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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欄樹上村是西貢的客家單姓（邱氏）村

落，2011年11月10日，該村在祠堂井溪雲龍堂貼出

通告，大意是經蔡真步堂蔡伯勵擇日，決定於2011

年12月12日至16日舉行30年一次的安龍清醮。通

告亦附上蔡伯勵審訂的〈吉課〉。根據這份〈吉

課〉，12月12日將進行取水淨壇、揚幡、迎神登

壇、啟壇建醮、發文書；12月14日則啟人緣榜，

而超幽散醮也在這日開始，連日至12月15日；12

月16日送神回位。

　　12月12日，我們到村裡考察整個儀式。村內

外的告示牌上，均貼上了建醮籌備委員會在〈吉

課〉的基礎上，所臚列的醮會相關儀式日程，如

下：

表一：2011年井欄樹安龍清醮日程

12月12日 取水、揚幡、接神、開壇、發文書

12月13日 早課、啟壇、早朝、午朝、安龍、晚

朝、晚懺、分燈、禁壇

12月14日 早課、啟壇、早朝、午朝、安龍、晚

朝、晚懺、小幽、迎聖

12月15日 早課、早朝、午朝、頒赦、放生、晚

朝、晚懺、大幽

12月16日 酬神、開齋

　　從這個日程表看來，除了在12月13日進行的

「安龍」儀式外，其他的基本上與新界鄉村歷來

進行的太平清醮無異。1 負責這次安龍清醮法事

的陳鈞師傅，也是本地喃嘸，而所有儀式均以廣

府話進行。據村代表邱國璋說，30年前是雇請客

家法師的，可是他們現時已不在人世，亦無繼承

人。為此，村民曾遠赴惠東，訪尋當地鶴佬客家

法師。可是申請內地人來港工作並不容易，除非

是以文化交流作理由，但那是法律的灰色地帶，

不一定可以成功申請，這會對籌備安龍清醮的工

作產生不穩定因素。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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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請本地喃嘸。對邱國璋來說，陳鈞是很好的選

擇，因為他曾看過並滿意陳均在塔門所負責的安

龍儀式。2 

　　本文嘗試在這次考察的基礎上，對30年前的

井欄樹安龍清醮作簡介及探討。1981年考察鄉村

儀式的學者仍然很少，留下來的記錄更少。所以

本文主要以當年科大衛及其幾位助手（包括李麗

梅、鄭萃群和呂淑懿）在井欄樹考察的田野筆記

和訪問稿，加上我們這次考察和訪問所得，敘述

和分析30年前的井欄樹安龍清醮儀式。

一、傳統生活

　　井欄樹位於飛鵝山南面的山坡，由於有河水

從飛鵝山流下來之故，使得這個地區成為可以耕

作的地方，並由此慢慢形成村落。據1819年編輯

的《新安縣志》，可知當時已經出現了井欄樹

村，並註明它是屬於新安知縣下官富巡檢司所管

治的其中一個客籍村莊。3 

　　戰前的井欄樹，仍然是一個以務農維生的地

區。邱大軒於1898年在井欄樹出生，12歲左右，

開始跟隨村中的叔伯讀書，每年學費兩、三元，

學習《三字經》等古文。讀了六年左右，他離開

井欄樹，跑到外面做製玻璃學徒，但不成功。

二十多歲時，經親戚介紹，在山打根做了數年採

樹膠工人，在這期間，跟隨一位順德人學習中

醫。大概在1930年代，邱大軒離開山打根，返回

井欄樹長居，耕田養豬，並偶爾給人診病。據邱

大軒所言，稻米是井欄樹主要的農作物，每年年

尾禾田收割的時候，學校會放十多天的假期，讓

小朋友可以幫助家人守着曬場的穀粒，免被雞隻

偷吃。除了稻米，村民還種植狗尾粟、鴨腳粟、

蕃薯、甘蔗和花生等等，4 村民把部份農作物在周

邊市場出售。井欄樹位於九龍城和西貢墟兩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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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中間，但村民多選擇前往商店較多的九龍城。

