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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燈寨屬廣西賀州市八步鎮廈良村，位於八步

鎮南2公里處臨江東岸。現居住著一百多戶人家，

總人口1298人。點燈寨是漢族雜姓聚居村寨，居住

著講本地話的何姓、梁姓、侯姓八都人，也居住著

講客家話的賴、黃、吳、許、梁等姓氏客家人。雖

然各姓氏遷居點燈寨的源流不同，歷史有長短，但

彼此間和睦相處，友好往來，融洽地生活在一起。

筆者1999年1月28日到2月12日對點燈寨作了田野

考察，現將考察材料整理如下：

一、點燈寨名的由來

　　點燈寨依山傍水、山清水秀、景色宜人，是一

塊被香山環抱著的風水寶地。

　　寨中聳立著一座高100餘米的秀麗山峰，山上

古木參天，山腳綠草如茵。相傳600多年前，每到

夜幕降臨就有一盞明燈在山頂閃閃發光，徹夜長

明，終年不息。傳說是遠古時候有位仙人下凡，在

山頂上點著了這盞燈火，故人稱“點燈寨”。也

有人傳說點燈山上的燈是孔明燈，說是諸葛亮死後

沿江放逐滿江河燈。河燈從湖南漂流而下直到廣西

臨江。其中有一盞河燈見此地風景如畫勝入仙境，

便隨一陣狂風飄進山洞，與山為伴。燈火白天為村

民取火供暖，夜晚為各村寨送去光明，故也稱其為

“聖火紅燈”。據說那燈在山洞中遠遠看去就像個

大紅宮燈懸挂在洞裏，人們還可到洞裏去接火種

呢。

　　點燈寨寨口有座獅子山，獅子山對角有一座

“仲山”，原稱“文筆山”，原來山上有一山峰

恰似一支直插著的毛筆，故稱“文筆山”。文筆

山對面的八步鎮有座“雞心山”，形如筆筒，故

稱為“筆筒山”。筆筒山旁邊還有一座“筆架

山”，當然遠遠望去形如筆架。

　　由於點燈寨是一方風水寶地，人傑地靈，萬物

易長，生活富裕，自明朝洪武年間本地人何姓始居

點燈寨至今已16代。何家在此居住生活一直丁財興

旺、門庭富貴。起初點燈寨僅有本地人居住，並只

有何、梁、侯三姓，當時的點燈寨是屬鵝塘管轄。

後來，特別是人民公社期間將鴨子寨也劃入了點燈

寨。1958年後點燈寨劃歸廈良村後就形成了本地人

和客家人同住一村，多姓和睦相處如一家的“點燈

寨”了。

二、點燈寨的仇人歐陽暉

　　點燈寨的村民至今仍熱愛自己腳下的這一方熱

土。談起這裏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不能不流露

出無限深情。據說古時點燈也出過幾位名人，至今

點燈還留傳著一首民謠：“點燈出了個太平王，丹

村頭頂不用狂。塘金玉鳳留一半，清水、湴田一掃

光”。遠的不提，就解放前何姓人家還出了個何日

光這位值得人民永遠稱道的地下共產黨員。何日光

1936年入黨，曾在南寧市醫學院就讀，任黨支部書

記，兼任南寧市地下党市委書記，後擔任過某縣宣

傳部長。抗日戰爭後調到十萬大山戰工團任隊長，

他是一位為廣西解放事業作出過偉大貢獻的革命黨

人。曾跟隨他革命，給他當過警衛員的何記科老人

(點燈寨前任村長)一說起他直堅大拇指。

　　可是，點燈寨如今並沒有出多少名人才子、貴

人，這又為什麼呢？一說到這一點，點燈寨人無不

咬牙切齒，痛斥他們共同的仇人歐陽暉。

　　話說明萬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廣東順德舉

人歐陽暉調任賀州知縣。他在巡視點燈寨時，發現

了點燈寨不僅是塊風水寶地，而且是“臥龍戲水”

之地，日後必出人才。心懷鬼胎的他便想設法要破

壞點燈寨的風水，阻止此地出人才。於是他請來心

術不正的地理先生歐陽芳商議對策，然後假惺惺地

到點燈寨跟何龍溪老先生商量。說是點燈寨如今財

丁兩旺就是官運未到，若在對岸建一涼亭必能人才

輩出。老先生不知是計就沒加反對。歐陽暉就在點

賀州廈良村點燈寨考察報告
徐桂蘭

廣西民族學院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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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山對岸“大岩口”，現人稱“石涼亭”(即今梧

