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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8年奧運會期間，中國政府推廣人文奧

運的同時，設立了以「中國故事」為名的展覽。

30個祥雲小屋介紹全國不同省、直轄市和特區的

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筆者參與工作的香港小屋，

不下數次聽到來自國內的參觀者對以傳統節慶為

主題的展覽作出這樣的評價：「香港人這麼迷

信！」然後在還沒有仔細觀察小屋內陳述宗教活

動背後的意義及不同社區脈絡的介紹就離去了。

對部份參觀者而言，宗教元素和活動還是可免則

免的，這不單在參觀者的反應中表現出來，同時

也反映在不同小屋對宗教的表述之中。

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

遺產公約》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定義是其包括口頭

傳說和表述；表演藝術；社會風俗、禮儀、節慶；

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和傳統的手工藝技能。

在這個基礎下，中國國務院於2006年發出《關於公

佈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通知》，將

518項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分為10類：民間文學、

民間音樂、民間舞蹈、傳統戲劇、曲藝、雜技與

競技、民間美術、傳統手工技藝、傳統醫藥和民

俗。1宗教雖然未被視為類別之一，然而其脈絡往

往存在於不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及其傳承過程

當中，而在通過地方組織的宗教活動作為平台而被

展現出來。「中國故事」嘗試通過以地方作為單

位的小屋，將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以及地方民俗

文化展示給各參觀者。然而在「中國故事」的展覽

中，30個由不同省及直轄市、特區所負責的祥雲小

屋對其所展示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理解都各有不

同。雖然宗教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中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然而宗教本身卻被套上了「封建迷信」的國家

論述。本文以「中國故事」的展覽，通過在殘疾人

奧運會期間觀察湖北、北京和香港小屋，說明宗教

在怎樣的脈絡下被展示和詮釋。

湖北：武當山文化遺產旅遊的道教

湖北小屋（圖四）的三面牆壁掛有武當山當

地相片、解說手工藝的展板及手工藝品，主題展板

的標題是「遊武當仙山，享一生平安」；另一面則

被闢作舞台，示範武當武術之用；舞台的背景為武

當山的紫霄殿，兩旁分別寫有「中華武術」、「武

當功夫」；對面的牆壁以武當山的其他宮殿為背

景，檯面擺設著武當山的道教神像、法器等；在舞

台與牆之間的空地有銅香爐作為展品，在支架上也

掛著寫有「茶」字的燈籠，小屋屋頂則舖設了古代

星宿圖的布蓬，整個展覽廳一直播放道教音樂。在

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有關道教的項目

中，與湖北武當山有關的包括有武當山宮觀道樂和

武當武術；2在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中有關道教的也包括有武當山廟會。3那麼宗教，

特別是道教是如何被展示出來？

甫入湖北小屋，便有一位年約廿多歲，身

穿「中國故事」制服的男講解員介紹其展覽：

「這次我們的主題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所以選取

的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手工藝，同時表演武當武

術。」然後介紹展館內四周的繡花、皮影、布

貼、西蘭卡普4、木板年畫等色彩繽紛、手工精美

的手工藝品。

經過介紹後，講解員再回到檯前通過展品

介紹有關當地的道教：「這是道教文化，這尊是

太上老君的神像。太上老君是春秋時代道家的創

始人老子，因為老子思想被道教教眾稱為教義，

因此尊崇為始祖，即太清道德天尊……然後另一

邊是武當山道教教眾尊崇的真武大帝。他是太上

老君的第八十二個化身，後來在武當山修道42年

後得道成仙，被武當山的道眾封為祖師。這個印

章是源自武當山的鎮山之寶，叫『都天大法之

寶』，上面的龜蛇狀稱為玄武，玄武是真武大帝

宗教在「中國故事」的表述

　　以湖北、北京和香港為個案

馬健行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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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護法。這三樣是道家的法器，這叫塵拂，它是

道士外出時的隨身之物，也可當成防身的武器使

用……在背後的是武當山主峰天柱峰的大殿正

殿。」然後這位講解員特別強調，「在黎明的時

候，整個（殿）煥然一新，也成為了武當山的其

中一景。」然而在介紹過程中，儘管講解員陳述

了有關武當山及有關道教的內容，但主要還是以

當地宮觀建築為主旨，對展出的道教法器、神像

均沒有說明其宗教意義。

轉過來面向舞台，講解員繼續談到：「背

後是武當山宮觀建築中最具規模的是紫霄殿，自

古以來已有洞天福地之說。」他特別註明：「這

個武當山的古建築羣在1994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列在世界文化遺產的名錄之中。這些道教的宮