他們將農作物出售或換取其它食物和日用品，譬

如村民不會自己搾花生油，他們把花生交到九龍

城的添益雜貨店，換取食油；也有村民擔柴草到

九龍城售賣。西貢墟主要是魚（鹹魚）市場，村

民很少光顧。除非遇到颱風，否則，在平常日子

裡，村民都是向來村的「蛋家佬」買魚的。5 

　　部份早期定居井欄樹的村民亦有從事捕魚活

動。當時70多歲的邱琳芳接受訪問時指出，他的

曾祖父帶着四個兒子離開井欄樹上村，先在白鶴

墩（今大圍大涌橋）居住，後來因為颱風遷居到

雜姓的擔桿鋪村（今大圍站附近）。他的祖父在

該處建屋居住，以耕種和捕魚為業，曾與其兄弟

共同擁有兩艘漁船，大多往塔門作業，漁獲分

銷至荃灣和九龍。直至邱琳芳的父親到澳洲「行

船」後，邱家才正式脫離捕魚行業。1906年，香

港政府興建九廣鐵路，將擔桿鋪村向後遷移，新

村以地形取名為沙田銅鑼灣村。邱琳芳便是在這

時出生，並在銅鑼灣村長大。邱琳芳在訪問中表

示，他一家人在銅鑼灣村以耕種為生。他更提到

在10歲時已經擔着蕃薯，跟着父母，徒步到九龍

深水埗上海街等地區售賣，所得款項用來購買一

些糧油雜貨。邱琳芳二十多歲時亦開始行船，

1935年移居英國開餐館，1950年回到銅鑼灣村定

居。6 

　　除了生活形式之外，有關井欄樹的傳統生活

不能不提及儀式與法術。在人生禮儀方面，父母

為了讓小孩受到保護，會把他們上契給神明。這

種與神明建立的契約，會在孩子長大後，一般在

結婚之前，以儀式解除，稱為「脫契」。「脫

契」之後，無論男女，須以「上頭」儀式來建立

自己的法力，自我保護。在井欄樹，男子「上

頭」，一般由叔伯為他梳頭並說些吉祥話語，這

些儀式都在祠堂進行。7 若說「脫契」、「上頭」

這些儀式是和神明打交道，那對死亡的處理便是

考驗如何與魂魄相處。邱謝氏，1895年生，19歲

時自西貢大腦村嫁入井欄樹，22歲時生下長子。

長子長大後，娶了來自西貢孟公屋的成氏。但成

氏早逝，沒有留下兒女。於是邱謝氏的長子便在

房門的角落位置安置亡妻神位，每日上香；他後

來所娶的填房，也須拜祭這個神位，更要不時往

大腦村探望成氏的外家。8 節日方面，每年農曆七

月初七和八月十五，井欄樹特別流行「降仙」的

玩意，村民稱為「伏沙牛」。據邱大軒在1981年

的記憶，參與農曆七月初七「伏沙牛」者，會在

睡眠狀態中唱歌，除非被水潑醒，否則不會自己

醒來。9 

二、社區組織

　　對於清政府，甚至是1898年英國租借新界後

的香港政府來說，井欄樹是「一個」鄉村。可是

村民們並不如是觀。他們指出，井欄樹實際上是

包含着兩個不同太公的客家邱姓 10 村落，分為

井欄樹上村及井欄樹下村，兩村大體以1932年建

成的清水灣道為界限，清水灣道以北是井欄樹上

村，以南是井欄樹下村。11 上、下兩村各自建有

自己的宗族祠堂，並且各自為政，據一位村民告

知，在七、八十年前，遇有乾旱，上村將河水截

留，引起下村的不滿，最後甚至發生打鬥。12 目

前，兩村維持着一種相當鬆散的聯繫。

　　1979年建成的井欄樹鄉公所，以河南堂作為

運作組織，管理鄉公所旁的停車場的收入。不過

這份收入，由上村祠堂雲龍堂和下村祠堂蔭福堂

各佔一半，財政上互不相干。 13 在鄉公所成立

之前，上、下兩村已經存在共同建築物，它就是

位於下村的水口伯公。這水口伯公至今對兩村的

村民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神明。現在若上村邱姓村

民添了男丁，會請人紮作花燈存放在家中，待正

月十五那一天早上，鑼鼓響起時，攜着花燈到遊

樂場，連同其他帶了花燈前來的村民，在麒麟和

鑼鼓聲伴隨下，一起去水口伯公處掛燈。當日黃

昏，他們各自將花燈轉移到祠堂。據前村長邱志

雲稱，這些新生男丁的名字已寫在花燈上，尤似

登記在宗族的「戶口冊」內。花燈在祠堂一直懸

掛到農曆正月二十，才被帶到水口伯公處化掉，

開燈儀式才告結束。 14 水口伯公雖然重要，但

它卻沒有將井欄樹上、下兩村演化成一個社區組

織。據訪問資料，上、下兩村村民一直以來都是

各自拜伯公，沒有一起「做社」的習慣。15 據下

村村民表示，他們開燈是在自己的伯公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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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井欄樹下村白石窩　　掛燈，不會與上村的人