州地區制藥廠)的地方建了一座涼亭。涼亭恰似一枝

“吹火筒”面對點燈山，等涼亭建好點燈山的燈就

被吹滅了。從此何家家運衰敗，再沒有人升官發

財。

　　歐陽暉並沒有就此罷休，後來他又借為點燈寨

修路，在沿獅子山腳進點燈寨修築了一條路。修路

雖然是為百姓謀利益的好事，誰知歐陽暉是通過地

理先生的推算在路下設下了一道陷阱。這一條路全

程用鵝卵石鋪墊在下面，恰似一條石鏈子將獅子山

的神獅用鏈條鎖住了。據說獅子從此就被鎖死了。

隨後歐陽暉又下令挖去了文筆山上的“文筆”。

不讓點燈寨出文才。如今“文筆山”已無文筆僅

剩一底座，故筆筒山也就叫“雞心山”，而無人

再稱其為“筆筒山”了。

三、點燈寨各族始祖源考

　　據《八步鎮志》等資料記載，以及點燈寨60

歲以上老人口述，均認可最先到點燈寨定居起家的

當屬何姓人氏，即何龍溪老太公。按何氏家譜記

載，何家祖先原系湖廣珠璣巷寶慶府要華縣何家塘

人氏。始祖玉堂公生二子，其長子文明公，次子文

信公，後居廣東順德縣。文明公所生四子，其中次

子天祿生下龍溪兒。

　　據何氏37代傳人何記德老先生口述。何家20世

前本姓韓。明朝洪武二年，龍溪公與兄長被官兵追

殺，從湖南逃至賀州。官兵殺害了兄長。一天龍溪

公逃至河邊，眼見被官兵追上，只好裝聾作啞不再

往前跑，官兵下馬，問其姓甚。龍溪公搖頭晃腦手

指河面，官兵誤以為他姓何，便也沒殺他自往前

去。龍溪公感謝河流救了他，而且他發現這是一塊

不錯的地方。就不想再走，於是就地住下並改姓為

何。何龍溪就成了點燈寨何氏第一代始祖。何家開

始只在點燈寨搭棚開荒種地，日後娶了黃氏成家，

生下二子名何庠、何序。一家人開始利用河水方便，

河邊又有一平地，便養起鴨子，雖日子清貧卻也過得

不錯。就這樣世代繁衍定居在此。如今60多歲的何

記德先生已是點燈寨何氏始祖的第16代傳人了。

　　何姓之後來到點燈寨的是梁姓本地人。據梁吉

祥(60歲)說梁姓太公是與何姓太公一同從湖廣珠璣

巷來的。只因梁姓太公晚到了一步。他見何太公正

在點燈寨用木條圈地，梁太公生怕好地都給他佔

去，一急之下就說以點火燃燒劃地，燒到哪，哪就

是梁家田地。這樣他點燃一把火就燒起來，不僅燒

著了大片沒被木條圍圈的地，就連圈好的地也被其

燒佔了，從如今的點燈寨中心一直燒至觀音岩前都

成了梁姓田地。老實的何太公見都是來自一地的逃

難同鄉，也不說一句話，和和睦睦的二姓人就這樣

居住一地、安生養息了。直到土改前點燈寨的大部

份土地都是屬於梁姓人家的。

　　如今點燈寨本地人的三大姓氏，侯姓居何、梁

之後遷居入點燈寨。據侯金德老人及梁、何記德等

老人口述，侯老太公年輕時是挑著貨郎擔賣針頭線

腦的生意人。由於侯太公為人忠厚老實又肯吃苦，

常來常往於點燈寨中，與何、梁老太公都結下友好

情緣，後勸其不要再走南闖北，就在點燈寨安居下

來。

　　從摘錄自廣東封開縣南封區侯村侯氏族譜的侯

金德老先生珍藏的族譜來看，他們的回憶是有根據

的。

　　雖說族譜上記載粵、桂、湘等省姓侯者都是南

京珠璣里而來，同源于江蘇省南京，南雄府始興縣

牛田村珠璣里十七堡十八圖，因逃難流落到各地

的。據點燈寨侯氏族譜載，點燈寨侯姓一世祖積聲

公原居廣東封開縣南封區深範村之第十世。積聲公

年輕時經商來到賀縣八步，在明朝萬曆二十年(公元

1592年)與點燈寨何家某人結為兄弟，何家為其介紹

在點燈寨購置田地開始居住在岑髻，後遷居點燈寨

內。83歲的侯金德老先生今天已是點燈寨侯姓始祖

傳下的第十一世傳人了。從此點燈寨何、梁、侯三

姓同住一村如同兄弟般友好相處各自繁衍生息，至

今仍是點燈寨的三大姓氏人家。

　　點燈寨除了三大姓氏的本地人外，先後入住了

十來姓氏的客家人，其中黃姓客家三兄弟是其爺爺

黃榮魅始遷來點燈寨的。

　　黃家祖上第十八世祖原居住廣東興甯治德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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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翰下，後來移居廣西賀縣芳林鄉松村，現黃家祖