觀建築都以風水來開發，這個紫霄殿所採取的就

是背山靠水的格局。」在呈半橢圓形舞台的地板

上，中心是一個太極圖，在太極圖的四周是五個

透明圓形膠板，下面放置了武當山當地物產的圖

片。講解員仔細地解說各圖片：「這個武當丹參

是武當山的道教醫藥，與武當武術一起被列為非

物質文化遺產；這個是武當的寶劍，道教視之為

兵器；至於這個八仙茶園是武當的道茶，而武當

的茶道也有區別，道家的道士們是按五行方位來

採……」他不忘再三示意在武當山旅遊的增值活

動︰「有機會也可以來到我們武當山八仙茶園親

身領略一下，這邊也有道家的齋菜，在這個紫霄

殿的廣場上，每年三月三日真武大帝誕及在每年

九月九日真武大帝得道成仙之日，都有非常盛大

的道教法事活動，那天台灣來的信眾會代辦齋

宴。」作為武當山重要神祇的壽誕　　真武大帝

誕雖被提及，但也僅置於當地風土物產和宴會的

附屬位置。對於武當山道教的眾多宗教節誕儀式

和活動內容及其背後的宗教意義，如不吃腥葷食

物以保持壇場潔淨等，都沒有被提起。5

講解員即時將介紹對象轉到以「武當仙境，

神秘空靈」為題的圖片展：「這張圖片是張三

豐，武當武術的創始人。這兩張都是道教文物的

圖片，藏在武當山博物館，這個是玄武。這個第

一山的石牌坊是大書法家米芾所書。上圖是武當

武術的傳人在打坐的情形。這個銅香爐就是道士

們在打坐時用來燃點香木，造到香煙繞繞的安靜

氣氛。」最後介紹小屋頂部的佈置︰「頂部是北

宮玄武，代表北方的水神，還有象徵東南西北四

方神獸，南方是朱雀、東方是青龍、西方是白

虎，這是中國人古代對天象星羅的分法。」

除了展覽和講解，湖北小屋還在每日定時舉

行武當武術表演。表演者的裝束與講解員大為不

同，他們都是男士，束髻，均穿著純白色道服，腰

纏白布腰帶，穿黑色羅漢鞋。從講解員口中得悉，

這批表演者並非道教徒，也非體現武術作為修道一

部份的意義，而是像旅遊景點的表演項目。筆者於

2008年9月7日參觀湖北小屋時，只有其中一位表演

者在表演，表演動作都是武術套路的舒展動作，因

此速度也不快，整個表演大約三分鐘左右，也沒有

講解員在旁解說。

從湖北小屋在《中國故事》中的說明，我

們更能理解宗教在整個湖北小屋的位置：「畢竟

對於其他文化內容，中外遊客最熟悉、最感興趣

的就是『中國功夫』，而武當拳也被列入《國家

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目錄》。」6是以在小屋內的

表演者與武當山的道教協會並無關係，他們也並

非道教徒，以及講解員對道教的理解也只集中於

展覽的器物上。道教音樂、武術、廟會這些非物

質文化遺產項目的陳述，包括其宗教意涵都不是

重點，反而只是通過說明武當山作為世界文化遺

產，其節誕活動日期，附以茶園和當地物產、手

工藝品，加上表演為遊客所熟悉的武當山武術，

反覆地強調武當山的環境和景點的特殊性。

北京：泥塑工藝下的拜兔兒爺

北京小屋（圖五）相信是最受參觀者注意

的小屋，這小屋試圖給予參觀者皇城的印象。整

間小屋的主調為金色和黃色，以及充斥不同種類

的、被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宮廷用品。筆者於

2008年9月11日參觀北京小屋，甫進小屋門口就見

到一漆雕屏風，地上還有一雙景泰藍石獅。按規

定的參觀路線，一位年約廿多歲的女性講解員介

紹了右邊檯上放置的景泰藍器物，包括以黃色為

主色，葫蘆形狀的景泰藍器皿；以及用透明封蓋

蓋著，呈杯形及以金絲和貴重金屬織成的花絲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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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還有牆上用框鑲起，金色底色，藍色龍身的

