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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游集
卜永堅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編者語：近年歷史教育日漸重視戶外考察，無論是中學或大學有關中國和香港歷史文化的課程，都盡可能為

學生安排各式各樣的田野考察活動。香港教育處為推廣本地史課程，亦定期為各中、小學老師籌辦

各種配合課程的本地考察活動。其次，為推廣香港旅遊業，普及香港文物古蹟，香港旅遊協會、古

物古蹟辦事處、博物館等機構，亦加入籌辦本地歷史文化考察的洪流；本地考察活動幾乎是無日無

之。若然，在考察過程中，參與者們能將其所見、所聞及所聽聞，整理成考察報告發表，將會為日

後的地方史研究添一份可用的材料；而大家在考察過程中所思、所想，發而為文，亦是反映我們這

一代人的重要文化遺產。卜兄永堅近年在教學與研究期間，多次組織及參與歷史文化考察；並在考

察後，將事前搜集的資料，與考察時所見、所聞、所思加以融匯，以韻文的方式作記錄。其詩作不

但文采斐然，更承載著豐富的歷史內涵。本刊有幸，得卜兄首肯，刊載其有關香港地方文化考察的

詩作。我們亦希望透過卜兄的詩作，讓各讀者明白，本刊徵求的田野考察報告，是不拘形式的，無

論筆記、詩、詞、歌、賦皆無任歡迎。

1秀茂坪山邊有齊天大聖廟。捷勝城隍廟。天后

廟。海陸豐人主之。迄今卅年餘。以農曆八月十

六日為大聖誕。於第廿四座前球場建神台戲棚慶

賀之。凡七晝夜。又捷勝城隍廟者。祀海豐捷勝

鎮城隍。係國初遷至者。以八月十五為誕日。
2戲班為陸豐布浮頭新潮劇團。由竹園 、慈雲

山、鳳德 惠僑街坊酬神演戲理事會贊助。劇團

擅白字戲。首演八仙賀壽。又有七星螳螂李錦榮

九九年九月廿五日秀茂坪齊天大聖誕

中秋翌日是生辰。廿四座前飄瑞氤。 1

白字歌吹八仙賀。七星旗鼓彩龍巡。 2

能衝刀炭憑君力。須靖河山祐我民。 3

盛世何妨仍粥廠。4 神州無處不酬神。

(23/10/1999)

國術總會表演舞獅舞龍。
3十一時卅分表演神打。於廿四座球場旁之秀茂坪

天主教小學籃球場內建刀梯塔。鋪炭陣。師傅三

人。先以滾油洗面足。上下刀梯。往復火炭陣。

繼而火熄。圍觀者入場拾炭歸。蓋此炭有法力。

可祐平安云。
4神台右有粥廠。

九九年九月六日至八日西區石塘咀街坊潮僑盂蘭勝會

　　　　　　　都將愁慘慘。化作夜祥祥。戰鼓潮州戲。梵歌普渡場。 1

　　　　　　　人情達天地。物理隔陰陽。辛苦功曹馬。年年此日忙。 2

　　　　　　　(30/9/1999)

1勝會凡三日。九九年九月六日至八日(農曆七月二

十七日至二十九日)。由天福慈善社舉辦。演戲酬

神則韓江潮劇團。頌經祭幽則港九德恩善堂。

2神壇祭祀天地父母。南辰北斗。正位諸神。此外

又有馬爺。蓋負載人間祈願。達於上蒼云。馬爺

又名功曹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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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年十月九日訪錦田及舊墟

　　　　　　　復界即時立。利財屬錦田。稱雄三百載。姓鄧騰飛先。 1

　　　　　　　誰料全新界。皆歸不列顛。 2六鄉齊搶米。合益換新天。 3

　　　　　　　(29/10/1999)

1順治十八年(1661)。以鄭成功踞臺灣。清廷徙沿

海民人入內陸五十里以困之。至康熙廿二年

(1683)臺灣平。始復界。然廣東則早於康熙八年

(1669)復界。同年而元朗錦田鄧氏立舊墟矣。鄧

氏為香港望族。有鄧文蔚者。順治十四年(1657)

