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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_

在地域社会中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正确性一方面是控制地方

声音的地域精英对理想模型的理解执行和诠释另一方面是群
1

从周边社会中学习较衡和选择的结果从地域社区的视角正确

的生活方式是通过接触模仿和选择的长期建构的结果吉澳是香

港东北邻近中国边境的海岛岛上的居民主要是岸上人的 ?客

家?人及长期
#

其蔑视的?水上人?（鹤佬蛋家）渔民吉澳岛

最早上岸的那一群渔民的生活界瞃因
#

邻近的客家十约而显得清

晰也因
#

１９３０年代的新一群的渔民上岸而加
/

这样的界瞃不是

国家赋予的而是通过自我陈述节日实践以及仿作他者的过程而

建立的

`ab

吉澳节日身份认同族群关客家水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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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志祥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香港新界沙田电邮ｃｃｃｈｏｉ＠ａｒｔｓ．ｃｕｈｋ．ｅｄｕ．ｈｋ
本文得到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

3

助项目 ?在边境的社区华南侨乡的历史文

化和地域网络比较研究?（计划编号ＲＧ００１Ｐ０６）的支持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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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德英在１９６０年代提出利用意识模型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ｍｏｄｅｌ）的概念来理解

中国地域社会不同层次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认识社区人群根据自身理解的文

化次序选择自己认
"

最接近上层的理想的正确的生活方式地域社区

这种自我建构的生活模式有
-

於周边的社区从而藉此建立我群和他群的

差?①　萧凤霞和科大卫在ＤｏｗｎｔｏＥａｒｔｈ的序言中认
"

意识模型必须放在

中国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理解②　不同时代的皇朝国家提供了多层的多

样的上层的可让地域人群选取的律令和典范在地域社会中文化和生活

方式的正确性一方面是控制地方声音的地域精英对理想模型的理解执行和

诠释另一方面是群
3

从周边社会中学习较衡和选择的结果从地域社区

的视角正确的生活方式是通过接触模仿和选择的长期建构的结果

吉澳是香港东北邻近中国边境的海岛岛上的居民主要是岸上人的

?客家?人及长期
"

其蔑视的?水上人?（鹤佬蛋家）渔民１９６０及７０年

代大量的吉澳岛居民（岸上人与水上人）移民英国和欧洲他们怀抱原乡

的族群差?１９８０年代初在?地各自建立同乡会同乡会一方面透过教育

和联谊活动帮助新移民融入?地社会团结族群?且与其他同样来自香港

新界地区的移民竞
+

另一方面与来自香港新界的其他移民不一样的是他

们
'

有以原乡
"

单位组织统一的会馆

１９８６年吉澳岛举行十年一
7

的安龙清醮旅欧的吉澳居民借此契机开

始在原乡建立?水陆团结?的仪式活动尝试把原乡的族群差?消解随

着乡民在?地事业的发展旅欧的两个同乡会与吉澳天后
8

值理会取得大量

的捐款使得１９９６和２００６年的安龙清醮的规模越来越大节目越来越丰富

吉澳岛的安龙清醮透过传媒和互联网显示吉澳居民的一体性然而不同

族群对世俗的活动和神圣的仪式有不同的表述回乡共同庆祝盷期性的节日

活动不仅把?乡的差?尝试在原乡融消仪式也同时带来?
9

化长久的族

群差?安龙清醮原来是早期吉澳居民用以认同周边客家人社区的仪式工

６６ 蔡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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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也是分
!

岸上人和水上人的仪式工具２００６年水上居民积极参与的是香

港新界?本地人?村落的?太平清醮?而非?客家人?的?安龙清醮?

仪式同时是地域族群用以整合和分化的工具本文尝试以乡民自我陈述的历

史节日的组织探讨吉澳岸上人和渔民及其周边社会的重层关从而理

解族群身份建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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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旅欧的吉澳乡民游运明在两个吉澳旅欧同乡会即客家族群的

?旅欧吉澳同乡会?和属於渔民的?旅欧吉澳渔联会?以及?吉澳村公所

值理会?的支持下?放下私人业务?用了八个月的时间?走遍英国

苏格兰荷兰丹麦两度前往澳洲几次往返香港更进入
"

地广州访

问了数十位高龄长者从中收集?整理出许多零碎资料加上历史文献的考

证经编辑人员的协助?④　印刷出版 《大鹏明珠吉澳沧海遗珠三百年 》

一书这本厚１４６页Ａ４开本的中英文对照图文?茂的?刊物 ?⑤　除了

?发刊词??题词?和?附
#

?以外包括了十章第一章?见证历史三

百年?
$

述吉澳的历史以及岛上的历史遗址和文物第二章?天后神恩?我

黎民?以天后
%&

主题介绍岛上的两个最重要的节日活动天后诞和十年

一
'

的安龙打醮第三章?沧海桑田凭谁记?主要集中介绍１９８０年代尤其

２０世纪初岛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第四章?任重道远育英才?介绍岛上

的教育情癋第五章?乱世浮生话当年?以口述历史的方法回忆日治时代

及以前的历史和生活第六章?
!

我乡里时?介绍乡民移民及定居海外的过

程第七章?旅欧吉澳同乡会?第八章?旅欧吉澳渔联会?和第十章?吉

澳村公所值理会?介绍三个乡民海
"

外的组织和活动第九章?山明水秀任

遨??介绍岛上的旅?资源附
#

包括吉澳海外乡民和商号的通讯
#

这份

刊物可以
(

是吉澳岛上以及旅外乡民一致同意的吉澳历史生活方式以及当

代的组织和身份认同通过对此书的分析我们可以理解乡民的自我定位

此书指出吉澳岛在明代仍未开发明末逃海者开始在岛上 ?定居建

模作他者 ６７

③

④
⑤

游运明编《大鹏明珠吉澳沧海遗珠三百年》（香港吉澳村公所值理会旅欧吉澳

同乡会旅欧吉澳渔联会联合出版２００１）
游运明编《大鹏明珠吉澳沧海遗珠三百年》页１４６
刊物以纪念刊形式出版在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特命全权大使的?发刊词?以及１６
篇?题词?中１２篇吉澳海

"

外领导者的?题词?皆称?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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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吉澳在清初被列入迁界的范围复界後?客家人陆续迁入居民人