皇家所用地幔。雖然皇家氣氛甚濃，宗教的陳述

卻隱然存在於另一邊廂的泥塑工藝之中。

屋內約一半位置被佈置成仿皇帝文房的間

格，並禁止一般參觀者進入，參觀者只能隔著欄觀

看。這文房的背景為一幅約長3米，高1.8米的雕龍

屏風，旁邊鑲嵌二門二屜，兩側有骨包鑲仙鶴，

景泰藍花樽，中間一張是有雕龍圖案的木製寶座，

金色的椅墊上放了一枚木雕如意。中間的大書檯上

放有墨寶，包括名貴的端硯和給政要、嘉賓提字的

紀念冊，另外還放置了以黃色、紅色為主色的景

泰藍器皿。兩邊牆上掛著皇帝大婚時所穿的京繡龍

鳳袍，龍鳳袍以黃色、藍色為主色，前幅有五條金

龍，全身共九條，代表九五之尊。左邊牆還掛有一

幅以透明封蓋蓋著的木版水印作品。

除了上述文房內只可遠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外，在「皇座」正對面的另一端，還有三張檯面

展示著泥塑工藝，讓參觀者可以看到相對比較平

民化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傷殘奧運期間，這區

域更有傷健藝術家即場示範泥塑工藝，及介紹其

泥塑工藝的特色和參展經歷，作品題材包括奧運

吉祥物等。這邊由另一位年齡約五十多歲的女性

講解員負責，她介紹一些形狀像不倒翁、表面畫

有小孩面孔及穿上紅衣的圖案、從髮型看出有男

女小孩兩款模樣的土娃：「一看他的樣子就會發

笑」，除此之外，這位講解員談得更多的是關於

泥塑，特別是拜兔兒爺的活動。

兔兒爺的樣貌基本上是人面附上兔子的耳朵、

鼻和嘴的線條輪廓，白面，頭戴盔甲、身披戰袍，

手拿著藥壺，下面騎著不同的動物如虎、麒麟、鹿

等。中間那個放滿兔兒爺塑像的檯上分了數層，

檯面佈置成神檯一樣。檯分四層，最高層有一隻最

大的兔兒爺居中，旁邊有4隻較小的兔兒爺，下一

層有12隻，再下層有7隻更小的，全部的兔兒爺都

以黃色和紅色為主；檯面有兩排供品，後排左起為

柿、白菜、月餅、蘋果、石榴；中排兩邊為桃、中

間為三截的藕，最前排是盛滿五穀雜糧的香爐，但

沒有插上香枝，至於檯上其他蓮花形狀的燈和兩邊

的紅蠟燭也沒有點亮。

在奧運期間正值是中秋時節，講解員興致勃

勃地解說拜兔兒爺的活動和供品的象徵意義。兔

兒爺騎著其他動物的原因是：「因為那天兔兒爺

當神了，其他動物都在他的腳下。」然後她繼續說

明供品的象徵意義，及其與過去地方社會的農耕生

產的關係，還特別強調：「兔兒爺是神，在八月

十五老北京老家庭都有拜的。要供就要放成這個樣

子。」她接著解說檯上每種供品，先指著每節蓮藕

說：「節、節、夠」，然後白菜是「兔子愛吃白菜

嘛」；石榴「只有中秋節八月的時候才熟、才紅，

所以等八月十五也是個等豐收的節日，而且老百姓

到了八月十五豐收了，日子就更好過了」；柿「這

也是八月份才熟」；月餅則是指著餅上的紅圈說：

「這就是北京的『自來紅』，到鄉村的，至於『自

來白』就沒有擺出來，是白色的。兔兒爺就是用這

個（藥壺）倒藥，替老百姓治病。」香爐內的五穀

雜糧︰「小米、紅豆、黃豆……五雜糧嘛，這些都

是求豐收的，在上面插香奉兔爺。」當筆者還有一

點懷疑香枝能否在這種香爐插穩時，講解員已將手

指插進香爐內，並且肯定地說當然可以。

然而在神檯旁，有一塊牌寫有「兔兒爺的傳

說」：

　　很久以前，京城爆發了一場瘟疫，

大量人羣被感染，無醫可治，無藥可

救。忽聽說是兔女神嫦娥可拯救大眾。

眾人遂燒香求嫦娥的幫助。嫦娥憐憫大

家，請玉兔下凡為百姓診病去災。傳說

玉兔馭虎、麒麟、獅、鹿等等。用紅白

兩種藥為百姓除病，疫除之後返回了廣

寒宮，百姓係尊敬他尊稱他為「兔兒

爺」。中秋節以「自來紅」和「自來

白」為餅即源於此傳說。舊京的每個中

秋節，百姓有設壇拜月供「兔兒爺」的

風俗，家家供奉「兔兒爺」祈保平安健

康。

　　「兔兒爺」曾一度消失。為了恢復

北京傳統民俗大文化，80年代初由北京

民間工藝大師發起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

恢復了「兔兒爺」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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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兔兒爺的傳說道出兔兒爺信仰的由來。