中舉。復於康熙廿四年(1685)成進士。

2光緒廿四年(1898)。與英人簽定《展拓香港界址

專約》。新界租予英國九十九年。
3 1915年。舊墟以賣米予日人招怨。遭附近村民搶

米。1916年。屏山。廈村。屯門。十八鄉。八

鄉。新田六村組合益公司。於舊墟西南設五合街

新墟。或曰。搶米者六鄉之人歟。

九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訪東涌炮台

門墻低落此徘徊。黯黯村中六炮壘。1

銅銹消磨古文字。秋陰寂寞舊磚苔。

憑君禦敵誠難矣。辱國喪權誰罪哉。

眨眼又成新世界。修橋填海築樓臺。

(14/11/1999)

1 大嶼山東涌寨。始建於嘉慶廿二年(1817)。駐兵

百五十。時大鵬協水師右營駐防兵丁凡六百三

十。分守九龍香港十六汛地。東涌寨駐兵最多。

1898年後。新界離島租予英人。此寨遂成警署。

後改為學校。今則直與村屋混成一片矣。寨地勢

低隘。墻垣矮窄。且離岸約半公里。守則兵無險

可據。攻則炮無力致遠。至於寨垣上六炮。皆係

英人從大嶼山附近炮台移至集中者。本非原有。

其四刻字仍可辨認。鑄於嘉慶十年(1805)。十四

年(1809)者各一。鑄於道光廿一年(1841)者二。

1考古家言。大埔碗窯規模之大。遺址之完備。為

全國第一。
2大埔碗窯之經營。初屬文姓。後屬馬姓。出土器

物。有繪鳳飛翔鹿回首者。栩栩如生。
3樊仙為陶工所祀之神。碗窯樊仙宮碑刻匾額年代

可考者。有乾隆庚戌(1790)。光緒廿三(1897)。民

九九年十月卅日訪大埔碗窯

窯址國中稱第一。初聞嘖嘖嘆稀奇。 1

開山不枉富文馬。出土如生競鳳麋。 2

商路南通浡泥海。樊仙北立醴陵枝。 3

古榕之下神壇在。四九林爺竟是誰。 4

　　(31/10/1999)

國五十三等。考古隊陳忠發言。碗窯所產。有南

銷至馬來西亞者。又據湖南醴陵某氏族譜。當地

有樊仙宮。係從大埔分香者云。
4上碗窯村口有神台。祀林四爺林九爺。在古榕之

下。無年月。然台基甚新。且有香果供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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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陳公原詩。陰崖合十擁蓮臺。傳道真禪渡海來。碧