口大增?（页２３）根据香港政府１８９９的人口统计岛上共有６００人属於客

家族群⑥　１９１１的人口统计岛上共有７０８人其中男性３８６人女性３２２

人⑦　大抵吉澳岛的发展主要在２０世纪初据游运明的调查２０世纪岛上共

有４３族３７姓其中陆上人口共３２姓水上人口１１姓他们分
(

住在十处村

落（页２３）１９５６年的人口统计岛上共有水陆居民四千馀人这与２０世纪

初大鹏湾整体以及沙头角墟的发展有关吉澳的良好的渔船湾泊的条件不

仅吸引东江流域的渔民而且大抵开始有来自珠江口的渔民陆续迁来加上

二次大战後的政治环境使得作
#

逃难中介地的吉澳岛在１９５０年代初?岸上

房屋鳞次栉比海面千帆?举?（页２３）这样的繁荣很快的随着边境封闭

以及连锁移民的关乡民或移居海外或迁住市区因此１９９０年代吉澳

包括渔民新村在
$

的三百馀
8

?十室九空?（页２３）虽然海外有约一万

家属亲人２００６年建醮时岛上大概只有约二百馀居民⑧　

此书
/

调岛上主要的居民包括?客家人?的陆上居民和?渔民?的水

上居民早期定居吉澳岛的?客家人?居民以渔农
#

生吉澳土地肥沃满

山林木农作物有花生番薯粟米蔬菜及少量谷米?饲养禽畜这些

工作都由妇女担当至於男性主要出海捕鱼於收割时才来帮忙书中
/

调

早期的居民主要以捕鱼
#

生然而?客家人?的作业方式与?渔民?的不

同如做栋仔下小钓牵小毡牵虾牵沙罟等渔业作业方式?都是吉

澳岸上居民历代相传的靠海维生的方法?即使到了１９３０年代放响螺等

渔业生
0


#

吉澳岸上居民海中作业的主要收入来源（页４４４７）除了渔

农业外岛上的店铺也是由岸上人经营的最早的是店铺由龙岗张姓在１９世

纪末开办书中特
(

提到１９３０年代张游刘罗李周王七姓开设

的十一家店铺它们分
(

是张姓经营後归游姓拥有的?有栈?（粮油杂

货养
9

酒材料贷款）游姓经营的?连栈?（捕鱼鱼乾）刘姓经营

的?顺兴?（油糖杂货米粮）和?荣和栈?（火水）罗姓经营的?福记?

（
:

粉小吃 ）李姓经营的 ?宝
;

号 ?（纸? ） ?李友记 ?（瞏
:

果）?信和?（油粮杂货米粮让酒养
9

饲料信和後转售德记

６８ 蔡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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栈兼营火水 ）以及 ?茂和栈 ?（药材匹头客栈 ）周姓经营的 ?富

记?（豆品
!

肉）以及王姓经营的?茂记?（杂货渔网缴家）岛

上有一家茶楼一家饼家和一家由?锁罗盆人开设的源安米铺?（页５２）

也就是
"

岛上的商业店铺主要由?客家人?的岸上居民经营到１９４０年代

以後才逐渐有外来经商者到岛上售卖货物岛上的渔业生
#

包括瞏的

鱼也有销售到广州和九龙地方（页５２）

要言之吉澳岛的乡民认
$

岛上最早的居民是?客家人?既是渔民

也是农民和商人１９８２年他们的海外成员在英国成立?旅欧吉澳同乡会?

书中指出岛上另一族群是主要从事近海作业的?渔民?（页５４）渔

民共１１姓１５族大部份来自珠江口最早在吉澳?根的?渔民?是来自番

禺的石姓到２００１年共经历九代与 ?客家人 ?不同的是书中描述早期

?渔民?的生活非常困苦?捕鱼人儿世世穷爷爷留下破渔网怎能渡过

几秋冬?（页５４）?渔民?生活的变化主要在１９３０年代?鱼获有价?

渔民开始利用机动设备而且尝试去较远地区捕鱼他们一方面把鱼获销售

到香港西环和深圳等地区另一方面开始在岸上晒鱼海味销售网和生

#

形式的改变也改善了?渔民?的生活增加?渔民?岸居的诉求１９３０年

代一些?渔民?开始岸居最先上岸的是来自珠江口的陈姓和石姓４０５０

年代何姓也上岸１９６１年在香港鱼类统营处协助下在岛上赤角头地方盖了

九间渔民新村至７０年代各渔
%

基本上都上岸安居（页５４）１９３０６０年代开

始有?渔民?离开海岛到九龙的纸品厂工作或行船当水手１９６０７０年代

?渔民?开始从捕鱼改
$

养鱼８０年代初基本结束了捕鱼生活（页５５）

!

１
"#$%&'()*+

姓氏 祖籍 ２００１年经历世代

石 番禺 九代 最早到吉澳?根晒鱼１９３０年代最先上岸

惠州 七代

陈 广州 八代 晒鱼

东莞太平 五代

何氏 番禺沙湾 十代 ４０５０年代上岸

番禺沙湾 七代

张氏 惠阳 七代 晒鱼１９３０年代最先上岸

资料来源游运明编《大鹏明珠吉澳沧海遗珠三百年》页５４５５

模作他者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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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引述一位渔民领袖的记忆谓?虽然水陆居民生活在同一天空之

下但由於一在陆上一在水上彼此过着迥然不同的生活各自形成独特

的社会文化水上人一直被陆上人歧视水陆甚少通婚据老一辈的吉澳村

民
"

直至上一世纪的４０年代渔民仍要忍受着这种不平待遇由於渔民势

孤力弱只好在购买日常用品时才战战兢兢地上岸正因
$

这些矛盾多年

来纷
&

不断经常因小事闹至翻天覆地 ?（页１３３）?渔民 ?大部份来自

东莞番禺他们在１９３０年代才陆续上岸他们的生活穷困也
$

原来的岸

上居民蔑视渔民在吉澳岛的地位的转变要到１９５２年香港政府规定每５０
%

要

选出一位村代表从这一年开始吉澳每年有三位渔民的村代表 （页１２６

１２７）第二个转变是从１９５９年开始吉澳岛的?渔民?移民英国１９７０年?香

港渔业衰退吉澳渔民开始大批移民到英国及欧洲各地 ? （页９８）１９８２

年?渔民?组织?旅欧吉澳渔联会 ?⑨　２００１年会员有千馀人 （页９６

１０９）

在吉澳岛乡民的自我陈述中
'

调了?客家??渔民?两个族群他

们各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在海外组成不同的同乡团体虽然书中有?祠堂?

的栏目指出?不论富庶或清贫吉澳本村每一姓氏家族都建有纪念列代祖

宗的祠堂逢初一十五宗亲後人必上香拜祀逢喜庆大事亦必先到祠堂

拜祭?（页５１）然而全书关於宗族制度只有这寥寥５６字在岛上
(

有如

香港新界的祠堂规格的建筑这些一进式的?祠堂?都坐落在岸上人的村

子供奉历代祖先神位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眧所
"

的祠堂是家庭的神厅

至於在渔民的村子?
(

有书名?祠堂?的建筑也就是
"

宗族虽然在编

修者的眼中很重要然而在乡民的生活中宗族的标记?不彰显相对宗族

祠堂此书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绍?天后诞?和?安龙清醮?两个节日这两

个节日都是以天后
$

主神节日淡化了族群的差?
$

海外两个同乡会提供

共同推动故乡?情?的平台因此我们可以透过盷期性的节日进一步理

解吉澳乡民的身份认同和族群关

,


-./012

香港新界的本地人村落大多五或十年举行一次太平清醮迄１９８０年

７０ 蔡志祥

⑨ 又见〈吉澳区渔村侨民在苏格兰成立互助社 〉星岛日报 （欧航版 ）１９８２年６月１５
日吉澳区包括吉澳往湾及西流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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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清醮仪式多由东莞籍的正一派道士执行他们
'

调?保境酬恩许愿酬

还?仪式有一定的合理次序即包括邀请各界神癨 （上表 ）划定被庇

佑保护的社区的范围（取水扬幡）
$

社区群体忏悔（三朝三忏）被

庇佑的群体迎接玉皇等大神参与醮事（
)

