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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向以傳承國粹、貫通中西文化為宗旨，學院專注於學

術研究之餘，也不忘回饋社會。 2003 年，本人獲教育局優質教育基金資助，

研究如何普及中華文化。十年辛苦不尋常，研究團隊在此相關領域取得了

重大的成果 ， 得到教育界和社會廣泛認同 。 〈中華文化承傳}、〈中華文化擷

英〉、《中華經典啟蒙》、〈中華經典導讀》四套叢書 ， 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

版，風行全國，並遠播歐美。其中《中華文化承傳》更獲國家新聞出版總署

選為「全國青少年百種優秀圖書」之一，並獲批基金，啟動英譯工程 。 我們

深信，上述系列叢書的面世，可以讓學生和社會人士深刻體會中華傳統文化

的雋永魅力，進一步加深對悠久燦爛的中華文化的情感 ，並在學習、認識和

反思中，獲得自身道德、學識和修養的提升。

研究人員再接再厲，立足本港，探討香港的傳統文化，讓學生通過與

生活相關和緊貼社會發展的知識，認識社會、歷史、文化、傳統的發展和變

化，進而奠下文化創新的基礎 。 對於學習者而言，從身邊的素材入手，由親

身感受及經驗而認知，學習效益將更為顯著。美國著名教育家約翰﹒杜威

( John Dewey) 提出「經驗學習」、「從做中學 」 的概念，美國著名組織行為

學教授大衛﹒庫伯 (David Kolb) 進一步發揮，提出「體驗學習圓 J 理論，

認為文化學習是由具體體驗、反思觀察、抽象概括到行動應用四個階段所組

成螺艇上升的完整過程。將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的學習置於不同的時間、

地方、制度、文化及價值體系之中，學習者通過研習不同的範疇，反思這些

情境中出現的行為、事件和議題 ， 得以探究現今實況、明白過去的關連及思

考將來的種種可能性。我們在比較大中華園的區域文化後，認為香港本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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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將提供一個最佳的藍本。香港在中華文化的傳承、創新及轉化層面，留下

許多有價值的探討內容，從中可見與傳統文化的共性及其特性 ， 並呈現其文

化的多元及深層內涵。

本書分節慶活動、民問風俗、飲食文化、名人蹤跡、歷史沿革、傳統

建築六個方面，以挖掘香港文化中豐富的傳統文化元素 ， 為學生提供學習資

源，為老師編寫校本教材提供支援。我們採取「述而不作」的精神，重在搜

集、分析、篩選、輯錄有關專家的論述。本書的文字及圖片，荷蒙各版權持

有人慨允授權轉載，特此鳴謝。至於若干選材 ， 因未能與作者或出版社取得

聯繫 ， 只得割愛 ， 深感遺憾。學習者從身邊的生活素材入手 ， 了解和反思傳

統文化的傳承和創新，可以開闊視野，體認本土文化和中華文化的血脈相

連;可以提高批判性思維，明白過去和現在的關連，並思考將來的前景;可

以提升人文素質 ， 優化人格，從而為家庭和社區作出更大的承擔。

施仲謀

2 01 3 年 6 月 1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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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傳統文化

一、 農曆新 年

香港雖然是一個現代化的國際都市，中西文化雜蝶，但農

曆新年仍然是人們最重視的傳統節日。為了迎接新的一年，家家

戶戶都忙於大掃除、貼門神、掛春聯、預備團年飯， 一起歡度佳

節，熱鬧非常。新的一年剛到 2 各種慶祝活動便接腫而來:舞，獅

子、維港放煙花、上頭娃香、到車公廟拜神、攝太歲等等，內容

之豐富，遠勝於其他節日。新春之隙，人們相遇時總要笑容滿面地

恭賀新禧，說一些「恭喜發財j 、「萬事如意 j 、「新年快樂」、「身

體健康 J 等吉祥話已此外 3 親朋好友之間更會登門拜年，互致祝福。

血面圍哪
農曆新年前夕之大除夕夜，大多數道教信徒都會在宮觀廟宇門外等候子

時來臨迎接新年，祈望在神前奉上清香以表敬意，祈求褔庇。民間習俗在此

基礎上，更相信若能上頭香，神明特別垂注所求，因而新的一年便能得心應

手，諸事順利。所以，當夜不少宮觀廟宇門外大排長龍，目的就是等到年初

一的時候，衝入廟內上頭位香，祈望新的一年行個好運，事事順利，身體平

安和財運亨通。

有人問 í 踏正子時(晚上十一時至凌晨一時)上在香爐的第一位香是

否就是頭娃香? J 所謂頭位香，其實是每年正月初一，新年開歲所上的第一

位香，或可說是每日凌晨在宮廟內向神明敬奉的第一蛀香。

話雖如此，世俗祈求神明保祐仍然抱蒼爭得第一就是好的心態去，

所以寧可在宮觀廟宇外等幾個小時，和數以千計的人連在一起仍不覺得疲

勞，這種情況最常見者就是在音色閏黃大仙祠、紅嘲觀音廟、上環水月宮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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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信事上頭姓香(轉教自《蘋果日報)) ) 