嶂千盤高聳髻。滄桑一葦小如杯。旛垂雨氣恍榔

長。梵畣潮聲贔屭迴。惆悵六朝彈指盡。山河舉目

有餘哀。收林大魁青山禪院大觀。轉引自蕭國健

《香港之三大古剎》。青山頂石崖有青山弟一四

字。傳為韓愈所題。實則錦田鄧氏開基祖北宋鄧符

游青山時摹退之字也。1919年。曹受培命工摹刻

於杯渡巖上。有淺人者。以弟為第之誤。以紅漆改

之。石痕漆印。分明可見。
2青山禪院及青雲觀。本陶氏地。青雲觀左壁有道光

廿三年(1843)陶氏送田碑。上書陶氏各房每年送田

租若干斗石。陶氏以寺觀之人奪地。訟諸政府。政

府以地既為陶氏送出。已非陶氏所有。而寺觀之

人。不可私相授受。其地理應入官。陶氏遂與官

訟。陶氏以租字爭。政府以送字爭。擾攘卅載餘。

去年而法院判政府敗訴。
3青雲觀奉祀斗姥。三清。王靈官。其為道觀明矣。

乃當家則僧人顯奇法師。考青山寺下了幻法師墓旁

碑。顯奇法師。俗名陳春亭。巨賈也。於香港廣州

開設洋服店及鞋莊。又於海口市設店代理亞細亞火

油及勝家衣車。了幻法師。俗姓張。號純白。本陳

春亭洋服店夥計。以能幹為陳所依重。二人以放賬

過多。業敗。民初連袂來港。於陶氏青雲觀立足。

1918年陳削髮為僧。是為顯奇。立青山寺於青雲

觀旁。張則依托青雲觀。1933年。張亦出家。是

為了幻。及顯奇圓寂。了幻欲承繼為主持。為陶氏

所阻。
4青雲觀上有杯渡巖。為晉宋間杯渡禪師南游交廣遺

址云。禪師有神力。以杯渡水。故名。 5山前有挹

曉亭。為巨賈何東(Sir Robert Ho Tung)所立。以何

東字曉生。故名。亭畔有碑紀其事。惜為墮木所

毀。過挹曉亭。有石牌坊。前書香海名山四字。為

港督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e)所題。金制軍於1927

年6月1928年3月兩度游此。後書回頭是岸四字。

為釋鐵禪所題。鐵禪以日據期間拋頭露面。1946

年4月遂成漢奸。判監十六年。乃同年十月內即死

於獄中。

 九九年十一月六日隨蕭教授國健先生游青山杯渡遺址步韻陳伯陶

塗鴉堪嘆最高臺。 1卅載官司細道來。 2

藏盡始求無盡藏。 3杯禪自渡授禪杯。 4

興亡眼底憑誰記。草木風中伴影迴。

香海名山金筆在。回頭是岸鐵僧哀。 5

(9/11/1999)

1林村太平清醮。主法事者圓玄學院。道士云。打

醮。所以酬神祭幽也。酬神以禮。而娛之以戲。

祭幽以衣食。而招之以旛。又樹大士。城隍。以

資彈壓。
2大埔林村天后宮義祠有碑。碑文如下。

本神龕內受本鄉供奉之十二烈士，傳來已久，

雖年代無可稽考，以事跡推算，總不出清末光緒

或上接同治年間，又逕向年長一輩查考，只知其

梗概，故作簡略記載，使後之祀者亦知林村鄉

 九九年十一月廿四日至廿九日林村十年一度太平清醮

不從旛下分衣食。即向壇前修德功。

六合暫時消隔閡。十年一度慶和同。1

碑存粉嶺榖租恨。2情繫舊墟天后宮。3

滄海桑田容易改。林村河水自流東。

(25/12/1999)

內，有大義凜然之英雄烈士，而肯作壯烈犧牲，

捐軀而保家鄉也。

事緣古之封建時代，法理不全，多恃強凌弱，

眾欺寡，尤其微有功名官職者，就恃勢凌人，不

論遠近均任其呼喝，地方官亦莫之奈何！

當時粉嶺區有一村(今諱其名)其鄉雖不大，但

有功名，鄉民就強橫自大，視林村為其封土，令

每年上繳租榖若干，村民不服，合力抗拒，該村

狂徒則聯群來攻，大隊人馬到太坑時，本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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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則在圍頭岡佈防，抵御侵襲  對壘多日，敵人