共同進行儀式。16 

　　本文所述的安龍清醮，是井欄樹上村邱氏宗

族所舉行的儀式，與下村無關。上村邱氏於清中

葉建立宗族。道光元年（1821），邱學瑛率孫邱

華嵐開始編修族譜《丘氏宗祖世代續符》。根據

族譜記載，邱氏祖籍河南省光州，井欄樹上村

的開基始祖是邱雲麟（按：村民一般稱作「邱雲

龍」），邱雲麟生六子，分為六大房，包括了長

房士榮、次房士旺、三房士茂、四房士隆、五房

士達及六房士美。編修者邱學瑛屬於長房。士榮

公生文選、朝選、帝選三子，而邱學瑛是朝選公

的長子。道光九年（1829），六大房子孫「議立

祖祠」，於是他們「照丁科派銀兩，繼則隨家戶

厚薄」捐輸。17 祠堂本在村內遊樂場北部位置，

大概在1870年左右，因風水問題，遷至目前位

置。18 祠堂是單間建築，神龕上供奉着「邱氏堂

上始高曾祖考妣神位」。考前述，沙田銅鑼灣邱

氏太公遷離井欄樹，大概就是這個時候。

　　邱氏宗祠並沒有多少祖嘗，據村民解釋，大

太公邱雲龍本來有很多田地，但已經全分了給六

房的子孫。因此之故，大太公僅有的祖嘗，就是

在河南堂那半份停車場收入。這份收入，用來支

付重陽拜山的費用，所拜祭的山墳都在西貢，分

別有三處地點，包括位於馬遊塘的雲龍公墳，位

於溱喬的雲龍公父親世望公墓，以及位於莫遮輋

的世望公夫人墳。19 上村本來有六大房，現存三

房，各有祖嘗，他們分別是長房士榮祖、四房士

隆祖和五房士達祖，村民稱他們為「小太公」。20 

重陽節當天，每房各自拜祭小太公墓，一個星期

後三大房才一起拜祭大太公墓。21 

　　雲龍堂在邱氏村民的生活中，佔有非常重要

的地位。除了開燈外，男子的「上頭」儀式，一

般也是在祠堂進行；至於嫁進村裡的女子，也要

在祠堂拜過祖先，才算是村中的一份子。現年89

歲的林灶喜，是元朗白沙仔下村人，18歲（時為

1840年）嫁進井欄樹時要拜祠堂，及至她娶媳婦

時，此例亦不能免。當時，林灶喜與丈夫共同捧

着豬頭，領着媳婦到祠堂。據她說，女人嫁入本

村，拜過祠堂才算是這裡正式的「新抱」。22 

　　至於30年一屆的安龍清醮，也是以雲龍堂名

義舉辦。由於缺乏祖嘗，需要向村民募捐。1981

年的安龍清醮，單是聘請法師及儀式所需便需款

四萬元，加上其他開支，總預算達十萬元之多，

當時雲龍堂發出告示，要求本堂各戶每名人口支

付100元，不敷之數，則另行募捐。23 2011年，所

有與邱氏宗族相關的通告，均是以雲龍堂名義發

出，告示中顯示該堂各戶每名人口須支付有關安

龍清醮的金額，已經加至1,000元。

三、1981年的安龍清醮

　　30年前的安龍清醮，主要的儀式在1981年11月

12日至15日（三日四夜）舉行，負責這場法事的

是繆庚來（約生於1909年）。繆庚來在村內遊樂

場24 旁的小溪北岸的空地25 上蓋建了三個神壇，

第一個神壇供奉着道德天尊（太上老君）和釋迦

牟尼，與此壇相對的那個則供奉着天地水陽四

府高真大帝，在這二壇旁的神壇則供奉着伯公土

地，以及邱氏堂上始高曾祖考妣神位（圖一）。

　　繆庚來請來兩位儀式專家（張森和阿曾）和

兩位樂師（阿蝦公和陳阿忠）協助進行這次的安

龍清醮。26 整個儀式以客家話進行，所以一般村

民會稱呼他們為「客家道士」或「客家喃嘸」。

但在繆庚來的訪問中，他稱張森是「客家喃嘸」

（或「和尚佬」），專門替人家做白事；但自己

則是「客家道士」，因為他懂得如何做稱作「台

科」的施孤儀式。「台」即「枱」，指桌上的儀

式，這是一個「醮」所必須舉行的儀式。27 繆庚

來的說法使人感覺他擁有某種正統的道教傳統。

不過，這種訊息未必為村民所認知。觀看過三次

井欄樹安龍清醮的邱琳芳，認為繆庚來與他帶來

幫手的人都是同一類人。他們都不是喃嘸，而是

「覡公」，是類似問米婆一類的人，不過是男性

而已。28 又說，繆庚來他們不穿道袍，奇奇怪怪

的，有些扮女人，有些扮什麽的。29 從邱琳芳的

評論中，道士應是那些穿着道士袍，而不會透過

裝扮女人做儀式的人。

　　繆庚來向村民呈交了〈安龍道場法會事〉，

亦即儀式的日程表，現列於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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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1981年井欄樹安龍清醮儀式日程