墳仍在芳林。黃家是芳林的一大家族而為何黃榮魁

獨身來到點燈寨呢？據黃榮魁的孫媳說：黃榮魁之

父即黃盛雲的太公並非太祖所生之子。太祖是較為

富裕的人家，想為家族增丁添口花錢買下黃榮魁父

親作兒子。但是買回的兒子長大後與父母不甚和

協，兒子認為得不到父母的愛，有意與家人另居，

太祖即在鵝塘高君領買了房子給他另居。民國時

期，國民黨抓壯丁到高君領，黃榮魁時下正值年

輕，為了逃壯丁就跑到了點燈寨。看見點燈地方不

錯，寨上人家又都對他好，就在此居住下來了，後

來生下三個兒子，就是如今點燈寨的三戶黃姓客家

人。

　　客家人入住點燈寨的時間並不長，至今不到一

百年的歷史。許姓的客家人居點燈寨僅有一戶，稱

自家原是江西人氏，祖上從江西來到廣西後先居住

在鍾山的西灣，後遷到八步的鴨子寨，再從鴨子寨

遷居到點燈寨。因為客家人後來到點燈寨，故都沒

有自己的土地，初來時均租當地地主的地種，土改

時政府作主才給客家人分了田地，從此客家人就成

了點燈寨真正的主人。

　　由於以上的原因客家人在點燈寨的居住情況比

較特殊，他們不像本地人一樣，一個大姓聚居在一

起，而是各家各戶分散居住。就是黃姓三兄弟的房

子各家也沒連在一起，各自都隔著幾個山坡。

　　許氏這一家如今主要以種菜為業，按客家習

俗，年輕的媳婦(今27歲)當家作主。

　　黃氏客家族譜曰：黃姓者，總不離南陸公之苗

裔。至二十三世淵公遷居江夏之城西，即今湖北武

昌府江夏縣其兒孫森森，衣冠振振。有修、德，由

直、通、前等公著厥名，於九十二世侃公由江夏遷

至光州，由光州始入閩，居邵武府和平縣，傳一百

一十九世峭山公，生七子，公留三長子待養故里，

其餘皆擇勝地而居。

　　如此看來黃姓客家應出於福建。是由福建分流

入廣東而下廣西入賀州的。但不論其源出何地，並

擇勝地而居看來是客家人流居各處的原由所致。

四、點燈寨的族群關係

　　點燈寨的一百多戶人家，1298人中，男人641

人，女人656人，現18∼60歲的勞動727人，一般

平時多以八都話作交流工具，在不同族群之間的交

流多以桂柳話為主。因為作為西南官話的桂柳話在

賀州地區使用十分廣泛。

　　點燈寨以本地人何、梁、侯三大姓為眾，他們

都講八都話，但同時大多數人都能說三到五種以上

的語言，如附近鸕 寨的鸕 話，曾屋片的九都

話，以及本寨的客家人的客家話等等，但是，不論

是黃、吳、許、陳，還是徐、朱、劉、賴，大凡客

家人，入住本地人中間者都僅說本族群的客家話和

略說些桂柳話。有人說客家人保守，也有人說客家

人高傲，其中的原因有待查考，但有一點是確實

的，就是客家人平常交往中只說客家話。而點燈寨

的本地人為了與後來的客家友好的往來，和睦的相

處，他們人人都不計較這一點，而是主動地學會了

客家話，用客家話與客家人交談。不僅老一輩這樣

做，而且一輩輩地傳下去。這也許就是為什麼客家

人能夠插花般地，遷徙到比自己早到，且根基較深

的本地人中間立足居住下來，並被本地人接受，生

活得十分和協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國民黨時期，罪惡的反動派曾在廣西挑起過

“土客之爭”。在這期間，賀縣曾來了個土匪頭子

岑孟達，後來他擔任賀縣縣長，賀縣人稱其“魔

頭”。此人不僅長著醜陋無比的臉蛋，滿腦袋的疤

痕，且十分好色，在賀縣取了五個老婆還不知足。

就是這個魔頭從心底裏仇恨客家人，鼓動、製造土

客之爭，就是搭台唱戲，他也要規定本地人的戲台

必須比客家人的戲台高出二尺。

　　有一次岑孟達挑動本地人去打客家人，有一批

本地人準備應聲前往，被當時頗有聲望的何水林老

人知道，他馬上站出阻止，他告訴大家點燈屬鵝塘

管轄，鵝塘駐紮著的國民黨團練、軍隊都是客家

人，你們不要以為岑孟達是國民黨，凡是國民黨都

是打客家人的啦！他還說若你們一定要去打客家

人，只能打一下決不能打死人。最後人們都識破了岑

孟達的不測之心，沒有打起來。解放初期在賀州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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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語就是“打倒蔣介石⋯⋯活捉岑孟達”。1950