榜迎圣）从而得到神癨赦免罪

行（走赦）行善（祭幽放生）以至去污秽迎吉祥（行符）等即使是一

天完成的醮（即所谓洪文清醮）虽然省略了一些熬长的仪式（如分灯迎

圣走赦放生等）但也具体而微地包括了邀请划定范围忏悔行善

（大幽）的仪式

２１世纪以前林村乡约等一些本地和客家村庄联合举办的盷期性的醮

一般也是由东莞系的正一道士执行仪式醮仪大抵和本地村庄的一样１９７０

年代开始一些边陲的客家村庄如沙头角庆春约南鹿约等开始邀请全真

派的
*

观经生执行太平清醮的仪式全真系统的仪式和正一清醮不同经生

执行的打醮仪式眧
(

有正一仪式中?着重要位置的取水分灯迎圣祭水

幽礼斗走赦书放生酬神行符等
'

调保境祈阳许愿酬还的社区性

和宇宙循环再生的系统性仪式经生执行的仪式是由上而下的
*

观威权的

仪式这种权威性表现在乡村执行的清醮仪式与在
*

观市区执行的法会一

样是道堂
$

社会提供的慈善事业始终贯彻仪式的权威性以及经生的修

炼功德的目的我们?不知道这些客家村庄在１９７０年代以前是否举行类似

本地村庄的太平清醮仪式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如上水坑头村（１５年一
+

）和

西贡井栏树（３０年一
+

）等客家村庄或如吉澳（十年一
+

）高流湾（七

年一
+

）等客家和水上人混居的地方举行盷期性?安龙清醮?

比较太平清醮和安龙清醮 （参考附
,

１）显然二者最大的差?有三

（１）在井栏树（１９８２）道士妆扮成女性（２）安龙清醮的武坛仪式?较大

的比重瑏瑠　（３）?安龙?是仪式的中心第一二点可能表示在安龙清醮中

道士执行的是闾山三奶派（即奉陈林李三位女性）的仪式第三点是和

社区族群的定居有关?传
"

吉澳有龙
-

行走岛上故一度兴旺
$

保龙
-

不衰而有安龙醮会?（页４０）龙
-

会走动因此需要保护定位不受

各方邪魔障孽侵扰〈闾山大法院龙玄法门太上正壹安龙奠土科仪〉有这

样的
"

法

模作他者 ７１

瑏瑠 有些本地村庄的太平清醮的第一天晚上有道士穿战裙戴红巾执行?打武?的仪式但

?非所有村的醮皆有?打武?仪式道士的衣着和仪式的非普遍性显示打武可能不是

正一派的仪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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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愿龙神归位禁忌还方赦除冒犯之僭大赐方来之庆伏以

安谢定方各有司存兴工动土岂无干犯手执桃弓?柳箭射

死东南中西北方鼠蚁虫瑏瑡　

安龙的过程是?进入民居铺龙安龙以黑布作龙身龙头凤尾上山铺

龙?（页４１）在吉澳以外的地区我们观察到的所谓龙头凤尾的?龙?是

一鸭子而?凤?是一头雄矱〈闾山大法院龙玄法门太上正壹安龙奠土

科仪〉解释
$



敕鸭此虎非凡虎头颅似虎身如龙各宜俯伏方所岂宜昂

首堂前今有当今皇帝子　臣　林姓君子谨备牲仪之敬祭送白

虎尔神回凶作吉改祸成祥速去速去不得留停相逢不下

马各自奔前程瑏瑢　

安龙仪式的过程是乡民先舞头龙（敕鸭）进入各
%

把村庄各
%

口的厄运带

到山上然後由道士把 ?宝镜宝秤剪刀五算盘宝尺 ?埋於土中

完成後?回凶作吉?由雄矱把吉祥带回村眧

本地村庄的太平清醮在醮事完成後有?爬船?的仪式由道士进入各

%

向屋眧的神龛和灶君喷符水洁
.

然後各
%

把代表肮的东西倒在纸船

上再带到村的边境烧掉显然洁
.

在安龙和太平两个清醮仪式中同样重

要可是在本地人的太平清醮中
(

有在安龙清醮时的?定位?和?回凶

作吉?的过程也许?定位?和?回凶作吉?的仪式象徵着移民人口通过土

地的重新定位重获吉祥从而再确认在住权

本地的太平清醮和客家的安龙清醮的差?很大程度与不同的族群对土

地拥有和定居过程的理解有关我们从访问中得知１９６０年代在吉澳执行安

龙清醮仪式和在坑头村执行的是同一群客家道士瑏瑣　１９８６年吉澳居民聘

请来自宝安县沙井村的陈九根道馆执行醮事陈氏属正一派的宝安系统

７２ 蔡志祥

瑏瑡

瑏瑢

瑏瑣

法玄山人〈闾山大法院龙玄法门太上正壹安龙奠土科仪 〉载氏著 《安龙奠土科

仪》（台北市进源书局２００１）页９１９２
法玄山人〈闾山大法院龙玄法门太上正壹安龙奠土科仪 〉载氏著 《安龙奠土科

仪》页９１９２
参考韦锦新〈２００８年上水坑头村安龙清醮小记〉载蔡志祥韦锦新合编《延续与
变迁香港社区建醮传统的民族志》（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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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９年举家来港早期依附东莞系统的道士参加新界本地村庄的太平清醮

仪式同时也追随同样来自沙井的陈华在香港海域的渔村执行正一太平

清醮仪式瑏瑤　吉澳从１９８６年开始连续三
+

（１９８６１９９６２００６年 ）皆由陈

氏父子负责醮事仪式执行人的改变带来了以下的几项变化 （１）武坛

的仪式基本上
(

有 （２）除了增加 ?安龙 ?和
/

除 ?爬船 ?的仪式外陈

氏在吉澳执行的清醮仪式和次序与新界本地村庄的太平清醮?无分
0



（３）安龙仪式只是因应乡民要求而进行如２００６年在道士原来提供的?功德

法事时间表?眧安龙本来安排在第二天仪式不太紧
1

时执行但是在居

民要求下改
$

第三天执行（４）醮事的名称自１９８６年开始改
$

?安龙太

平清醮?（５）由於 ?龙 ?是由道士提供因此安龙时上山的?非 ?龙头

凤尾?的?敕鸭?也是一般客家村庄节庆时舞动的?麒麟?因此我们

也许可以
"

１９８６年以後因
$

仪式执行人的改变仪式的称谓和
2

容也同时

改变我们知道１９８６年以前在吉澳岛举行的是客家形式的?安龙清醮?这

一事实不仅可以从乡民坚持的?安龙 ?仪式中看到瑏瑥　而且也可以从客籍

乡民的忆述中知道瑏瑦　我们不知道聘请陈道馆执行清醮仪式是否因
$

陈氏和

渔民社区关密切有关瑏瑧　然而吉澳岛１９８６年以来的变化与渔民社区势

力和声音的增长有关

香港东北海面的渔民社区从１７９９年开始得到塔门坊
3

支援联合举办

十年一次的太平清醮据塔门的醮部记载?前清嘉庆初年（１７９８）春夏之

间因吉澳高流湾三门仔往湾三磨石湾等地渔民前来塔门参加杜姓

喜宴席间突遇狂风暴雨雷电交加骇浪惊涛有如排山倒海濒海渔

模作他者 ７３

瑏瑤

瑏瑥

瑏瑦

瑏瑧

参考黎志添〈香港新界建醮仪式研究———道坛道士及科仪本的历史〉载黎志添主

编《香港及华南道教研究》（香港中华书局２００５）页３０３１
２００６年的安龙仪式在正醮日（即第三天）举行上山安龙的乡民有约３３０人乡民

'

调

的是安龙定位的位置不能改变乡民也
'

