盛事也！

（梁炳華主編：《香港離島區風物志》，頁 210。香港︰離島區議會，2007 年。）

問題討論

1. 「醮」字的意思是什麼？

2. 長洲太平清醮有何特色？

3. 有人認為長洲太平清醮變得商業化，你贊同嗎？

7	 大士王，又稱鬼王。有關鬼的故事最少有三︰第一個說法是鬼王為觀音大士的化身。據說觀音面

貌慈和，恐怕不能馴服眾鬼，所以化身為青面獠牙的鬼王，故有「觀音化大士」的說法。另一說

法是鬼王本山賊頭領，喜歡吃人。觀音為了馴服他，一日乃變作村姑，被鬼王所吃。之後，觀音

在鬼王肚內作法，令其疼痛不已，不得不屈服。鬼王被觀音馴服感化之後，為觀音服務，吃掉作

惡亂事之遊魂野鬼。第三個說法是根據佛經「瑜伽焰口科」，鬼王本名面燃，為（觀音）大士感化，

乃為鎮鬼之佛。鬼王的造像不一，廣府的是坐像，潮洲的是雙腳立地，而海陸豐的是單腳站立，

一腳懸空。（蔡志祥：《打醮︰香港的節日和地域社會》，頁 128。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

限公司，2000 年。）

四、大澳端午龍舟遊涌

每年端午節前後，龍舟競渡的鑼鼓聲就會在香港多個地區響

起。大家談及賽龍舟，想起的往往是投江自盡的屈原。其實，香

港各個離島仍保留着有關賽龍舟的宗教儀式，其中最具特色的可

說是大澳的「端午龍舟遊涌」了。相傳在百多年前，大澳出現瘟

疫，漁民用龍舟拖着載有從各廟宇接來的神像的小艇巡遊水道，

於是瘟疫得以驅除。這個「龍舟遊涌」的傳統維持至今，它將大

澳的漁業生態環境、生產技術、漁業經濟、漁民組織，以至宗教

信仰及儀式整合起來，發展成為一套地方民間宗教和社區生活體

系，具有維繫社區成員關係的重要功能。2011 年，這項活動被列

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習俗來源

相傳一百多年前，大澳發生瘟疫，並持續一段時間，不少人因此離世。

居民提議出動龍舟酬神，希望神靈能為居民驅除瘟疫，帶來好運。於是，村

民便恭請大澳四間廟宇的神

祇出來遊涌，依次是侯王、

天后、關帝和洪聖，把祂

們安放在神艇上，由象徵

神靈的龍舟拖行，在各主

要水道巡遊。坐在神艇的

人沿途化衣，安撫水中孤

魂野鬼，保祐大澳平安。

當神艇經過水道兩旁的棚
大澳居民在端午節舉行龍舟遊涌（轉載自政府新聞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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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時，到處滿佈居民圍觀，祈求平安，消災解難。不少人焚燒元寶，祭祀遊

魂野鬼和不幸死去的人。這個習俗已超過一百多年歷史，一直由三個龍舟會

合辦，分別是扒艇行、合心堂和漁業行，他們代表了昔日在大澳從事漁業的

水上和岸上居民。現今漁業式微，許多年輕的大澳原居民已遷往市區謀生，

令原本有兩萬多人的社區，現在只剩下幾千人居住。

（何耀生：《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頁 31-32。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 年。）

接神

當地人稱端午節的宗教性龍

舟活動為「遊涌」，是將楊侯、天

后、關帝和洪聖四間廟宇的神像請

出來放在小艇上，由龍舟拖着巡遊

大澳各水道。活動分兩天進行，第

一天是到各廟宇接神，第二天是遊

涌（或稱「遊神」），然後是把神像

送回各廟宇。

「接神」是在農曆五月初四日

進行，參加的有合心堂及漁業聯誼

會。兩個龍舟會的龍舟拖着小艇，

他們稱之為「神艇」，到大澳的四

所廟宇迎接菩薩的神像。神像由

神艇盛載，由龍舟拖返回龍舟會的

「神棚」供奉，合心堂將一會員的棚

屋裝置成為神棚。漁業聯誼會則以

負責人的家中作為活動基地。

各龍舟會的接神活動有一個特定的安排，依次是楊侯廟、新村天后廟、

關帝廟及洪聖廟，他們每到一間廟接神，都會杯詢問神明是否滿意是年端

午節的安排。接回來的神像都會安在神棚供奉，龍舟會的成員都會到神棚朝

拜菩薩的行身。

扒艇行的接神活動在農曆五月初五進行，接神次序和兩個龍舟會一樣。

不過在扒艇行迎接了菩薩的行身後，「遊涌」活動便開始。

（廖迪生、張兆和：《香港地區史研究之二︰大澳》，頁 180。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06 年。）