年岑孟達被賀縣人民第一個推上審判台，執行了槍

決。

　　點燈寨的都人也與賀州各地的都人一樣都接納

了來自不同年代的客家人，友好居住、生活，從來

也沒有發生過重大的糾紛。

　　點燈寨可稱得上是民風純樸之地，點燈人是善

良忠厚之人。他們善待客家，平等對待操不同方言

的族群。何、梁、侯三姓八都人歷代相處如同兄弟

一般。雖不同宗同祖，但他們共同奉一座土地廟，

共敬一個土地爺。他們將祖上太公如何在初來點燈

定居時的何、梁爭地而未生爭執之事，及侯姓太祖

與何姓太祖結交留居點燈的故事代代相傳。教育下

一代不以姓氏有別要與人為善。所以歷代以來何、

梁、侯三姓家人在點燈寨是沒有發生過口角之爭

的。僅在前幾年有梁家後生仔為了一點小事與侯家

小兒發生爭執。侯家後生仔聯合侯姓後生一幫，揚

言要消滅點燈梁姓人，侯家長輩知道了立即怒斥眾

後生，對其進行祖德，祖訓的教育。後來和好如

初，沒有發生意外爭紛。

　　由於點燈寨地方好、人更好，雖不出什麼達官

貴人，也沒有顯靈的風水之說。但在這裏生活平靜

幸福，人緣和美，所以越來越受到外地人的青睞。

如今點燈寨人取外地的媳婦進門越來越多了。不同

民族、不同族群的姑娘都有嫁入點燈寨來的。據資

料統計，解放以來就有11種不同語言的族群人嫁到

了點燈寨。她們分別為：客家人61人、本地人67

人、梧州人31人、廣東白話人13人、九都人34人、

桂柳話人5人、壯族12人、董家話7人、瑤族2人、

八都話12人、鸕 人1人。

　　但是有一點使人不能明白，點燈寨的何、梁、

侯三姓本地人均認為自己點燈寨屬火，不能與湴

水、塘金寨、清水寨的人通婚。因為他們幾個村寨

是帶水之寨與點燈水火不能相融，此一觀點且根深

蒂固，歷代不破。點燈寨歷來未娶過“水”寨的

媳婦，也沒有一個點燈的姑娘嫁往這幾個寨子，而

且至今仍固守此俗規不變。

　　前面曾提到過的點燈流傳的一道民謠：

點燈出了太平王，丹村頭頂不用狂。

塘金玉鳳留一半，清水、湴田一掃光。

歌謠中包含著第一層意思即太平天國之前，由於點

燈的風水被破壞，點燈寨不再出人才而被鄰村笑

話，丹村及塘金寨、清水、湴田等村寨的人都看不

起點燈寨的人，常譏笑他們，故當年點燈寨出了太

平王時為點燈寨人出了一口氣，有人就編了這首歌

謠唱出點燈寨的心聲。第二層意思也包含著這幾個

村寨不僅為此給點燈寨心裏留下怨氣外，更重要的

是“水火不容”誓不往來之意。

　　歌謠唱歸唱，老觀點傳歸傳，不論是怨氣也

好，是看風水算卦得出的結論也罷，值得慶幸的是

應該承認實際上這樣的老規矩已經被點燈寨人破

了。看統計數字可明白，解放後點燈寨取自蓮塘、

鵝塘、清塘及河田、黃田的媳婦已不下幾十個。這

些塘、田不也是帶水的嘛？為什麼就可水火相溶

呢？還有世代不成文規定不能聯姻的湴田如今改稱

靈鳳，即平安寨了，點燈寨在80年代初就從那裏娶

回來一位媳婦。

　　如果說點燈寨本地人的特點是忠厚友善，那麼

點燈寨的客家人最突出的優點應是勤儉樸實且家規

甚嚴。點燈寨吳氏族譜及黃氏族譜中的《吳氏家

規》《黃氏家規敘》就是二例(見附錄)。

在黃氏族譜中尚有祖公留芳後世的《記認親屬詩》

一首云：

分枝隨處立綱常，日後他鄉即故鄉。

晨昏須存祖爐香，三七男兒當自強。

五、點燈寨的民俗風情

1. 祖宗節

　　常言道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就是點燈寨

各姓、各不同族群中亦保留著自己獨特的民俗風

情。但有一點十分一致的是大家都最最看重一個節

日那就是“祖宗節”。說起祖宗節並非是節日，

實為祖上太公的祭日。

　　何家在點燈寨的第一代太公墓就在點燈寨上，

也就是當年他老人家開基立業年代裏放鴨子的那塊

小山丘上，離何記德先生現在的住處僅200米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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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何家太祖的祭日是十月初一，於是這一天何姓