调定位的时候不能拍照因
$

恐怕 ?龙会跑

掉?当然後者与过去?不一样１９８６年时乡民?
(

有坚持不能拍照可以参考香

港历史博物馆所存的照片

如?进入民居铺龙安龙以黑布作龙身龙头凤尾上山铺龙?游运明编《大

鹏明珠吉澳沧海遗珠三百年》页４１
沙井是渔民村落香港很多的水上人社区如青山湾後海湾高流湾塔门等都聘请

陈氏
$

其执行家庭或社区性的仪式黎志添指出来自沙井的两个道坛 （陈华和陈九道

坛）?都是属於在新界乡村道士团历史中最
(

有大宗族渊源和地域联的乡村正一派

道士?参见考黎志添〈香港新界建醮仪式研究———道坛道士及科仪本的历史〉

载黎志添主编《香港及华南道教研究》页２９１９８０年代末新界的本地道士相继辞
世後新界乡村建醮主要聘请陈九的儿子

$

仪式主要的执行人（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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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势将成
$

泽国人人自危斯时在场各人乃即面向塔门天后
*

跪拜祷

告曰倘能保得人畜船平安他日定当建醮酬神果尔顷刻之间云消

雨竭风恬浪
4

於是各湾渔民遂联合塔门坊
3

商议建醮?定醮期
$

十

年一
+

自嘉庆四年创建醮会以来已历二十
+

?瑏瑨　

２００９年塔门联乡建醮的会长暨荣誉主席李佛英指出 ?渔民生活是逐鱼

而居（渔船停泊无固定地点）其後渔船就分散停泊於吉澳三门仔三

磨石湾旺湾高流湾等地继而才迁往岸上搭建寮屋而居……由於有了

联乡建醮之存在加上大家共同供奉同一神癨———天后娘娘故常有密切往

来各湾凡有喜庆盛典彼此都会互相邀约道贺及支持 ?瑏瑩　联乡建醮是

这些渔民建立关网络的工具我们也许可以同时理解这些漂泊的居无定

所的渔民一方面需要湾泊岸边结成湾岸联盟风浪中可以取得庇护所

另一方面他们可能不能参与各湾岸上居民的仪式他们选择塔门
$

联盟的中

心是因
$

塔门是此一渔业网络的中转地方在清朝设有?塔门汛?的军事

守备联乡建醮执行的是?许愿酬还?的?太平清醮?仪式塔门联乡清醮

(

有?安龙 ?的仪式因
$

渔民
(

有在塔门岸居的权利从而
(

有把 ?龙

-

?重新定位的权力

我们从乡民的历史陈述中得知吉澳岛的渔民在１９３０年代才开始上岸居

住高流湾的渔民则要到１９５０年代才上岸也就是
"

这些在新界东北沿海

的渔民要到２０世纪以後才逐渐取得岸居的权利我们大概可以推测这些吉

澳以及沿新界东北海岸的渔民在１９世纪参加了渔民的联乡建醮活动联乡建

醮提供海上作业的渔民在不同湾岸停泊避风浪的据点虽然
(

有确实的资料

知道岸居的渔民何时才参与岸上客籍居民的安龙清醮的祭祀活动我们大

概可以假设渔民参与岸上人的建醮活动必然是在他们岸居而且不在被蔑视

之後

长洲岛的例子告诉我们这一过程是熬长而且苦痛的瑐瑠　吉澳渔民很可

能是在渔民开始取得政治认可之後 （即１９５２年之後 ）才参与醮的活动１９７６

７４ 蔡志祥

瑏瑨

瑏瑩

瑐瑠

李佛英〈发刊词〉载第２１
+

塔门联乡建醮委员会编《第廿一
+

塔门联乡（塔门

吉澳高流湾三门仔深湾三磨石湾）太平清醮特刊》（２００９）页１
李佛英〈发刊词〉载第２１

+

塔门联乡建醮委员会编《第廿一
+

塔门联乡（塔门

吉澳高流湾三门仔深湾三磨石湾）太平清醮特刊》页１
参考ＣｈｏｉＣｈｉｃｈｅｕｎｇ牞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ｉｎｇ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牶ＴｈｅＪｉａｏＦｅｓｔｉｖａｌｉｎＣｈｅｕｎｇＣｈａｕ牞ｉｎＤｏｗｎ
ｔｏＥａｒｔｈ牶Ｔｈ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Ｂｏｎｄ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牞ｅｄｓ．ＤａｖｉｄＦａｕｒｅａｎｄＨｅｌｅｎＦ．Ｓｉｕ牞１０４１２２牞
２４７２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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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沙头角乡事委员会主席刘荫民透过大埔理民府向华人庙宇委员会申请建醮

补贴当时估计吉澳约３牞０００人每丁人口义捐１５元即收入４５牞０００元同时

从海外的捐款估计
"

４０牞０００港元?收入的４０％这个数字较支出预算的

１６７牞０００不敷６７牞０００元需要向政府寻求资助瑐瑡　

１９７６年的醮也许是乡村节日和族群关的转捩点１９８１年?适逢该村十

年大醮盛会瑐瑢　在英交友广泛之何胜除领导同村乡民回港恭贺外还邀请

得沙头角附近之往湾村西流江村及鸭洲村等侨胞回港观礼 ?瑐瑣　何胜在

１９５２至１９５９年间
"

吉澳渔民村代表１９７６年的醮或１９８１年的压醮无疑吸引

了侨居海外的吉澳居民对家乡的关怀也推动了两个海外同乡会的建立

１９８６年的醮得到６１４位海外乡亲的捐款支持瑐瑤　１９９６年建醮之後两个同乡会

的领导人与村的代表共同推动成立吉澳村公所天后
8

值理会这三个会共同

赞助编修出版吉澳岛３００年历史的志书重修天后
8

建造铜钟在
9

调

?水陆一家?的口号下２００６年的吉澳岛的安龙太平清醮举办了五日六晚

的节庆活动不仅吸引了很多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欧洲的乡民回港主要的

财政支柱来自两个旅欧同乡会即客家族群的旅欧吉澳同乡会和属於渔民的

旅欧吉澳渔联会醮会的组织（建醮委员会）和行事旅居外地的成员?了

主导的位置除了应有的宗教仪式和演剧酬神的活动外２００６年的建醮的活

动中增加了不少旅外乡民认
"

重要的代表华南以至中国?传统?的节庆表

演瑐瑥　我们在香港不同地方的考察知道１９６０年代大批新界居民移居英国和

欧洲在１９８０年代这些第一批的移民开始回馈乡村在重要的节日不但承

包航机返乡而且把演剧舞龙舞狮等原来节日中的庆祝活动更加规模化

模作他者 ７５

瑐瑡

瑐瑢

瑐瑣
瑐瑤
瑐瑥

?沙头角乡事委员会主席刘荫民致大埔理民府信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４日 ?牗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Ｆｕｎｄ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ｅｎｎｉａｌＴａＣｈｉｕＣｅｒｅｍｏｎｙ牞ｉｎｍｗ／ｒｃ／９．１２．７５牞ｉｎ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Ｏｆｆｉｃｅ牞ＴａｉＰｏ牘
吉澳在两次的醮之间举行?压醮尾 ?庆祝活动此次所