不得逞，因子彈告罄，改以小鐵鏈入狗 炮之槍

膛內射去，(狗 炮比火藥槍為大)令對方死傷不

少，始退去，而本鄉當時殉難者亦眾。

事後本鄉為表敬仰，在本天后宮內另闢一室，

設一護鄉長生祿位，作為供奉該批殉難烈士之靈

座，以慰在天之亡魂，且以留之久遠。

又略述當時供奉之護鄉長生祿位，既成烈士，

又何來長生祿位，後又據耆老指出，以長生祿位

當神牌，實為避免狂徒與惡勢之干擾，不過藉以

掩飾，隱藏不露。實則該神牌背面有記下死難者

之真實姓名，今時移世易，本鄉公所為表彰死難

者之功績，謹將殉難烈士之英名，勒諸雲石，公

諸於世，登正神位，永享鄉民香火，並於九一年

十一月廿四日卜吉開光，今後神樂人樂，神安人

安，永垂不朽也。

林村鄉公所主席陳興暨全體委員同立

鍾奕明  梁世玉口述

張枝繁撰記

一九九二年吉月吉日
3  林村太平清醮。必邀大埔舊墟天后宮天后。蓋林村

天后宮之祖廟云。

 二千年二月廿三至廿五日上水金錢村太平洪朝暨福德寶誕

上水開基幾百年。1四侯之一住金錢。2

元宵朝誕祈鴻運。3六合神人結善緣。

放爆仗扒船去穢。劈沙羅化榜通天。4

今時不記東鄰惡。5頭炮終歸抽我先。6

(10/3/2000)

1侯氏稱南宋時開基上水。惟論者謂最早不過元明

間。
2侯氏散居上水西。計河上鄉。燕崗。丙崗。金錢

村。
3今年。庚辰年正月元宵。酬恩洪朝。福德寶誕。一

氣呵成。洪朝由金錢村第七甲輪值。計開。炳

位。水貴。滿泉。添財。齊笑。建德。德源。志

光。偉興。觀林。福全。德泰。炳超。鐘寧。勇

強。福德誕由同慶堂第二甲輪值。計開。炳林。

錦洪。頌榮。惠枝。位全。清秀。木華。燦林。

路發。葉洪。來壽。成興。貴財。侯光。國平。

金安。慶才。康維。截[上兩方下土。音昆]。諾

全。銀沛。觀榮。
4扒船者。道士一。二人持一紙船。又一人持一紅

桶。謂之斗。挨家挨戶而過。道士以符水噀屋內

神位。謂祝福也。主人以麻豆。炭。雞毛投紙

船。謂去穢也。又以利是投紅桶。謂酬勞也。紙

船隨即焚燬。以示污穢盡去。劈沙羅者。道士於

侯宗福神廳前空地置一豬肚。持長斧環歌數匝

後。一舉劈斷。亦去穢云。化榜者。紅紙榜貼於

神廳牆外。列書全村健在及新增丁口。諸法事

畢。榜亦焚化以通天庭。則闔村皆得天佑。而洪

朝亦畢。
5廖氏雄據上水東部。或云。昔年河上。燕崗。金錢

侯氏合建宗祠。堂廡已備。廖氏暗遺二屍於內。

其風水遂敗。所以上水諸侯終無大宗祠如廖萬石

堂者。又。廖氏祖墳在侯氏西。侯氏祖墳在廖氏

東。廖氏秋祭。例於重九。侯氏則提前一日以避

之云。
6搶花炮。華南鄉俗。每致傷亡。襟耆有司。多方勸

阻。此風漸寢。惟金錢村仍行之。但今年亦改搶

奪為抽簽矣。又。父老云。春節每病冷風寒雨。

惟搶花炮之際必放晴。多年來搶花炮亦無傷亡。

蓋福德顯靈云。二月廿四日。農曆正月廿日。扒

船劈沙羅抽花炮。果亦放晴。信哉。又村公所布

告板上所見。去年頭炮得主為侯雀雲。頭炮內

容。炮金五元還廿元。炮竹三元還五元。炮膽十

元。火肉壹斤還三斤。三節電筒壹枝廿二元。電

燙斗壹個三百八十元。金介指壹只六錢二分三。

的確涼雙封六碼一條。西衣絨雙封六碼一條。票

尾一百六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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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三月十八日滘西洲洪聖誕竹枝詞四首