男女老少都得遵照祖上規定前往太公墓地祭拜。這

一天健在的老人們需作許多準備，要殺羊、宰豬。

一定要有全羊、豬頭作祭，並準備好雞、菜蔬，大

量的香燭，紙炮、紙錢。屆時選出一位文化較高能

識文斷字的長者，寫好祭文，請來樂隊(一般都請廈

良的八音隊)，在祖公墓前的半圓平地上按輩分(長輩

在前、晚輩在後)依次列隊，宣讀祭文後燒掉，奏樂

擊鼓，司儀叫拜，子孫們按輩分下跪拜祭。祭品擺

在墓前，燒上香燭紙錢、放炮。祭拜完畢就在原地

支鍋燒煮、分吃。此日從早上來到墓地要到天黑才

吃罷散夥。不論颳風、下雨無人不到，祭期更不可以

風雨而改，因為這是祖上的條規。在墓碑上刻著呢。

　　在土改前祭祖用的銀子來源於祖上留下的公田

積蓄，看何龍溪老太祖之墓可知。當初他留下的公

田有：蒸嘗田名二中湴田八丘；大領頭四十六丘；

粉壁腳田十六丘；深水田六丘；禾鷹塘底田六丘；

蓮塘邊二丘；頭頂村木園頭田二丘；大墳塘一口木

園頭長田尾一丘。以這些田的田租用以祭祀足矣。

現在已不存在公田田租之事。所以現在何氏家族在

十月初一祭祖活動中的開支一般都是各家各戶集資

而成。

　　不論什麼情況下十月初一這一天點燈寨何姓人

氏都會到墓地祭祀，就是在外工作的人，沒有特殊

情況也都得趕回來參加，即便是在生活最困難的歲

月裏也不曾荒費這一天的祭祀。這一天大家都開開

心心地在太公墓前祭奠自己的祖先。據說何姓太公

祖德深傳，墓地風水特好，通過祭拜、太公定會保

佑他的後世平安、吉祥、健康、如意。據何記科老

人說這塊墓地本身便是太祖善良厚德才得到的風水

寶地。相傳太祖何龍溪一世養鴨在點燈寨，勤勞、

善良、待人厚道，老來臨終時，恰遇一風水先生打

點燈寨路過，見老夫婦倆人好，說要為他擇一風水

寶地，讓其後世興旺。太祖婆客客氣氣招待了風水

先生在家住了三天，最後一天先生準備遠行。太祖

婆殺雞請先生吃飯，並為先生備下一份路上吃的飯

給他帶走，吃飯時風水先生吃了雞脖子，吃了雞

腳、雞翅，吃來吃去也沒有吃到像樣的雞肉，心裏

想，看來這對夫婦心地不太善，連雞肉都不捨得給

我吃。吃完飯他也照例不違約給夫婦倆點了一塊風

水地，但不是現在這個朝向，而是稍偏一點。先生

上路走了，走到半道肚子餓了，拿出何太祖婆給他

的飯來吃。誰知米飯底下都是雞肉，這一下先生明

白了，當即轉身返回點燈寨，急匆匆來到何老太爺

家，說明對老太爺有誤解為他重新點了風水墓地，

就是現在這塊墓地。

　　所以點燈寨何姓子孫祖祖輩輩不忘記祖公厚德，

祖祖輩輩都堅信這是祖公積德而得到的風水寶地。

　　按中國老百姓的習慣一般都在清明節上墳的，

那點燈何氏人家清明還上墳嗎？何氏太祖墓碑上祭

祀條規刻明：“一輪流到各房清明春日行挂掃後以

十月初一為祭期風雨不改⋯⋯”原來清明節為各家

各自前來祭掃。略備三牲、香燭、酒水祭拜即可。

何氏集中隆重祭拜祖先必須十月初一這一日。

　　七月初七是何氏太祖的生辰，點燈寨何氏家族

也稱這一天為“祖先節”。雖不算得上隆重，但

也都要準備上幾桌酒菜，邀上同族親戚共飲，以祝

賀與懷念先祖生辰。是日清晨家家都去河邊取水做

酸，說這日晨河水做酸最好，不發白、不變質。因

為這河水是神水。到了下午4∼5點鐘，年輕人、孩

子們都到河裏洗澡。說洗過七月七河澡，強身健體無

病無災。這日中午吃得飽飽的，下午什麼活都不幹，

全體何氏家人都在河裏戲水遊戲，熱熱鬧鬧玩水。

　　而梁姓本地人早年是在六月初二這天祭祖，這

一天是梁太公的生日。現在梁姓人家的祭祖節改在

八月十五。原因是六月初二天氣太熱，準備祭品三

牲頗有不便。

　　而侯姓家族是在九月初四祭太公、他們稱“太

公節”，這一天是侯氏太公的祭日。

　　最早擔著貨郎擔入居點燈寨的侯氏一世祖公墳

就在點燈寨入口處，還有五至八世祖宗的墳墓也同

在此。只是二、三、四世祖墳，由於沒有墓碑或是

什麼原因，無法找到。

　　點燈寨的客家人都不過祖宗節的，只在過春節

時祭拜祖宗。

2. 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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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祭祖過“祖宗節”外，點燈寨最重大的