,

的 ?十年大醮 ?应是指

１９８１年的压醮活动
星岛日报（欧航版）１９８２年６月１５日
吉澳建醮委员会编印《沙头角吉澳安龙太平清醮特刊》（１９８６）
这些节庆活动包括了１０月２４日的天后巡?２５日的太平巡?２６日的正诞大巡?巡?
队伍包括旗队龙狮汇演祥麟献瑞（麒麟）八音锣鼓仙女散花陆上龙舟渔灯

舞ＤａｎｃｅＡｌｌｅｙ民族舞（旅英乡民的子女组成 ）２６日晚上眕火汇演每天在岛上的
露天广场举行龙狮汇演八音锣鼓陆上龙舟渔灯舞ＤａｎｃｅＡｌｌｅｙ民族舞洛神仙
女舞威风锣鼓等表演以及卡拉ＯＫ

:

乐在西澳村的表演台举行中国传统木偶戏国

粹
2

技表演如变脸变衫魔术杂技古典舞蹈和民族舞蹈以及聘请名歌星演唱流

行金曲（吉澳）安龙太平清醮筹建委员会编印《吉澳村天后
8

第二十五
7

安龙太平

清醮》（２００６）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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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海外移民的增加吉澳岛的十年一
+

的清醮仪式从１９７６年的总支出

约港币１６７牞０００不敷６７牞０００元从而需要政府的资助增加到２００６年的四百

馀万（１９７８年大学助教的薪酬约３牞０００２００９年约１５牞０００即增加五倍）较

一般的生活指数增加不少我们也必须注意的是１９８６年建醮委员会的会长
和主席皆是岸上人１９９６年建醮的两名会长是客家和渔民各一人２００６年

的吉澳村安龙太平清醮委员会主席是属於渔民的村代表渔民在建醮的组织

以及财政上的积极参与和影响以及正一道士取代客家道士执行仪式无疑

把安龙清醮原来的仪式意义淡化渔民的积极参与岸上人的安龙清醮的同

时也改变了後者的仪式意涵对渔民来
"

以塔门
$

中心的联乡建醮是建

立渔船停泊海湾的海域联盟安龙清醮则是渔民取得岸居的依据族群身份

的变化不仅可以从吉澳岛渔民参与?改变安龙清醮的熬长过程中考察出

来在下文我们更进一步地
"

明吉澳原来的岸居者的身份也是在历史过程

中参与和学习他者而建立的

3


45


6789:

１８９９年英政府租借新界後第一个调查报告指出新界的村庄主要有三个

族群其中本地村庄１６１个人口６４牞１４０人本地人口主要集中在深圳和元朗

河谷从事农业及商贾客家村庄２５５个３６牞０７０人他们主要集中在山区地
区从事农业及?石蛋家人口难以统计他们居住湾岸水域和海岛主

要是水手和捕鱼骆克牗Ｊ．Ｈ．Ｓ．Ｌｏｃｋｈａｒｔ牘进一步指出客家族群和本地族群

大多聚族而居蛋家族群时常
$

岸上居民蔑视瑐瑦　根据１８９９年的调查吉澳
邻近的沙头角区５５个村庄中５４个是客家村庄瑐瑧　吉澳坪洲塔门白蜡

洲蟯西和盐田仔属於东岛区吉澳岛屿人口６００名居民属於客家瑐瑨　１９１１

年的人口统计显示沙头角的本地人口男女共３４４人鹤佬共４５人客家８牞１８１

人吉澳人口
$

客家男女共７０８人瑐瑩　也就是
"

在吉澳岛和沙头角地区居

７６ 蔡志祥

瑐瑦

瑐瑧

瑐瑨

瑐瑩

Ｊ．Ｈ．Ｓ．Ｌｏｃｋｈａｒｔ牞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牞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牗１８９９牘牶７．
Ｊ．Ｈ．Ｓ．Ｌｏｃｋｈａｒｔ牞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牞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牗１８９９牘牶１９．
Ｊ．Ｈ．Ｓ．Ｌｏｃｋｈａｒｔ牞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牞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牗１８９９牘牶２１．
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牗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Ｄｉｓｔｒｉｃｔ牘ｂｙＶｉｌｌａｇｅｓ牞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Ｐａｐｅｒｓ牞１７牗１９１１牘牶１０３牗２１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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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的大部份是客家人１９世纪初的《新安县志》也标明吉澳属官富司管属１９４
个客籍村庄之一这些村庄包括邻近的南涌围鹿颈早禾坑等也包括现

在还有举行?安龙清醮?的井栏树瑑瑠　

!

２
;<=>?@A)BCDE

本地 客家 蛋家 总计

村 人口 村 人口 村 人口 村 人口

沙头 ４ ５０００ ４ ５０００

深圳 ２０ １２９００ ６ １１８０ ２６ １４０８０

沙头角 １ ７０ ５４ ８５３０ ５５ ８６００

元朗 ４９ ２０９８０ １０ ２０４０ ５９ ２３０２０

双鱼 ６０ １０２１０ １２２ １０６６０ １８２ ２０８７０

九龙 ２２ ５８３０ ３２ ９２００ ５４ １５０３０

各岛屿 ５ ９１５０ ３１ ４４６０ ７ １１０ ４３ １３７２０

合计 １６１ ６４１４０ ２５５ ３６０７０ ７ １１０ ４２３ １００３２０

村平均 ３９８ １４１ １６ ２３７

资料来源Ｊ．Ｈ．Ｓ．Ｌｏｃｋｈａｒｔ牞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牞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Ｐａｐｅｒｓ牗１８９９牘牶１９

围绕吉澳的沿岸村落都是客家人居住他们在１９世纪初组成的 ?十
约?十约的主要墟市是距离吉澳四英里半的沙头角也是大鹏湾唯一的墟

市在大鹏湾定居下来另一族群是被陆上居民蔑视
$

?蛋民?的艇
%

虽然

他们必须在沙头角进行贸易但是
7

不能在那眧居住因此这些艇
%

只有

住在离岸的吉澳岛上或湾泊在岛旁的船上夏思义（ＰａｔｒｉｃｋＨａｓｅ）指出１７
世纪即清初迁界以来沙头角地区的定居模式是快速增长的客家人口支配

着陆地与其不和谐共存的是在离岸的蛋家社区因此沙头角十约?
(

有包括吉澳在
2

这是因
$

在这个地区居住的是蛋民而非客家人瑑瑡　
然则吉澳的岸上居民是否

$

客家人《大鹏明珠吉澳》的编辑者明确

模作他者 ７７

瑑瑠

瑑瑡

嘉庆《新安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上海上海书店２００３年据嘉庆二十四年
〔１８１９〕刻印本影印）卷２〈舆地略·都里〉页８８９５１９７９年

8

承业出资重新排

印的版本把吉澳及其他九村置於福永司管属村庄之下显然有误

ＰａｔｒｉｃｋＨａｓｅ牞Ｔｈｅ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ｏｆＴｅｎ牶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ｔｈｅＳｈａＴａｕＫｏｋＡｒｅａ牞ｉｎ
ＤｏｗｎｔｏＥａｒｔｈ牶Ｔｈ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Ｂｏｎｄ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牞ｅｄｓ．ＤａｖｉｄＦａｕｒｅａｎｄＨｅｌｅｎＦ．Ｓｉｕ牞
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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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列出吉澳的居民共有４３族３７姓其中陆上居民３２姓水上居民１１姓其中