頭晚（11月12日） 請神、發功曹、迎神、奏狀、

發請龍牌、安更

二日（11月13日） 開更、安幡、安大士、監齋、

眾神、迎龍取水、掛榜、發招

兵牌、挪幡

二晚（11月13日） 拜上元懺、拜神、拜七星、拜

太上老君、安更

三日（11月14日） 開更、挪幡、招兵、安總灶、

拜神、挪幡

三晚（11月14日） 拜中元懺、拜玉皇大帝、唱街

歌、安更

四日（11月15日） 開更、挪幡、上眾信表、挪垃

圾、坐水台、放水燈、放生、

施沉淪衣食、挪幡、送監齋

四晚（11月15日） 謝幡、拜下元懺、行香、坐大

台施衣施食、散龍、作龍、功

德完隆

註：括號上的日期是筆者添加的。

　　從儀式內容看來，1981年井欄樹所進行的安

龍清醮，是一種從上元懺、中元懺至下元懺的

禮拜過程，從而達至超幽的目的。從儀式目的

來看，這客家村落的安龍清醮與新界本地村落的

「太平清醮」可謂異曲同工。如果我們比較儀式

背後的法術源流，繆庚來所做的，卻又與本地的

正一派龍虎山道士所做的大相徑庭。這可參考李

麗梅留下的關於頭晚、二日及四日的考察筆記。

筆者現簡單綜述如下：

　  1.「奏狀」（頭晚，10:05 pm-11:03 pm）：

　　繆庚來吹牛角，舞動紙扇和靈刀，與另一道

士亞曾一起唸唱，然後將奏文化去。

　  2.「掛榜」（二日，1:15 pm-3:35 pm）：

　　繆庚來在壇前的供桌上朗讀寫在榜上的村民

姓名，並以朱砂批閱，再交由村民貼在牆壁上。

　  3.「發招兵牌」（二日，3:45pm-3:55pm）：

　　李麗梅的筆記寫的是「請師父來」，猜想就

是道士獲取法力的儀式。這個儀式也是由繆庚來

和亞曾主持，但亞曾以女性裝扮，並手持紙扇和

手帕，與繆一起跳、唱。儀式完結前化元寶。

　  4.「挪幡」（二日，4:30pm-5:14pm）：

　　由繆庚來一人，領着村民進行，自神壇出

發，到不同位置禮拜，先去伯公壇、大士王像、

東幡、南幡、西幡、齋廚、最後回神壇。

　  5. 「挪幡」（二日，8:52am-9:35am）：（同

上）

　  6.「挪垃圾」（四日，2:00pm-3:05pm）：

　　儀式是以兩名村民扛着紙船，由一名手持青

竹扮演艄公的村民（亞曾替他在臉上繪上鬍子）

帶領，以麒麟伴着遊村。當紙船經過家戶門前，

該家的成員將三枝香、冥錢和少許垃圾，放到船

中，並給道士利是，最後以燃燒爆竹結束，紙船

則再到另一家，如是者，這艘紙船最後遊遍整條

村落，並在稍後的時間被燒掉。

　  7.「放水燈」、「放生」、「施沉淪衣食」

（四日，3:10pm-5:14pm）

　　繆庚來以佛教衣冠進行，他身穿道袍，但披

上紅色袈裟，頭戴上書有喃嘸啊彌陀佛的冠，而

冠帶則繪有五佛。在儀式中，他持着手爐，同時

誦唸科儀。大約在30分鐘後，他在亞曾的協助

下，領着村民前往河旁空地，在那兒設一供桌，

上置香爐、生果、齋菜等等。到場的村民攜帶了

不同的普施用品，包括數量極多的金銀衣紙，亦

有早前「挪垃圾」時的紙船，以及七盞紙燈（三

盞紅色，四盞白色）。3時52分，繆庚來朗誦《金

輪法卷》，超度各種因水溺和其他意外枉死的靈

魂。4時10分，開始分衣施食。4時50分，亞曾取

出兩雙紙鞋、一些元寶和一份剛剛誦讀完畢的文

告，放入一個信封內，據信封上書的收執文字看

來，應是給予「下界水溺沉魂滯魂」的。4時49

分，放生小鳥，隨即燃點水燈，放入河中。5時06

分，化紙船，儀式以燃燒爆竹作為終結。

　　縱觀以上的儀式內容，客家的安龍清醮與本

地的太平清醮比較，雖然儀式不盡相同，但基本