然而跟據明代人紀坤《花王閣剩稿》的描述：

「京中秋節多以泥摶兔形，衣冠踞坐如人狀，兒

女祀而拜之。」7以及講解員對在家中拜祭的論

述都說明了過去拜兔兒爺的宗教活動本質，特別

是結合以月亮為拜祭對象的民間信仰活動。然而

這種宗教活動，卻因被視為封建迷信而沒落，只

能以「曾一度消失」來形容這個大環境的轉變，

但同時這種宗教活動的記憶和習俗仍存在於老北

京的市民心中。然而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推動及

兔兒爺在泥塑工藝的包裝下，拜兔兒爺得以「繼

承傳統」的說法被重新展現出來。至於拜兔兒爺

此宗教活動並沒有在北京小屋內被重新推廣，其

宗教的表述則只能通過恢復這個民俗大文化來表

達。

香港：節慶下的地方宗教活動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在2 0 0 6年發表的

《施政報告》中說明，基於粵港兩地文化同源，

廣東省首批78項非物質文化遺產，也可以在香港

找到相類似的項目。8雖然香港並未如中國其他省

市，已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中，但香港仍以

「普天同慶：傳統節慶與香港社會」為主題參與

「中國故事」。

香港小屋（圖六）的三面展覽板分為六個主

題，通過不同的切入點解讀傳統節日與非物質文

化遺產︰農曆新年作為年度節日，是在香港市區

和鄉村宗族地方的慶祝活動的週期的開始；太平

清醮則通過以長洲的太平清醮為個案解釋打醮是

週期性的社區更新活動；天后誕以十八鄉及糧船

灣的賀誕活動說明其維繫社羣的作用；端午節則

是通過在大澳的龍舟活動展現節日與生態環境和

經濟的關係；中秋節則以香港大坑舞火龍說明中

秋節大小傳統的區別；最後以出現在不同節日的

粵劇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統傳承個案。小屋

還有另外一面展覽板則是香港維多利亞港兩岸的

景色，展板上設有兩面液晶電視屏，播放著中英

文版的短片，介紹不同節慶的活動情況和特點。

小屋還有四個玻璃展櫃展出四組與節慶有關的展

品。

在香港小屋，宗教活動在節慶下相對直接地

被表述出來，如與農曆新年有關的活動，則以新界

鄉村宗族地區的點燈活動為介紹重點。農曆新年不

單是慶祝活動，同時「點燈」的宗教意義也不能與

地方社會分割。點燈儀式除了如展板所言是地方宗

族確認新的成員外，在祠堂或地方廟宇進行點燈活

動，也展示其宗教意義。因為祠堂和廟宇往往是社

區內祭祀的中心，向代表新生男孩，並以附有吉祥

物的花燈進行祭祀儀式，代表著其得到祖先和地方

神明的庇佑。

小屋裏的每個主題展覽都以圖片為主。在小

屋內，太平清醮是其中一個最受參觀者駐足觀看

的一部份。因為《麥兜故事》的漫畫、電影及其

所描述的搶包山，讓國內的參觀者知道有太平清

醮這一活動。太平清醮，對長洲當地居民的意義

就是通過定期作一系列道教的祭祀活動儀式以達

到社區的更新，因此展覽板介紹太平清醮的內容

包括齋戒、迎神、會景巡遊、祭幽和搶包山等項

目。小屋的展覽櫃設有以長洲太平清醮為題材的

模型展品，包括北帝廟、包山、飄色、舞麒麟和

神功戲，還有印有「平安」二字的仿真幽包附在

展板上。展品反映社區活動的宗教意義：長洲的

太平清醮以長洲的北帝廟為中心；通過包括舞麒

麟等飄色巡遊活動，當地居民相信在巡遊地域範

圍內的幽魂已被安撫，當地社區將得到保護；而

幽包在太平清醮時有獻給孤魂之用，然而，居民

相信幽包經過整個太平清醮活動，會被轉化為帶

來吉祥的象徵，因此居民會在太平清醮完結翌日

在值理會安排下分取幽包，居民或會食用，或設

於家中神檯供奉。這些都代表著當地居民參與太

平清醮背後的宗教意義。9由於地方宗教活動在國

內地方上受禁制，因而這種大規模的地方宗教活

動並不被國內參觀者所接受，一些人更將太平清

醮評價為「迷信」的活動。

然而在香港小屋內，有關宗教活動的介紹亦

不限於太平清醮，還有以凝聚社區為題的天后誕和

結合生態經濟的端午節。天后信仰和祭祀活動明顯

是維繫社羣的紐帶。在展覽中，天后誕的搶花炮和

巡遊活動，背後的宗教意義也被清楚詮釋。展板解

說了天后誕期間，各花炮會以巡遊的方式將花炮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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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天后廟進行拜祭，並通過抽籤的形式把花炮分配