節日也許數“炮期”了。解放後雖沒有搞過炮

期，但何記德老先生對小時候看到過的炮期搶炮仍

記憶猶新。

　　何氏炮期在六月六舉行，三年舉行一次，在特

別的紙炮內藏有一個銅圈。待炮鳴放飛向高空落下

時，年輕力壯者齊上轟搶，搶得銅圈者當年打醮時

可當醮主。更誘惑人的是得銅圈者即可如寨主一般

被視為首領，在三年之內寨中何氏田地由他收受田

租。點燈寨的搶炮得勝者每年大約可收到2850市斤

左右的租子。當時何氏有一千多畝田地。故搶炮得

勝者搶到銅圈即到土地廟拜謝土地爺。在土地爺前

由上屆銅圈得主將地租收租本子移交給他。

　　點燈寨梁姓家族也行“炮期”，並且他們要

到蓮塘的“立琴廟”拜過盤古大王神，然後再進行

搶炮。據說搶得銅圈者歡天喜地回到家將圈擺在家中

神台前，這樣即便大火燒起來也決不會燒到他家。

炮期裏寨子裏也像過節一樣，家家戶戶準備許多食

物，大家在一起飲酒慶賀。炮期結束後由得勝者請

客宴請鄉鄰。等打醮時就由搶炮得勝者以醮主身份

組織籌備工作及安排程式，請八音隊、籌款、商量

活動規模等。

　　點燈寨本地人打醮都在黃田祖宗祠堂舉行。早

些年老老少少都趕路去參加，近年來人口增加了，

都怕路遙不方便極少全體出動。只是在集資後選派

出能說得上話的較為能幹的5∼6人前往參加。在家

的人雖不直接參加打醮，但每人都自願出資，多少

不限，少者一角二角，多者數十元不等。寨子裏大

約每次出資200∼300左右，但有一條每人必須遵守

的即在醮期必須戒葷吃素。吃素期視醮期長短而

定，一般打醮三天即吃素三天。俗謂只有吃素以表

示參與打醮心誠。神靈的保佑才對你靈驗。屆時點

燈寨中的客家人也出份子參加打醮，以得到神靈的

庇護，也表示加入積善行德做好事的行列。因為打

醮的主題就是請神靈來做證。教育在世之人都積德

行善，為民做好事，做好人的一種特殊民間習俗。

3. 土地爺

　　平時最經常受供的要數本地的土地爺。都說一

方土地保一方平安。點燈寨何氏單立一座土地廟，

大概是何家先來點燈之原故。一般僅何姓舉行的祭

祀活動和節日都去朝拜何氏土地廟。後來有了何、

梁、侯三姓本地人同住一村，且和睦相鄰的關係後

又在村頭，背對點燈山立了一座三姓共尊土地廟，

廟裏不僅立有土地公公，還有土地婆婆、兩老一左

一右紅袍加身，笑容可掬、滿目慈祥的坐著，在土

地婆婆的左膝上抱著坐著一小土地兒。這充滿家庭

溫馨的土地廟也許更能使點燈寨的村民感受到土地

神的體貼和細微的關懷。

　　村子裏的客家人沒有立土地廟，也借這三姓土

地供奉土地神，本地人若在土地廟舉行活動，客家

人一般都湊份子參加。大凡節日、祭祀如三月三、

七月七、七月半、八月十五等等本地人都要拜祖宗

牌位、拜土地爺。

4. 端午節

　　端午節也算得上中國人的一大民間節日，特別

是漢族，紀念民族英雄屈原、划龍舟、包粽子、桂

香囊、辟邪、驅鬼都是平常的習俗，點燈寨的本地

人梁、侯姓及客家人也都要與漢族其他地方人一樣

熱熱鬧鬧過端午節，但惟獨何姓本地人歷來不過端

午節。

　　原來何氏曾有一位太公在端午節這一天遇難給

家族留下了永遠的沈痛。很早以前，何氏也與平常

中國人一般端午節這一天要包粽子、殺雞、買肉、

飲雄黃酒。有一年端午節清晨，何氏有一位太公去

河的那邊黃田街上買過節菜、肉。興沖沖返回點燈

寨，在寨口的渡船頭，乘船過河，誰知那天浪急水

深又遇上風，船被掀翻，太公被淹死。從此以後何

氏家族就立下規矩，以後何氏不再提端午節，五月

初五這日誰也不過節了。

　　至今點燈寨的何家也都沒有了過端午節的習俗。

5. 農作風俗

　　點燈寨一百戶人家均以農為本，種植水稻，其

主要經濟來源是種蔬菜。由於點燈寨離市區的幾個

大菜市較近、遠的僅二里地，最近的不到1里。且

村裏地平，近水，是得天獨厚的種蔬菜之地。一般

村民都在下午四五時將菜採摘回家，明日一大早天



第20頁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第二十一期　2000.10.15

沒亮就擔到菜市口轉手給二道菜販子。這樣雖然菜

價較低，但圖個快捷利索。蔬菜一出手，立馬轉身

回家準備出門到田園種菜管理，省去叫賣的時間。

或者就由菜販直接上門來收購。近年來商業搞活有

不少農戶種菜往外遠銷，點燈蔬菜遠銷至北方，也

銷往本區大城市及廣東。點燈的蔬菜還稱得上全廣

西有名的呢。

　　早些年點燈寨也種過大量的瓜子(紅瓜子)，後由

於種瓜子的地方多了，尤其是信都紅瓜子這樣的名

牌佔了上風，瓜子賣不起價，故改種過煙葉，銷往

鍾山煙廠，至今仍有許多家庭在種。現在種得最多

的除蔬菜外，就數西瓜了。近年來點燈寨人操起種瓜

子的看家本事種上了改良的優良品種大西瓜，由於點

燈寨的水土好種出的西瓜又大又甜，能賣好價錢。

6. 飼養習俗

　　養豬是中國農民一項重要的副業和經濟來源，點

燈寨長期以來在飼養家畜中也形成自己的風俗習慣。

　　首先建豬圈必須選大月即有31號的月裏開工，

取其意大月子裏養豬長得大之吉意。在豬圈的圈

門，欄柵上貼上紅紙寫上六畜興旺等條子，請土地

爺保佑豬好吃肯睡，易養快長。準備買豬仔，先在

家中祖宗神位前中央備好一碗粥，三杯清茶，在豬

籠上蓋上米篩，米篩上放一條主人的褲子，用以避

邪。買回豬仔一路往前走回家；路上遇見人時見者

不可以說“某某買小豬”，這是很不吉利的，而

只能說“買大豬回啦”。回到家一進門先在祖宗

牌位前站好，豬籠擺在地上，家人端起神位前的那

碗粥給買豬人喝下去，一定要一口氣吃完，說明買

回來的豬肯吃，能長。

　　點燈寨人都很愛養貓，現在仍家家養貓。習俗

規定各家買貓回來時必須讓貓從大門口右邊的貓狗

洞進入，主人進屋後抱起它，到祖宗碑位前燒支

香，然後到樓上去對其進行入室教育。要它老老實

實在家呆著晚上努力抓老鼠。白天餓了到廚房灶頭

的貓碗吃飯⋯⋯平時還對貓嚴加管教。據說點燈寨

的貓還是很勤奮工作的，一見老鼠奮不顧身，嚴於

職守。

　　養雞要注意雞的動向。如果有發現母雞會叫，

習俗認為會帶來不吉利，立馬將雞給殺了，拿到十

字路口，點上一支蠟燭、一支香，並把雞頭砍下來

放在插香燭的地上，意謂送走不祥。若有公雞在晚

飯後，三更前鳴叫，也要如此照辦，送走不祥以防

出事。

　　耕牛是農家的寶貝，買牛養牛農民都視其為一

大事。點燈寨人要是家裏要買牛得請來風水先生推

算出好日子才能去買。買牛時不能忘記向賣牛的討

一方紅布，俗稱“討紅”，這樣牛到家後會吉

祥，使家中日子過得紅紅火火。過大年的時候要將

準備過年的最好的食品—— 粑給一些牛吃，以示

對它的重視和愛護。

7. 居住習俗

　　客家人在點燈寨象插花似的居住在本地人中

間，他們的房子分散落在各自選定的田邊、山腳。

但是當你踏上點燈寨，立在各家門口一眼便可看出

這一家是客家人還是本地人。因為房子各有自己的

特色也十分明顯。

　　客家人不論住到哪，遷居何方都保留了家家特

有的“回籠屋”的式樣，屋前有了半圓池塘，屋

後有一半圓或是瓜果菜地。大門口上方左右兩邊各

設圓形小窗像二隻眼睛。下方左右各開二個方形小

窗是出氣孔。正廳左右，順著子孫繁衍不斷加建擴

充廂房、廚房往兩邊延伸。

　　而本地人的房子決沒有客家的這種外在形式，

一般大門前一大空地正中的主房。人口多了兩邊隨

地形不同加建平房。大門進去是正廳，立神的碑位

之地，門口右牆邊有一小狗小貓洞門。但是有一點卻

是一樣的，即點燈寨的所有房子都坐東南向西北。

　　點燈寨建屋有一習俗，都得請風水先生來看風

水，按羅盤指向選地基，選家門的朝向，那麼每一

家每一戶也不定都請同一位風水先生吧？再說每一

次的羅盤指向怎麼就會如此一致呢？原來村子男老

人都說，實際上點燈寨的屋朝向都是朝著村頭獅子

山下的龍頭廟了。

　　相傳原先的龍頭廟是一座非常靈驗的神廟。龍

頭廟下游不到二百米處在有一白鴿龍，早年凡經過

龍頭廟的龍船都得在龍頭廟前停下，等朝拜了廟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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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龍神即可順順利利行走。否則過了龍頭廟定被即