石郭方杜冼等只有水上居民而刘
8

曾周等都是岸上人的姓

氏瑑瑢　《大鹏明珠吉澳》的编辑者很清楚地指出水上居民是１９３０年代以後

才上岸的渔民本书既然是吉澳三个主要团体联合出版也就是
"

这是吉澳

居民共同认可的分类陆上居民虽然也从事渔业但?非渔民

吉澳岛的岸上人的主要姓氏如张刘周林罗李都建有宗祠这

些宗祠是一进式的如神厅的房子祠
2

大部份只安奉一块该姓氏的?历代祖

先神位 ?的神主牌我们
(

法知道这些宗祠最早建筑的资料就现在的建

筑最早的是林氏宗祠在１９６３年重修其次是刘氏宗祠及周氏宗祠分
0

在１９７７年及１９７８年重修我们
(

有宗祠的祭祀活动的纪
,

从有供奉祖先神

主的李氏和刘氏宗祠来看他们供奉的大概是五六代的祖先也就是
"



与其
"

这些是合族的祠堂也许称
$

家祠较
$

恰当在刘氏宗祠
2

有一块在

２００４年重修时的碑记
"

明刘氏由兴宁支分而来?传
"

背诵下列之（开七

公）遗言到处姓刘同宗人都会得到招待?

刘氏大概在１８世纪开始有成员葬於吉澳根据１９２９年写抄１９６１年续抄

的族谱十三世震（１６８５１７３９）开始有详细的生死墓葬资料记
,

有些

成员有八字的资料瑑瑣　十五世即震的孙子才分支吉澳族谱虽然远溯陶

唐可是很明显的先代的连接出现矛盾和不清楚如

十一世祖胤盛生四子

尚清（无嗣）

尚□生子!

祯
!

祥（支派未详）

尚文

尚英（无嗣）

十二世祖尚文公生子未详渭生过继落居住

族谱
(

有
"

明过继尚文的渭生是否就是震刘氏在１９世纪後期在吉澳开店

铺刘氏可能是吉澳岛上最具影响力的家族锦魁（即庚魁或作庚槐）是

１８９８至１９４０年天后
*

理事乡绅之一瑑瑤　其弟锦棠 （荫民１９１７１９９５）是

７８ 蔡志祥

瑑瑢
瑑瑣

瑑瑤

游运明编《大鹏明珠吉澳沧海遗珠三百年》页２３
吉澳刘锦椿经理纂修《刘氏族谱》（民国５０年〔１９６１〕续抄本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
馆藏）

游运明编《大鹏明珠吉澳沧海遗珠三百年》页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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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１９５７至１９９４年村长及沙头角乡事委员会主席锦棠子天福
!

吉澳村长（１９７８

１９９３）沙头角乡事委员会主席天生在１９９８至２００２年
!

村长瑑瑥　天祥
!

旅

欧吉澳同乡会秘书长（１９８４１９８８）名誉会长（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在这部吉澳刘锦椿经理纂修的《刘氏族谱》中一方面是１９２９及１９６１两

次重抄者的扩大家庭的纪
"

另一方面从族谱中
#

调来自宁化石壁祖先

有郎名法名瑑瑦　等记
"

以至祠堂碑刻
#

调与开七公的联等无论如何牵

#

也许我们可以推测早期岸居者尝试通过族谱和祠堂建立其客家人的身

份瑑瑧　

吉澳岛天后庙前树立了一块嘉庆七年 （１８０２）的 〈奉两广总督阁部堂大

人批行给示勒石永远遵照额例碑 〉（原文见附
"

２）碑文主要是指曾姓在

岛上搭盖房楼捕鱼营生曾姓与
$

姓承买杨氏吉澳洲额租１牞２００文１８０１年

杨氏将租卖与巨族张腾南曾
$

二姓以张氏?额外苛酷蚁等所有草岭

门坪湾船沙滩每勒要银三钱五钱否则统
%

抄掠?而告官案件辗转由

署新安县到广州府正堂两广阁督部堂判
&

地方豪
#

?毋许额外加增 （租

钱）苛索蛋
'

居民?同时告诫曾
$

等?至尔蛋
'

居民亦不得藉控短

少?在这眧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曾
$

等虽然是已经上岸搭盖楼房开

发渔耕的人皆被官府示
!

?蛋
'

?而曾
$

两姓?非当代岛上以至临

近渔村渔民的姓氏

当然我们?不清楚嘉庆时候曾
$

二姓人与当代住在岛上的曾姓

和
$

姓是否有关我们也无法知道１９世纪初有多少人口在岛上居住他们

有否客家人可以肯定的是当代乡民定义的?渔民?也是被岸上人蔑视的

族群?非１９世纪初已经上岸的王朝官府定义的同样被蔑视的 ?蛋

家?瑑瑨　从另一角度皇朝政府定义的 ?蛋
'

?可能是当代的吉澳岸上居

民也许如此他们虽然接近沙头角的客家村庄组成的地域联盟（沙头角十

模作他者 ７９

瑑瑥
瑑瑦

瑑瑧

瑑瑨

游运明编《大鹏明珠吉澳沧海遗珠三百年》页１２７１３５
关於客家和郎名法名的关参考 ＣｈａｎＷｉｎｇｈｏｉ牞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ＮａｍｅｓｉｎＨａｋｋａ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ｉｅｓ牶Ａ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ＩｔｓＤｅｃｌｉｎｅ牞ｉｎＤｏｗｎｔｏＥａｒｔｈ牶Ｔｈ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Ｂｏｎｄｉｎ
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牞ｅｄｓ．ＤａｖｉｄＦａｕｒｅａｎｄＨｅｌｅｎＦ．Ｓｉｕ牞６５８２
族谱记载?下代始祖讳开七名刘三郎公……原居福建汀州府宁化石壁洞宋朝年间

官授广东潮州府……康熙三十九年庚辰……重修（墓图）?开七公
!

广东省十四大房

的始祖

关於蛋家的身份参考 〈恩恤广东蛋
'

〉（雍正七年 〔１７２９〕）载嘉庆 《新安县
志》卷首〈训典〉页１９２０陈序经 《蛋民的研究 》（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９１
年据１９４６年版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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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仍然被排拒其外我们
(

有足
)

的资料理解２０世纪以前吉澳岛上居民

的族群身份也许正因如此早期岸居的渔民积极模仿客家的生活方式

乡民通过节日（安龙清醮）族谱（郎名石壁）和自我论述
#

调２０世纪

前岸居者的客家人身份这种身份从生活体验逐渐成
!

社会的事实至於

２０世纪开始岸居的渔民一方面努力参与岸上族群的仪式另一方面在无

法去掉其水上人身份甚或水上人身份不再是层阶等级的标时他们尝试把

国际的国家的和本地的仪式和庆典活动带入?且改变岸上人从来的仪式

世界

对过去身份的
#

调不仅是一种文化的再认同同时也是族群身份的再

划分２０１０年吉澳旅欧同乡会对会员发出一份通告通知登记原居民的身

份
*

取在吉澳岛兴建丁屋瑑瑩　 ?吉澳渔联会 ??
(

有类似的通告同样

的安龙太平清醮时的人缘榜
(

有提供渔民作
!

原居民身份的依据模作

需要很长的时间也需要运用文化的标盐寮下与盐田毗邻与吉澳对

望１８９８年开始有从汕尾和海陆丰来的鹤佬渔民在这眧捕鱼作业１９３６年他

们?沿海边搭建村落?瑒瑠　１９８８年香港政府迁居民到沙头角新村居住村民

以天后庙
!