採青與喝龍

按傳統，在每年農曆五月初五，便會舉行龍舟遊涌的儀式。當天清早六

時，由兩位扒艇行成員在早上先往採青，負責採青的年輕人一定要未成婚，

俗稱「青頭仔」。然後，一行人到侯王廟拜神，祈求侯王保祐，此外在廟內

請順水符，並貼在龍頭兩邊，寓意平安。隨後健兒划龍舟到新碼頭（過往划

到龍躉，即頭船，指捕魚數量最多的漁船），舉行「喝龍」，儀式由「青頭仔」

舉行，用生雞雞冠血加酒，從龍頭灑到龍尾，以示喚醒神龍，帶來生氣。

（何耀生：《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頁 32-33。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 年。）

     龍舟遊涌

「遊涌」在五月初五日上午進行，由各廟宇接回來的神像都安放到神艇

上，由龍舟拖着巡遊大澳的水道。三個龍舟會巡遊的次序是︰「扒艇行」、

「漁業聯誼會」和「合心堂」。龍舟和神艇都插滿旗幟，神艇上的龍舟會成員

不停燃燒金銀衣紙和向水面撒「水飯」，也就是由水混和了的米飯和菜。當

地人稱此為「化衣」，以安慰水中的遊魂野鬼，同時沿岸的棚屋居民則不斷

向經過的龍舟燃燒香燭元寶參拜。

        

接神儀式（轉載自「山野樂逍遙」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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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遊路線首先由楊侯廟對開的海面開始，然後前往橫坑的水面，繼而前

往大涌口。從前龍舟還會巡遊一涌、二涌和三涌的水道。雖然各龍舟進行宗

教活動，但有趣的是，漁民並不希望龍舟及神艇的任何部分接觸到他們的棚

屋，認為那會為他們帶來惡運。當長長的龍舟在狹窄的一涌、二涌和三涌水

道巡遊時，可說是既刺激又驚險。在 1980 年代初，巡遊一涌、二涌和三涌

的安排因水道狹窄而取消了。

（廖迪生、張兆和：《香港地區史研究之二︰大澳》，頁 180-181。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

限公司，2006 年。）

送神

巡遊完畢後，各龍舟會便在下午把神像送還各廟宇。與接神的過程一

樣，神像由神艇盛載，依次序送回楊侯廟、天后廟、關帝廟和洪聖廟，當到

達楊侯廟後，龍舟會的負責人便會詢問神靈對今次活動是否滿意，然後再求

籤詢問會員的運程︰首先他們會問全大澳社區是否平安，然後是會員行業的運

程，作業情況，以及會員會否招惹官非。但在其他廟宇，他們並沒有求籤，只

會以杯的形式詢問神是否滿意，這反映出侯王在他們心目中的重要性。

當所有神像送回廟宇後，活動便完結。在晚上，龍舟會的成員便會在酒

樓聚餐，慶祝端午節。他們也以誕會的方式組織運作，在宴會上計算活動經

費，由會員平均分攤。大澳居民也稱他們的龍舟會為「龍船誕會」。

（廖迪生、張兆和：《香港地區史研究之二︰大澳》，頁 181。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06 年。）