白鴿龍給吸沈下去。據說有一年從梧州下來的二條

龍船，過龍頭廟時不聽勸說不停船拜龍神，結果就

真被白鴿龍吸得沉下水底，既無人浮上來也不見船

的影子。但是從那天起，龍船鑼鼓是七天七夜在龍

頭廟附近回蕩，點燈寨是聽得真真切切的。

　　當地還有一條規矩，凡穿白衣或白褲子的人經

過龍頭廟必須進廟跪拜龍神方可前行，否則不可朝

前走，且要叫你跪著直到有人叫方可起身，否則跪

上幾天幾夜也不得起來。

　　現在這些規矩也沒有了，因為龍頭廟已不存在

了。民國時期國民黨營團司令梁海蛟有心要發展賀

縣的教育事業，決定在賀縣辦一中學。他不知相中

了這龍頭廟的建材，還是怕龍頭廟有礙新建的學

校，硬是拆了龍頭廟，建了如今的八步二中，倒是

除了許多的隱患又做了一件利國利民的大好事。

　　點燈寨建屋習俗中動土之位置十分重要。動土

前還得請來風水先生，一定要按羅盤指向的東南向

之右角作為動土之位。其次是上大樑最講究。是日

特地為升大樑擺酒，準備好一些 粑，請建築師傅吃

粑飲酒吃肉，為上大樑說好話，屆時點香燃燭放

炮，準備好許多的小紅包，分發給村裏男女老少。

　　屋建好後請來算命先生，按屋主的出生年月

日，落地時辰，推算出進入新屋的日期及時辰，即

定下搬新家的好日子。屆時要在新屋門口擺一些糧

食、油、蔬菜、鍋頭，表示日後豐衣足食，樣樣不

缺，生活富足。

　　進門時要由戶主帶領全家人一同進入，屆時每

一家庭成員不得空手，必須手持物品，並由一人拿

一盞燈，稱“長壽燈”，一般以前用燈草燈，現都

改用煤油燈。照亮全家進新屋、意即將光明帶入新

居，全家長壽幸福。進屋後，家人三天內不得到人

家家裏串門，走動，就是親友家有婚表大事發請有

約也不可前往赴宴，只得打個封包表示祝賀。三天

內不許家人拿任何東西到屋外。有客人來賀喬遷之

喜的只許拿進來東西而不許從屋裏往外拿走東西。

意謂有進無出，風水不外流。

附錄一：吳氏家訓和吳氏家規

一、吳氏家訓

家無論貧富，總要子孫賢肖，人無論智愚，總宜教之詩書，大之揚名顯親榮宗耀祖，小之明理

達詞知名識數，以及星相醫卜皆不能外級，有貧極不能近師，魯極不能記誦者，農工商賈皆為

正業，亦宜從幼時教習禮義，講明孝悌，庶知；凜王章而守本份，不然子弟之不逮，實父母之

教不先，誰之過矣。

二、吳氏家規

國有明條，家有矩訓，其諄諄複不已者，無非示人有所遵循，勉為良善而已，今聖天子刊定法

規，頒行州縣，命有司朔望宣講，集眾諦聽，所以引誘斯民者，至詳至盡，茲因族乘告成，更

著家規八條，列于簡端，此教家即以教國也，後人其身體力行之，毋忽。

1. 教父母

人非父母不生，生而教養成人，其恩罔報，故為人子者，必常側左右就養，過則從容譏諫，病則

服侍湯藥，死則經營葬祭，在家婉容愉色，奉命唯謹，出任則移孝作忠，顯親揚名，方盡子職。

若違逆執拗隋行辱親，聽妻子之言，而結仇應憂，此不孝之罪，上通於天，五刑所以首嚴也。

2. 友兄弟。

兄弟為分形連氣之人，無論同胞共乳，應以友愛，即支子；庶孽，皆屬一律之親，必兄愛弟、弟

敬兄，雖拆居分食，無別你我，斯合友恭之道，近有因財產而釁起鬩牆，聽教唆而禍延箕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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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操戈，視為仇敵，讀棠棣脊令之詩，當感愧無地矣。

(觀文而無詩，有遺珠之憾。幼曾讀古詩，意顏相似，今錄於後，以饗後世。公元1984年編者)

兄弟須當念共懷 共懷兄弟莫爭財 弟當有酒迎兄飲 兄若開筵招弟來弟讓敬兄終是福 兄強欺弟不

為該 我今勸你親兄弟 兄弟和睦百事偕

3. 敬長上。

長上不一，有在家在官之長上，人同姓異姓之長上，不僅名爵一端，凡年齒先我者，皆是也。自

宜稱謂各正，隅坐徐行，揖讓謙恭，罔敢戲豫，若干犯名分，目無尊長或以賢智先人，而轅轢前

輩，或以血氣自持，而污慢高年，或矜富貴，或誇門庭，皆為狂悖，不得姑縱。

4. 和鄉里。

同鄉共井，相見比鄰，雖不敵家人骨肉之親，然亦當和睦以相向，故必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