中心在１９９７年沙头角盐寮下村订下十年一次举办酬谢天后神恩

的大型庆祝典礼瑒瑡　把 ?贺诞 ?的形式改变成
!

十年一
+

的盷期性仪式活

动这也许是逐渐从酬神走向本地人的清醮仪式的起步１９世纪末岸居吉澳

的?客家人?是否也以同样的方式在生活的范围中加入?安龙清醮?的祭

祀活动在生活中加入族谱和祠堂

!


"#

虽然国家制度可以在很多方面渗透到民
%

的生活中但是在群
%

的生活

８０ 蔡志祥

瑑瑩

瑒瑠

瑒瑡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０日旅欧吉澳同乡会会长曾天送在同乡会网页向会员发出 ?申请丁屋登记
表格?附信

,

容如下?各位乡亲敬
-

者有关发展本村计划
!*

取本村原居民

的权利本会会议後
&

定建议在西澳海湾观音庙对面山（柯士角亦避风塘）向香港

特区政府申请批地兴建廿七高三层丁屋现徵求各乡亲意见有意交回吉澳村公所办

理谨此祝好 ?（ｈｔｔｐ牶／／ｗｗｗ．ｋｕｔｏ．ｃｏｍ／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ｄｆ２０１０年６月８日下
载）同日吉澳渔联会?无关於丁屋或原居民的通告

苏马电〈发刊词〉载特刊编辑小组编《沙头角盐寮下村十年一
+

酬神庆典特刊》

（２００７）页２
〈沙头角盐寮下村历史及民俗简介〉载特刊编辑小组编《沙头角盐寮下村十年一

+

酬神庆典特刊》（２００７）页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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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是很
.

远的也不是他们可以触摸到的假如有国家的话这个国

家是想像的被操控的在民
%

的生活历史中所谓?国家?有很多可以

是洪武皇帝的也可以是雍正皇帝的可以是中华民国的也可以是人民政

府的可以是大英帝国也可以是中华帝国也就是
/

在我们的历史中

有很多的?国家?存在过因此可以被民
%

选择的?国家?也很多从功能

的立场来看他们可以 ?选择 ?一个最有利的 ?国家 ?取得最大的效

益瑒瑢　人民生活的界瞃是浮动的也就是
/

从村界到 ?国界 ?的界定是取

&

於某一个时候某一个场景相对於某一个人群而界定的当然我们所

处身的界瞃是因
!

他者的存在而存在而这个?他者?可以在身近也可

以在远方是相对的本文尝试指出最早上岸的那一群渔民的生活界瞃是因

!

邻近的客家十约而显得清晰也因
!

１９３０年代的新一群的渔民上岸而加

#

这样的界瞃不是国家赋予的

刘氏在１９３０年代修族谱不只是要建立与新上岸的渔民不同的 ?岸上

人?身份而?岸上人?在沙头角的环境眧是指?客家人?郎名法名也

许?非刘氏用来建立客家身份的依据但是追溯到石壁兴宁开七公等

即是我们?不知道族谱的选取和抄写过程在珠江三角洲一带人们可以

选择的祖先出处除了军
'

灶
'

等之外主要有两个来源即南雄珠玑巷

和宁化石壁我们
(

有证据
/

明
!

何刘氏选择後者（选择可以是很偶然的

随机的 ）但是事实是他们选择了和客家相关的联而
(

有选择 ?本

地?传统的联这很可能是和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关可以理解的是这部

所谓族谱?不是岛上所有刘姓作
!

同一宗族的选择毋宁是一个?家庭?的

选择是一个家庭的纪
"

本文
(

有证据
/

明
!

什麽他们需要抄写一部族

谱可以推论的是１９２０年代以後?修族谱??建祠堂?是和新一批的渔

民上岸有关要建立与本地其他族群的差
0

他们模仿的对象是附近的日

常生活接触的?客家?人而非
.

远的?本地人?

假如真的有?国家?在影响乡民的选择的话这个国家也许是来自邻近

的人群我们必须知道吉澳是一个
(

有任何（即使是最低层次的）科举功

名的社会人们对 ?国家 ?对 ?世界 ?的认识大多来自观察他人的生

活听取他人的风言漫语国家是从?
1

言?中领悟?
1

言?中的国家不

一定就是当代的国家因此问题的所在不在 ?国家 ?而是 ?选择 ?和

模作他者 ８１

瑒瑢 参考蔡志祥〈城隍厉鬼与明清国家规范〉载林纬毅编《城隍信仰》（新加坡

新加坡鮲菜芭城隍庙２００８）页４９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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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控?也就是
/

我们觉得怎样的生活才能接近较我们生活好的优胜

的族群而且这样的生活胜於我不希望成
!

的另一人群吉澳的岸上人选择

成
!

?客家?也许是因
!

客家更加?中国?然而乡民的选择也许是比

较简单的那就是我要成
!

的他者是我生活周边的主流因此模作是
!

了成
!

我生活中的大
%

的一部份模作是
#

调我不会成
!

少数不会被邻近

的人把我与被我蔑视的人群认作同一类
0



乡民?不会自我界定
!

?蛋民?（可能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和生育政策之

後有所不同）这是官府的看法也就是
/

１９世纪中以前这些已经上岸

的捕鱼的人在官府的眼中是有
0

於附近的可以考试的?客籍?人这些早

期上岸的渔民大概也被附近的 ?客籍 ?认
!

是 ?蛋家 ?然而相对於

１９３０年代上岸的?渔民?他们必须建构?非渔民??非蛋
'

?的身份

建构是不能自我认定的（
(

有人相信?信用?（ｃｒｅｄｉｔ）不足
)

的人的话）

而是必须通过?生活的实践的?方法达成
2

言之?社会的事实?是从

?生活?中体验出来的因此群体得以证明其不是 ?渔民 ?不是 ?蛋

'

?是因
!

它们实践的仪式是客家的安龙清醮和邻近的族群一样有族谱

（即使是家庭的记
"

）也有祠堂（即使是简单的神主）由此模作的关

键在於一方面要成
!

附近的多数的主流的一部份同时要与身边的少数划

清界瞃

（责任编辑周惊涛）

８２ 蔡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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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
"

１
#

$
%

&
'

(
)

*
+

仪
式

名
称

１９
６２

１９
７７

１９
９２
年
上
水

坑
头
村
安
龙
清
醮
（
１５
年
一

!

）

２０
０８
年
上
水
坑
头
村
何
发
道

坛
执
行
的
安
龙
清
醮
（
１５
年

一
!

）

缪
庚
来
师
傅
执
行
的
１９
８１
年

井
栏
树
安
龙
道

"

法
事
会
程

序
（
３０
年
一

!

）

吉
澳
乡
民
忆
述
的
过
去
的
安

龙
清
醮
仪
式
（
十
年
一

!

）

２０
０６
年
正
一
道
士
在
吉
澳
岛

执
行
的
安
龙
清
醮
仪
式

２０
０８
年
正
一
道

士
在
高
流
湾
执

行
安
龙
清
醮

（
七
年
一

!