給信眾，他們相信這樣便可以得到天后的保祐。在

香港一些地區如西貢糧船灣的信眾，通過將天后神

像請到船上，祭祀海中孤魂以達到潔淨社區。10

這些宗教活動成為凝聚社區的紐帶，反映地方

社會的日常生活與生態經濟的關係。小屋內的展品

包括有關太平清醮的模型、端午節龍舟的龍頭，都

幫助解說物件本身的歷史及宗教意義，還有它們在

節慶中扮演的角色。例如在端午節，大澳居民在龍

舟下水前要先為龍頭進行「開光」儀式，然後接載

當地多所廟宇的神像進行遊涌的儀式，加上當地居

民同時進行「化衣」的祭幽活動，從而保佑當地人

的捕魚生計和社區安寧。11

展覽同時以中秋節大小傳統作切入點，展示

在中秋節期間，在香港不同地方也有不同的慶祝

活動。約有1.2米高，寫有「大坑火龍」四字的頭

牌扎作，是會場中其中一件最受歡迎的展品，不少

參觀者在拍照留念同時，也詢問「大坑火龍」的由

來。來自本港的六位講解員，透過講解大坑火龍的

傳說和活動說明這對當地居民和社區的意義，及其

背後的宗教意義。大坑舞火龍起源於19世紀末年，

大坑地區發生瘟疫，在神明的指示下，居民在區內

舞動火龍、燃放爆竹驅瘟，結果消除了瘟疫。此後

居民繼續每年舉辦舞火龍活動，以祈求區內平安。

在農曆八月十四首日巡遊前，居民首先移送火龍到

區內的廟宇蓮花宮參神，再由社區內的領袖、主要

活動贊助人替火龍進行開光及簪花掛紅等儀式，

之後通過歷時三日，每晚數小時的巡遊，在頭牌引

領下遊遍社區內每條街道。在每天舞火龍活動完結

後，往往有市民希望拿到插在火龍身上的香枝回家

放在香爐供奉，農曆八月十六日儀式完結後，居民

將火龍送到銅鑼灣避風塘，在參與舞龍的健兒與嘉

賓取得以榕樹氣根製成的龍鬚以祈求得到保佑後，

便直接把火龍投進海中。舞火龍的總指揮在「龍歸

滄海」的儀式後便示意參與者不要回頭再望火龍，

繼而離開現場。經過三日舞火龍活動，社區中的污

穢亦象徵式地隨著火龍和頭牌被送到水中和離開社

區，在這儀式中，火龍和頭牌明顯具有宗教符號的

轉化意義。

最後回到以傳承角度來觀察粵劇。粵劇是

廣東地區重要的表演藝術，在地方社會上，通過

神功戲、八和會館和香港政府的推動發展，粵劇

得以在香港繼續承傳。香港政府在2003年起，將

每年11月最後一個星期日定為粵劇日，向社會大

眾推廣粵劇。地方社會中的粵劇往往與地方神誕

和節慶活動關係密切，包括不同神祇的節誕和太

平清醮，因此也被稱為神功戲。節誕活動期間，

主辦單位將當地有關的神像移送到戲棚前欣賞粵

劇，地方上的參與者也聚首一堂欣賞粵劇，以祈

求人神共樂，反映地方社會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

與宗教活動交織起來的脈絡，並在其中得以傳承

下去。

宗教的邊緣性：「中國故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展覽

從湖北、北京和香港個案，可以看出宗教表

述在各小屋的差異。「中國故事」的設置，旨在

展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約100平方米的小

屋內，該省市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成為了各小屋

的主題，而民間藝人所作的表演、示範或與觀眾

互動演出，是籌辦者着意吸引參觀者的地方。宗

教的活動和意義、及其與其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

依存關係，在很多展覽中備受忽略。例如湖北小

屋的工作人員一再表示：

　　湖北小屋之所以「主打」武當，是

因為大家覺得要介紹整個湖北，需要上

千平方米的展廳才夠。要在有限的範圍

裏讓世界各地的朋友都知道湖北、瞭解

中國，「武當」是最好的「點」。相對

於其他文化內容，外國朋友最熟悉也最

有興趣的依然是「功夫」。12