病相扶，有無相濟。若勢利相投，貧富相斯，強弱相淩，大小相拼，或因微資相爭訟，或小忿相

仇殺，此為陋惡之俗，凡吾族中，當初戒之。

5. 勤本業。

人生各有職業：士稽古致貴，農力田得食，工精藝阜財，商懋遷獲利，皆是為一生受用，以遺子

孫者，故凡父兄之於子弟，必因其材質相近者教之，俾人各有事，庶不致為遊隨之民。其有博弈

飲酒，詭詐貨奸，狐群狗黨，不禽不獸者，將來窮老失歸。嗟何及矣。

6. 莫非為。

人無論智愚，皆有所當為，與力所能及之事，不得謂之非為。惟飲酒賭博，逞兇鬥狠，足以敗名

喪節，殺身亡家者當之；族有此輩，父兄亟加懲戒，無致寡廉鮮恥，為獍為梟，貽害族姓，至於

瀆倫傷化，鼠竊狗偷，上辱祖宗，下玷家聲，此王法不容者也。

7. 擇婚配

夫婦為人倫之首，萬化之原，故兒女婚嫁，必擇其姑婦之德性何如，婿之賢否何如，而家之貧富

可勿計。使貪財下嫁，而忍若□兒，六禮未備，賤同納婢，區偶未均，門戶不對，識者恥之。乘

喪嫁娶，同遵法紀，此家族之魑魅，人類之蛇蟲，士君子不屑道者。

8. 慎祭掃

墳墓之掩祖骸，實後人發祥之始，祭祀以酬先德，亦子孫報本之心，故清明掃墓，必老幼親臨，

雖遠亦至，衣冠羅列，各致其恭，庶神歆其祀，人受共福。若歲時缺祭，等於荒丘，惰慢失儀，

同於兒戲，必明有人，非敗有鬼，貴豺獺不忘所自，人不若獸哉。

附錄二：黃氏家規敘

嘗見名門大族，莫不由祖宗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卒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登天

覆地之，易如燎毛，我族為江夏後裔，世守家箴，罔敢諭越，誠恐日久生玩，特立家規。為之杜漸

防微，知所警惕，各自植立，以永恢先代之緒，凡屬宗支，凜遵毋忽。

一、譜牒為崇本而設，查世系考源流

睦族屬，輯人心，誠重典也。故家譜卒三十年一修，違者以不孝論。其譜為例義，一代一欄，

以至五代畢；一房一線。生下各房畢。凡前後嫡庶，所生男女，各於本母姓下載明。至教養成

人命名立字，宜將譜查考前代之諱，母得重出犯上。若同輩同名，幼者易避。若男子有入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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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為也胥或遷居各州府，或因事問遣，當注明某處立籍，使後裔知一脈可考。編成後貯於盒

內，每季日曬，以防黴爛鼠咬，各宜慎之。

一、宗祠之設妥侑，祖先神主，聯屬族眾人心

每年春祭時，各房所添新丁，載明年庚冊；新婚者，將該名下載明某氏年庚；壽終者，將丁冊

記明年月日時，銷號複載入忌辰冊，及原葬遷葬土名山向，生歿年月日時一體載明。至於各家

祀奉祖先，每早拭淨神台，焚香時，宜誦朝夕莫忘親命語，晨昏須薦祖爐香之句，不忘祖訓，

興起孝思至意。

一、先祖是生身之本，關係甚重

有停棺寄罐五年未葬者，限追安葬。至既葬祖先，不論遠近世代墳瑩各房各丁，務須一年一

掃，不得因世遠年湮，拋棄不顧，任人鋤挖，亦不許各房侵葬盜葬，典賣他人情弊，違者嚴加

追究。

一、承繼隨其自主，務以本姓為嗣

不論遠近親疏，皆系一脈，若共譜親支，宜查譜先於某名開除，次於某氏收入，不得同輩為

嗣，孫輩為子，或以母族妻族陰抱養育，及將媳贅所生者，不許入譜若親女所生之子，婿家願

顧承嗣者許載明緣由入冊。

一、和睦宗族

雖派遠代疏，亦念流傳一脈，喜慶優恤，以全族誼，苟殉情挾私恃強淩弱，子孫未必能昌，忠

厚之人，混穆純篤，待人和平，處已公正，近則福履綏之，遠則兒孫發達，誠興家之本也，勉

而效之。

一、尊而長者父兄

卑而幼者子侄，宗派森然，絲毫不紊，若年老者，雖晚輩致敬肅然，輩尊者雖年少，稱謂不

苟，凡坐立毋得妄自□越，此真故家風範，如族內有老而無靠之人，求尺寸之布，一勺之漿而

不可得者，宜為力周恤，終此餘年，至幼年殘廢，孤苦憐仃，亦當提攜，不得任其流散，挂人

齒頰，貽辱宗黨也。

一、父兄之教

不先子弟之率，不謹苟從容姑息，未有不入於浮妄者，故士農工商，各有常業，切不可出位妄

謀，兩無所益，故自幼及長，凡起居動靜，將禮義廉恥，必隨時隨地而教之，不遵者責之，有

過者懲之，庶已端人正士。接 門庭矣。

一、嫁娶必擇其婿與婦之賢

及彼家教何如，不可徒慕其富貴，權勢財禮，貲□之厚，又須量自己男女之才貌，擇其相當者

配之，庶日後和諧，不相嫌怨，至門戶不對，良賤不敵者，不可貪圖財賄，以壞家聲，至交遊

之道，雖重友聲之求，當嚴比匪之戒，須擇敦實者為之，以資其德，一切放僻邪侈，□蕩浮誇

之人，不惟無益，而且有損，務痛絕之，不可妄為結納。

一、持家務宜勤儉

若出入無度，侈糜相矜，縱富必至消索，甘守淡薄，無慕浮華，雖貧亦可營生，從來蕩費祖

業，半由好奢華，不知節儉若錢糧收納，定期供應，預先措辦，依時急公，若遷延時日，差索

錢銀身受比追國課，終不能免，即令空乏，亦當借貸早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