）

仪
式

程
序

食
素

设
坛
诵
经

供
奉
山
大
人
（
纸
?
观
音
大

士
）

同
时
搭
戏
台
做
大
戏

（
#

剧
）

亦
有
木
偶
戏


斋
公
戏

表
演
上
刀
山

择
日

选
榜
首

上
表

封
山
（
九
月
初
一
起
禁
止
筏

木
）

封
山
（
十
月
十
三
日
至
十
月

二
十
八
日
）

封
斋
（
开
坛
前
七
日

正
副

揽
榜
）
村
民
开
坛
当
日

起
龙
福

模作他者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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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续
表

仪
式

程
序

１９
６２

请
神

地
龙
取
水

招
兵


上
表

拜
七
星

座
水
台


座
岸
台

扫
圾

安
灶

龙

符
水
（
农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起
二
日
三
宵
）

请
神

开
光

安
鏣

（
赶

龙
）

上
表

上
香

放
水

灯

头
坛
（
读
榜
）

迎

神

拜
观
音

拜
洪
名
忏


完
堂

送
师

施
食
（
散
花

施
食
）

头
晚

请
神

发
功
曹

迎

神

奏
状

发
请
龙
牌

安

更

第
一
日
开
坛

取
龙
水


!

"

竹

第
一
日

取
水

扬

"


接

神

发
奏

取
水

请
神


#

坛

禁
坛


打
武

１９
７７

请
神

上
表

招
兵

安
总

灶

座
台
施
衣

拜
七
星


龙
符
水
（
农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起
一
日
二
宵
）

送
神

化
榜

安
龙

二
日

开
更

安
鏣

安
大

士

监
斋


$

神

迎
龙
取

水

?
榜

发
招
兵
牌

挪

鏣 二
晚

拜
上
元
忏

拜
神


拜
七
星

拜
太
上
老
君

安

更

第
二
日
行
朝
（
早
午
晚
三
次

前
往

!
"

竹
处
拜
神

称

%

行
朝
三
巡
）

第
二
日

早
课


#

坛

早

朝

早
忏

午
朝

午
忏


晚
忏

分
灯


&

坛

行
朝

礼
忏


安
龙

放
生


放
水
灯

谢

幡

祭
大
幽

１９
９２

请
神

大
士
爷
开
光

上

$

信
表

招
兵

安
总
灶

放

水
灯

放
生

拜
七
星
（
农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起
一
日
二

宵
）

三
日

开
更

挪
鏣

招

兵

安
总
灶

拜
神

挪
鏣

三
晚

拜
中
元
忏

拜
玉
皇

大
帝

唱
街
歌

安
更

第
三
日
铺
龙

进
入
民
居


铺
龙

安
龙

以
黑
布
作
龙

身

龙
头
凤
尾

上
山
铺
龙

第
三
日
（
正
日
）

早
课


早
朝

接
揽
榜

迎
榜

早

忏

午
朝

安
龙

!


早

忏

晚
忏

小
幽

迎
圣

酬
神

８４ 蔡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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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续
表

仪
式

程
序

四
日

开
更

挪
鏣

上

!

信
表

挪
垃
圾

坐
水
台


放
水
灯

放
生

施
沉
沦
衣

食

挪
鏣

送
监
斋

四
晚

谢
鏣

拜
下
元
忏


行
香

坐
大
台
施
衣
施
食


散
龙

作
龙

功
德
完
隆

第
四
日
安
灶

喃
呒
安
灶


晚
上
焚
山
大
人
（
观
音
大

士
）

第
四
日

早
课

早
朝

早

忏

午
朝

颁
赦

放
生


午
忏

晚
朝

晚
忏

大
幽

第
五
日
开
斋

子
时
开
斋
还

神

可
吃
肉

第
五
日

酬
神

资
料

来
源

上
水
坑
头
村
?
良
时
吉
日
安

龙
总
部
?

ｈｔ
ｔｐ
牶／
／ｗ
ｗｗ
ｈ
ｋｈ
ｉｋ
ｅｒ
ｓ
ｃｏ
ｍ
／

Ｄａ
％
２０
Ｃｈ
ｉｕ
％
２０
％
２０
Ｈ
ａｎ
ｇ

％
２０
Ｔａ
ｕ％
２０
１
ｈｔ
ｍ

１９
８１
年
田
野
考
察

游
运
明
编

《
大
鹏
明
珠
吉

澳

沧
海
遗
珠
三
百
年
》


页
４０
－
４１

２０
０６
年
田
野
考
察

２０
０８
年
田
野
考

察

!

根
据
道
士
的
?
吉
澳
乡
醮
果
功
德
法
事
时
间
表
?

安
龙
原
安
排
在
第
二
天

但
在
乡
民
要
求
下

改

"

第
三
天
接
揽
榜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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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新安县正堂加三级纪
"

四次王
!

背额苛酷恳恩给示勒石禁遏事嘉

庆七年五月初七日奉广州府正堂福　信牌?嘉庆七年四月十一日奉两

广阁督部堂觉罗吉　批?据该县民曾其捷等赴辕呈称蚁等祖父世居吉澳

孤洲搭盖房盝捕鱼营生额承岁供杨廷相租钱一十二千文相安年久

历收票据嗣因上年廷相之子杨名达将租卖与巨族地棍张腾南恃结县工

房蠹罗伟中额外苛酷蚁等所有草岭门坪湾船沙滩每勒要银三钱五

钱否则统
%

抄掠叩县批着原卖主杨名达
3

覆额租一十二千文无

?奈案归蠹棍工房职掌任意舞弄架捏蚁等抗租谎县瞒准拘讯串差

如虎扰诈靡宁情极去年十月初一日蚁等叩辕荷批抄呈虽蒙府

主发县示禁无如案仍归蠹承行仇恨日深反出票差复拘蚁等扰累更

甚伏思蚁等贫民海角孤洲捕鱼营生朝讨暮粮谁敢与县蠹棍诘讼

惟是额承定租照供年久无欠有原卖主
3

覆案据且被背额苛酷遵则无

所出息妻儿待毙不遵捏
3

抗租嘱差拘讯未到公庭先锁押禁天

高莫闻进退狼狈无路投生势着沥情粘具姓名再恳大宪伏乞垂怜

蚁等照原供租不甘与讼俯赐给示禁遏勒石孤洲饬令照旧收钱壹拾

贰千文毋许县房蠹棍背额苛酷捏抗拘讯扰累庶捕鱼居民得便安业

永远遵守遗爱万代等情奉批本案前经批仰该府查禁因何仍任抗违

仰广州府立即查明?出示晓谕饬令张腾南遵照原业主杨名达之父杨廷相

从前历收吉澳原额章程每年额收租钱毋许额外加增苛索蛋
'

居民致

滋扰累仍将示禁日期申报督宪?报本府查考毋再迟违 ?等因奉

此?据曾其捷
$

仕鹑
3

同前情到县当批缴到花银贮库卷查已故杨名

达前经
3

覆所卖土名吉澳洲之处实止额租一十二千文有奇而张腾南呈

控抗租又不将买契缴验显额外加增准先给示遵照向额输租仍候

吊契集讯详覆在案除饬差吊契
4

集讯详外合先出示晓谕
!

此示谕业

主佃
'

人等知悉嗣後张腾南止许遵照原卖主杨廷相章程额收吉澳处所每

年地租钱一十二千零贰百文毋得额外加增苛索等弊如敢抗违定即?

究至尔蛋
'

居民亦不得藉控短少滋讼於累各宜
5

遵毋违特示

嘉庆七年五月二十三日示　　　　发仰吉澳张?晓谕刻石

资料来源科大卫陆鸿基
6

伦霓霞合编 《香港碑铭编 》（香港香港市政局

１９８６）第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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