誕前打醮

女人底褲挂街邊。不避腥葷任自然。

慣習匆匆一朝醮。須知好戲在今天。1

花炮2

滘西今日最繁囂。花炮青年意氣驕。

卻怪華南研究會。捐錢成了旅英僑。3

燒豬4

緋衣赤案重卅斤。全體燒成千二蚊。

頸上插刀抬入廟。幾時斬碎眾人分。

神功戲5

何妨急鼓響如雷。粉墨群英走上台。

鳳閣恩仇情未了。酬神花炮已先回。

(26/3/2000)
1洪聖誕在農曆二月十三日。先一日有打醮。黃永

豪論文指游神之際。見婦人褻衣沿街晾曬。而又

不避葷。用知滘西洲民人不重醮而重誕云。
2花炮卅六座。計開。鄺輝洪第一。滘西新青年第

二。葉明體育會第三。吳金喜第四。聯網青少年

第五。誼眾堂第六。網業青年第六。聯網青少年

第七。西小釣聯合堂第七。漁民堂第八。網業青

年第九。滘西少年副九。聯合堂第十。業合興第

十一。聯合堂第十二。業忠堂第十三。業忠堂另

有一炮。炮數不詳。合永堂第十四。聯網青少年

第十五。西貢商魚會第十七。滘西女青年第十

八。兄弟堂第十九。網業青年第廿。合永堂第廿

一。友恭堂第廿二。聯網青少年第廿三。聯網青

少年第廿四。石宅第廿五。還鮮海寶第廿六。聯

網青少年第廿七。西貢合勝堂第廿九。滘西花炮

第卅。羅勝才添丁炮。敬惠堂副添丁炮。盧國飛

漁民子弟國術健身會花炮兩座。炮數不詳。即日

即目所見。不無錯漏。
3捐款紅牌十四面。計開。本灣份子。本灣工友。

本灣。旅英華僑。本灣魚排。西貢街坊值理。西

貢街坊。西貢漁民代表。太平村。糧船灣。白沙

灣。白沙灣滘西新村。三門仔。西貢街渡商會。

華南研究花炮會捐五百元。名列旅英華僑牌上。
4燒豬在西貢街市高記燒臘店訂做。凡千二百元。

故事。臨抬入廟時。先於豬頸插一小刀。但刀鋒

不得向神。我輩無知。刀鋒向神。幸得長者指

點。及時改正。祭祀畢。抬出。下午四時半乘船

回西貢。請高記師傅斬而分之。
5神功戲由新群英劇團獻演。戲棚斜對洪聖宮。下

午一時半開演。首齣為鳳閣恩仇未了情。宮前諸

花炮健兒賀誕畢。即鳴鑼擊鼓。擁花炮而退。台

上歌吹盡為掩蓋。而歌者觀者晏如也。

二千年四月二日隨華南會游大澳八日與城大師生再游

曾經擅盡魚鹽利。控制珠江八面通。

城下之盟分界錯。民間從此嘆途窮。

寧無棚屋1遮炎雨。奈缺堤塘避惡風。

傳說新朝開道路。未知何日始興工。 2

(9/4/2000)
1棚屋。水上人之屋也。
2大澳在大嶼山西南角。北上珠江。南下大洋。西

往澳門。東至惠潮。至為便利。民人麇集。有司

設汛地守之。捕魚則蜑戶。晒鹽則海陸豐人。種

稻則客家。五十年前。猶有民人二萬。漁船五

百。先是。光緒廿四年(1898)。英人租借新界離島

九十九年。而勘地劃界有誤。大澳竟在華界。乃

沿大澳岸重劃。於是上岸即登英界。下水即入華

洋。我朝定鼎。英人邊禁嚴修。民人屢以建避風

塘陳請。港府輒以事涉邊界外交沮之。回歸後。

有司議於明年中建避風塘。至若建西岸公路直接

東涌之議。則杳無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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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十月八日(農曆九月十一日)觀篷瀛仙館秋祭同游公蓋去年迄今兩度矣