雖然每個小屋的空間有限，但從湖北小屋所見

的是去宗教化的展覽。當以「功夫」為主導，有關

道教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論述也只能散落在不同的

展覽部份，也沒有解釋武當武術、音樂、節誕廟會

背後的宗教系統，參觀者看畢展覽後，並不容易理

解不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怎樣在武當山當地的

社會脈絡出現，及道教在湖北武當山不同的非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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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項目中扮演了甚麼角色。反過來是小屋以武當

山宮觀建築羣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原因，與道教

相關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成為遊覽的增值活動。

雖然「中國故事」一再強調多方面展示中國

文化，然而不單是湖北小屋，在其他省市的小屋

中，宗教始終處於邊緣的位置。在北京小屋內，大

部份都是與皇城有關的陳設，還不讓普通的遊客

進入；在另一端的兔兒爺亦只屬於北京泥塑工藝的

其中一部份。也由於北京小屋人流控制的方式，不

少參觀者不曾聽到關於兔兒爺的陳述便已離去。然

而兔兒爺的祭祀由來已久，神話傳說、宗教活動和

泥塑的題材密不可分，兔兒爺從過去的祭祀活動，

日漸轉變成為兒童玩物的手工藝品，又被官方視為

「迷信」的習俗而隨之沒落，至少並不能再公開宣

示。雖然兔兒爺被擺設得像家裏的神壇一樣，但香

爐並沒有燒香，連沒有點燃的香枝也沒有插上，也

沒有點亮在旁的蠟燭和蓮花燈。

香港小屋的展覽則與湖北和北京小屋迥異。

對參觀者而言，香港是經濟城市，他們所想像的

香港展覽應與這種特質相連。香港小屋固然為當

地參觀者帶來了不同的節慶體驗，但由於過去數

十年，國內公開的宗教活動被貶抑，香港的大規

模宗教活動及其背後的宗教理念也不為部份國內

參觀者所接受，他們的回應是「迷信」或是「沒

甚麼好看」。然而節誕主題，包括節日週期、社

區更新、凝聚社羣、生態經濟和傳統傳承，不同

節日的個案均嘗試表述在香港不同的地方社會和

不同時間中，其宗教活動的脈絡。

總括而言，宗教的表述在「中國故事」內都

處於邊緣位置。無論是策展單位、講解員及參觀

者均對宗教有不同的理解，這些理解也構成了其

中的差異。然而宗教也不只是「迷信」，它可以

為社區帶來凝聚力和自我認同。節慶、社區和宗

教活動相結合，不單更能理解各項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脈絡，同時也成為了不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聚合的平台。例如粵劇在香港是比較突出的一項

非物質文化遺產，神功戲從地方神誕、盂蘭、太

平清醮等節慶反映了宗教活動在地方的延續性，

而且在宗教活動中，不同類別的非物質文化遺

產，如音樂類的潮曲、手工藝類的飄色和扎作、

表演藝術的舞麒麟和舞獅等，都能參與並在該宗

教活動中擔當重要的角色。回到對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理解，當宗教不單是一種知識系統，也是一

個被不同人忽略的活動平台，我們又如何從中理

解非物質文化遺產背後的人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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