進廟上香求神庇祐，原來是與民生有 定相關。根據一些難於證賣的

說法，經濟低迷、景氣較差的時候，大除夕夜到宮觀廟宇上頭位香的人會較

多。也許希望上過頭姓香後能 切順景。

(謝永昌、蕭閻健 : <香港廟神志> '頁 1 4- 1 5 。香港 香港道教聯合會出版， 2010 年 。 )

月詐、初三:如廟『也主I
j( 
沙田大闡車公廟建於明朝末年，創建年代不詳，應早於明朝末期，與荷

李活道文武廟、黃大仙廟、佛堂門大廟並稱香港四大廟宇。曾於 1890 年及

1993 年重建，工程於 1994 年完成，全部費用達 5000 萬元。新廟總面積

達 9050 平方米，比原來的 2000 多平方米大得多了。至於原本的古廟位處

現今車公廟背後，可惜已不開放給市民入內參拜，車公廟入口兩旁的石柱上

掛有一幅對聯 r 車轉普天下般般醜心變好，公扶九約內事事改禍為祥。」主

殿兩旁建有鐘樓和鼓樓。新造的車公大元帥神像吃立於主殿中央的神壇上，

高二十士米，用仿銅鑄成，身穿鎧甲，腰懸寶劍，威風凜凜，氣勢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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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廟為一進式的建築，殿前有一大廣場，設有祭台、風車、萬至寶爐等，

可供善信在露天拜祭 。每年都有很多善男信女到車公廟參拜，特別是年初二

車公誕，或年初三赤口，須勞動警力維持秩序，運輸署更特別安排交通措施 。

到車公廟拜神的最大特色就是轉風車，因此廟內置有銅風車供善信轉

運，轉過風車後就可「運轉乾坤」。其實拜車公並沒有轉風車這種玩意，只

是以前有廟祝或攤檔小販自製7 把風車來轉風乘涼 ， 戲吉是轉運之用，於

是到車公廟轉風車就變成代代相傳了。

(謝永昌、的閻健 <香持生民間平lþ靈與廟宇探究) ，頁 1 04-106 。香港﹒香港道教聯合會出版 ，

20 1 0 年 。 )
, I 

「正月干五:元宵祠堂閉.1

每逢元宵節，不少地方都會舉辦元宵燈會、猜燈謎等慶祝活動 ，而且人

們還會大吃湯圓來應節，象徵一家慶團圓 0 元宵節更被稱為「中國情人節」。

對於新界居民來說 ，元宵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節日一一「元宵祠堂開

燈 J '這亦是中國 個重要的傳統風俗，能夠在香港繼續家傳，實在非常難

得。「燈」的諧音是 í T J '新界居民正好在農曆正月十五日，慶祝過去一年

內添男T的鄉民。他們在村內的祠堂吊掛一盞盞大型的花燈，花燈 般以大

紅色和粉紅色為主 ， 並寫上不同的吉利說話 ，如狀元及第、添丁發財、快高

長大、金玉滿堂等 。花燈底部掛有男丁名字的牌、筷子和芋頭，寓意家人對

男T的祝願。

象徵新男丁的花燈燃亮掛起後 ， í 新TJ 便成為族中的一分子 ，日 後可

擁有分享族產收益和繼承家中遺產的權利，而且馬上可獲分豬肉一份。按傳

統俗例 ，掛燈後當晚，村農便會分 「丁頭向」和於祠堂內宴請鄉親飲「 丁

酒」。飲過T酒 ，吃過「九大草 」 後 ， í 新了」的家人便會把花燈除下，然後

帶回家中 ，或把燈芯放在 {固紅桶內，帶回家去，整個開燈儀式亦告完成。

(何耀生 《香港風俗及節令文化) ， 頁 26-28 。 香港 。 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 2006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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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習俗認為，每年都有一位神明掌理當年凡間的一切褔禍吉凶，

是為太歲。太歲神，原本為道教的星辰尊稱，簡稱為「太歲 J '或稱為「 歲

神」、「歲君」等，是諸神中最真權力的年神，有「年中天子」之稱，統攝眾

神。太歲共有六十位之多，按六十甲子輪流值歲，總稱為「值年太歲」。

(何志平 《天上人間 香港民間信仰文化札記.} ， 頁 1 47 。 香港 吹文化有限公旬 ， 2008 年 。 )