六紀經營道根深。年年秋祭感恩心。

永思堂上歌五供。喜雨樓中傳善箴。 1

更向西山拜師傅。寧嫌汗水濕冠襟。

崇儀未畢諸生散。慨嘆人情異古今。 2

(15/10/2000)
1  永思堂。仙館安放先人靈位之處也。五供。香。

花。燈。水。果。喜雨樓設齋堂及講堂。仙館副

理事長黃熾全道長為學生解說秋祭。
2  廣州三元宮道長麥星階創立蓬瀛仙館創於1929

年。麥道長暨夫人梁依湄衣冠塚。即在今館西山

坡。年年秋祭。館中道眾必往祭祀。謂之拜師傅

山也。去歲觀秋祭。未嘗至此。今歲乃蒙准往

觀。蓋仙館之厚待吾師生也如此。而學生以山路

逼仄。天氣暑熱。拜祭未完。竟先行回館。仙館

預先准備之茶水果點無所消用。徒為負累。學生

之不肖也固矣。然吾曹彈壓無方。其咎難辭。

二千年十月十二日(農曆九月十五日)觀石澳天后誕

三月廿三為誕辰。遷延半歲始酬神。

可能入夏多風暴。早已問杯求吉旬。 1

恭請諸尊伴獅舞。 2獨於天后有行身。 3

歌吹今起六晝夜。一體仙凡同笑顰。 4

(15/10/2000)

1  天后誕在農曆三月廿三日。石澳民人當日即問杯

以擇九十月間佳日演戲酬誕。土人云。九十月

間。絕少颶風。便於酬神。然亦不記此俗始於何

時矣。
2  戲棚神位為一香案。正對戲台。右天后而左祖

師。祖師位上貼一紅紙。書戲棚神位四字。開列

諸神十四位。計開。南便村大王伯公。大環大王

伯公。大頭樹下土地伯公。水井窟土地伯公。灣

仔角土地伯公。上圍大王伯公。木橋土地伯公。

榕樹頭土地伯公。澳仔滿土地伯公。爭棚大王伯

公。 水坑大榕樹下土地伯公。大浪灣木橋土地

伯公。番字角土地伯公。海神娘娘。初不知爭棚

為何物。後得衿耆指點。謂即繒棚。繒為漁網之

一種。土人於水邊建棚設網。移時收網。魚在其

中矣。
3  石澳民人之慶天后誕也。以村中高壽有嗣之婦人

抱天后行身入神輿。以男丁十人扶神輿至戲棚。

仍由該婦人安行身於神位。次請德教紫香閣祖

師。再請海神廟海神娘娘。德教紫香閣在石澳村

中。以篆書書德教紫香閣五字。又有己酉孟秋四

字。當係1969年。祖師者。一香爐爾。無神像

牌位。捧爐長者云。德教紫香閣創自潮州人。又

云係南北行商人建立者。海神娘娘列戲棚神位

末。而民人禮之甚隆。與天后祖師並列。斯亦奇

矣。娘娘頗似耶教聖母。惟於額上多一紅眼。土

人云。外國之神也。海神廟在石澳海灘西南角。

有碑曰。石澳位於港島之南。風景幽美。海濤廣

闊。誠為消暑聖地。且以水清沙幼。於夏秋之

間。不少弄潮兒來作泳客者。每於風雨昏晨之

際。偶見一女子。束髮縞衣。明艷照人。出沒於

滄海之濱。居民恒常見之。然而見之則隱。遠之

則現。蓋其為海神焉。本屆健康院主席甄球先生

聞之。乃向政府申請官地一幅。并獨自斥資興建

廟宇。使神有所駐足以護泳者。抑亦信女善男。

得以拜祭。廟成之日而請記於余。余素仰甄先生

生平樂善好施。此次興建海神廟。亦是出自慈善

心腸。足見仁者之風。遂刻石以誌之。以使永垂

不朽也。石澳居民協進會主席葉全劉庚保(案。

二名雙行並列)謹識。一九七五年歲次乙卯仲秋

吉旦。
4  彩龍鳳劇團獻演六晝夜。計開。十月十二日(農

曆九月十五日)。七彩六國大封相。桃花湖畔鳳

求凰。十月十三日(農曆九月十六日)。征袍還金

粉。洛水神仙。十月十四日(農曆九月十七日)。

火網梵宮十四年。劉金定斬四門。十月十五日

(農曆九月十八日)。仙姬賀壽送子。風流天子。

鐵馬銀婚。十月十六日(農曆九月十九日)。燕歸

人未歸。雷鳴金鼓戰笳聲。十月十七日(農曆九

月廿日)。雙龍丹鳳霸王都。金鳳戲銀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