與社區的關係

以往，大澳主要的經濟活動是漁業，漁民會組織「行會」去掌握自然

生態資源。但在捕魚活動之外，這些行會組織也成為大澳端午節龍舟活動的

組織單位。大澳的宗教性龍舟活動，亦可以理解為漁業經濟活動的一個延伸

部分。

（廖迪生︰〈社區脈絡的認識︰大澳社區個案分析〉，載於陳潔華編︰《批判思考、創意教學︰

香港社區教育》，頁 7。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4 年。）

簡而言之，大澳的宗教性龍舟活動，有賴當地的漁業作為經濟基礎。

六十年代以前，龍舟會的會員，會抽取部分漁穫收益，來作為龍舟活動的經

費，而資助的款額則以收入的多少來決定。以合心堂為例，各成員須匯報

自己在黃花魚魚汛期所得的收益，收入最多的便成為「頭船」，第二的則成

為「二船」。頭船和二船的漁穫收入雖然多，但捐助龍舟活動的金額也相對

的多。他們相信神明庇祐他們漁穫豐收，在龍舟活動中，頭船有責任或權利

親手接送神像，二船則撐傘，保護頭船所接送的神像。農曆五月是漁業的淡

季，也正好讓大澳的漁民盡情慶祝端午節。從這個例子中，可見大澳的宗教

活動，跟社會經濟組織和生態環境，有着密切的關係，而更重要的，是要與

各社會文化範疇相互配合。

今日大澳端午節的龍舟活動，與漁業的關係，並不像以前那麼密切了。

宗教性的龍舟活動，雖然還是繼續舉行，但年青人更感興趣的是龍舟競賽。

端午龍舟遊涌盛會（轉載自「山野樂逍遙」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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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以地區社群為單位，組成自己的龍舟隊伍，在端午節參加比賽。勝出的

一隊，便可以代表大澳，參加全港的漁民龍舟比賽。若再勝出的話，他們便

可以代表香港，到外地參加比賽。這個每年一次的龍舟比賽，吸引了很多在

市區居住的大澳人，回來參加活動。傳統的宗教活動，和現在那些含有體育

比賽性質的龍舟活動，維繫着兩類不同性質的地方團體。

（廖迪生︰〈社區脈絡的認識︰大澳社區個案分析〉，載於陳潔華編《批判思考、創意教學︰

香港社區教育》，頁 9-10。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4 年。）

問題討論

1. 大澳龍舟遊涌由哪三個漁業行會合辦？

2. 為什麼漁業行會這麼支持這項宗教活動呢？

3. 龍舟活動與社會經濟組織和生態環境有何關係？

五、盂蘭節與中元節

盂蘭節與中元節，均俗稱「鬼節」，二者皆在農曆七月十五

日 8
，但因為來源不一，故有不同的名稱，其內涵亦不盡相同。盂蘭

節的活動在香港各區均有舉行，通常包括中國戲曲表演和向善信

及貧苦大眾派米，不少廟宇均香火鼎盛，除了燒香燭、紙紮品和

在神壇上供奉祭品等拜神儀式外，善信也會聘請道士舉行祭禮，

超度亡魂。2011 年，盂蘭勝會更被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

遺產名錄。

      盂蘭節由來

盂蘭節為佛教的重要節日，僧侶於這天集會，無分彼此，可互相提出

意見和看法，從而作自我改善。因此，佛家又稱為「僧自恣日」或「佛歡喜

日」。「盂蘭」的梵文是「Ul lambana」，意思為「救倒懸」，指解救正在受

苦的餓鬼。佛教有「十界」之說，分別為佛、菩薩、緣覺、聲聞、天、人、

阿修羅、畜生、餓鬼和地獄。前四界可脫離生死輪迴之苦，後六界又稱「六

道」，當中以「餓鬼」和「地獄」為最恐怖的酷刑，永不超生。

（何耀生：《香港風俗及節令文化》，頁 115。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 年。）

根據《盂蘭盆經》記載，佛陀弟子目蓮，他的母親雖然富有，但非常貪

婪愛財，對提倡行善的僧侶非常仇恨，經常對僧尼出言不遜，諸多留難。目

蓮母親死後便墮進餓鬼道，轉生為餓鬼。

目蓮修成羅漢後，用大眼看到母親在餓鬼道中，骨瘦如柴，飢餓難耐。

目蓮看後，心如刀割，便馬上送食物給母親，豈料食物未入口，即化成火

8	 盂蘭節正日有二說︰一為農曆七月十五日，一為七月十四日。在香港乃至整個華南地區，一般以

七月十四日為正日；而由於盂蘭節與道教的中元節同屬「鬼節」，故七月十五為正日之說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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