古書云 r 太歲如君，為眾神之首，眾煞之主，有如君臨天下，不可冒

犯。」由於太歲神位高權重，古人對祂非常敬畏，唯恐觸犯了祂而遭降災禍。

為避免得罪太歲神，在沖犯太歲之年，人們都會在新年開春期間拜太歲神，

祈求新一年平安順利，逢凶化吉。

(何志平: {天上人間 香港民間信仰文化札記.} ， 頁 1 5 0 0 香港 l'X文化有限公司 ， 2008 年 。 )

至於「攝太歲」的習俗，則早在金朝已出現。相傳金朝章宗元年，瑞

聖皇太后得了一場急病，藥石無靈，唯有寄託神靈，建向皇太后的本命太歲

rT卯年耿章大將軍」祈福，其後竟不藥而癒 。章宗為報答神恩，下令建廟供

奉六十位太歲。自此， r 攝太歲」這個習俗，在民間開始廣泛流傳 。

在香港，有不少廟宇都有奉把太歲，其中一間較真規模的是位於蓋灣的

圓玄學院，內設有元辰蝦，又稱太歲殿，供奉了六十位太歲神像。

(何志平 《天上人悶。 吞港民間信仰文化札記.} ， 頁 1 5 1 0 香港 吹文化有限公司 ， 2008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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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6g. 觀音借生IIJ

觀音寶誕每年有四次，分別為農曆二月十九日(觀音誕辰)、農曆六月

十九日(觀音受戒)、農曆九月十九日(觀音升仙)和農曆十一月十九日(觀

音入水) 。 而農曆正月廿六日是著名的觀音開庫，這項香港獨有的民間風俗

起源於上環太平山街的觀音堂，該處已有百多年歷史 。 當年觀音堂主持鄧俾

雲眼見人民生活困苦，很多小孩失學，他便藉「孝子修建洛陽橋」的故事，

始創「觀音借庫 J '作為資助貧苦大眾上學。

所謂「孝子修建洛陽橋」是指蔡中興之母從海難脫險後，向觀音許下

諾吉，承諾將來兒子長大後，必修橋築路，造福公眾。當她的兒子蔡中興長

大後，奈何為官清廉，沒有多餘的財力造橋，終未能履行承諾 。 此事戚動觀

音，於是祂化身為絕色美女，坐於船上，並揚吉如有人用銀兩擲中她，願蟑

他為妻 。 各人對她的天姿國色趨之若驚 ，紛紛向船上不斷擲銀兩，一時間整

條船載滿銀兩。眾人根本擲不到觀音大士，最後蔡中興就用這些銀兩修建洛

陽橋 。 因此在上環觀音堂中可看見借庫對聯一一 「重見洛陽橋下水，大開香

海庫中金 J '意思是用觀音借庫得來的錢，回饋在社會公益上。

(何給生: {香港風俗及飾令文化> '頁 42-43 。 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 2006 年 。 )

善信必須在百解符上寫上何時借、何時還、借多少錢，以及自己的姓名

和出生日期 。 此外，善信更要準備好五個利是封，其中四個寫上「借你財星

拱照」、「借你財運亨通」、「借你財源廣進」和「借你財來有方 J '而第五個

則放香油錢給廟祝祈福 。

(何!f1J1生 {香港風俗灰節令文化> ' 頁 的。香港 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6 年 。 )

與親友折褔後(編按:本書作者曾陪同專程從內地來港的親友到紅嘲

觀音廟借庫) ，便跟她到銅鐘和鑼鼓前各敲打三下，然後把貴人紙、香燭和

四十五元現金交給廟祝 。 之後，廟祝給予我們 份「開庫功德 J '內有生菜

(即生財)和一封利是，利是內寫上觀音借庫的金額 。 我的親友運氣不錯，借

得二億多 。 親友戚到滿意，並聲吉年尾會回來還庫 。



節 慶 活動

所謂還庫，一般在明年借庫前歸還。還庫的物品除一股祭品外，跟借庫

時一樣，也需準備五個利是封，其中四個分別寫上「壽金為本銀為利」、「有

本有利」、「有借有還」和「有利歸還 J '而最後一封為香油錢，是送給廟祝

的。上香還神後，便把四封利是及衣紙化寶，整個還庫儀式便大功告成 。

(何耀生。 《香港風俗及飾令文化} ，頁 鈞 。 香港 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 2006 年 。 )

每年的正月二十六 ， 紅惱觀音廠都會開放讓善信借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