道理頗為相近。他們最大的分別是法力的來源。

本地喃嘸的法力，來自正一派的龍虎山張天師，

以五雷令的頒受作為號令天兵的憑藉；而以上客

家道士的法力來源，卻與此大有不同。從繆庚來

的訪問中，使我們知道他提供三種禮儀服務：

「安龍」、「作傷」（治療瘋癲或藥石無靈的

人）和「奉朝」（婚禮前夕進行）。在這三種禮

儀裡面，都包含有一位道士和一位男扮女裝的助

手一起「跳」（按：這是繆庚來的用詞）的環

節。科大衛和李麗梅發現在繆庚來的「奉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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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中，有以下神仙名稱：王姆、閭山、陳林李

奶，由於後兩者在台灣紅頭道教派別中的閭山三

奶派也有出現，因此懷疑繆庚來在井欄樹進行的

安龍儀式，是依仗閭山派的法術源流。30  2011年

筆者考察井欄樹安龍的過程中，一位村民也提到

繆庚來是「三奶教」的，因為繆庚來所造的瓦缸

的三腳像三個奶子。31 如果猜測正確，那麼儀式

第二日的「發招兵牌」，法師男扮女裝，可能就

是重演陳靜姑的學道故事，從而取得法力。 

　　在這裡，我們有必要回到一個基本的問題

上　　什麽是「安龍」？上述的儀式顯示，客家

道士所進行的是祭幽。科大衛和李麗梅曾經詢

問繆庚來「安龍」的意思，但對方含糊地提及了

「五龍取水」，沒有正面回答。32 似乎對於繆庚

來來說，龍是方位的神，所以一共有五個龍神，

代表五個方位。這解釋了為什麽他在邱氏宗祠裡

貼上了祈求五方龍神庇佑村民的紙符（圖二）。

　　村民進行的「安龍」儀式（即將盛載有五種

豆類的龍缸埋在泥土中），並沒有包括在以上的

〈安龍道場法會事〉日程內。對鄉民來說，「安

龍」是對風水龍脈的重新安置。根據訪問，邱氏

祖先請堪輿先生在現時祠堂的後山找了一個風水

穴，當時祖先將內藏豆榖的瓦缸埋在這洞穴內，

而這個地點便是龍首。33 邱氏子孫每隔30年就要

重新安頓這風水洞穴。1981年的安龍，大致分為

「挪龍」和「安龍缸」兩個步驟，分兩天進行。

「挪」是客家話，意思是「探訪」，所以「挪

龍」是探訪盤踞於山上的龍。這個儀式是在第二

日（11月13日）進行。這時村民準備一條長紅布，

代表龍身，鼓勵子孫一起持着，從祠堂旁的小徑

上山，在山腰可以俯瞰所有村屋的位置，環繞整

個上村走一圈，經過和俯瞰所有村屋，就是「挪

龍」。34 至於「安龍缸」，據筆者訪問所得，就

是村民帶着盛了豆榖的瓦缸，將之安放在祠堂背

山龍首那個洞穴內。據李麗梅的觀察，1981年的

「安龍缸」是在第五日（11月16日）早上進行，

沒有道士參與，只由村民帶着盛着五種豆的龍缸

（按：據現年68歲村民邱天寶稱，他兩次所見都

是五個深啡色，盛南乳的「南乳塔」，外形好像

龍缸35），徒步上山，到達祠堂右上方的位置。村

民燃點香燭，在化寶後，即在地上挖一洞，放下

龍缸，再埋上泥土，「安龍缸」儀式便告完成。

整個儀式從9時25分到9時35分，前後只需10分

鐘。36 由此觀之，村民進行的安龍儀式，大概是

重演祖先的行為，使得村落的氣運得到延續。由

於龍脈影響整條村落的氣運，村民將這個儀式看

得非常重要。據一名村民說，他8歲那年，即1921

年那一次的安龍儀式，儀式進行期間如有外人入

村，村民必須查問明白。37 

　　由此可見，1981年井欄樹上村的安龍清醮，

是兩個認知世界的結合，其中法師重視「清

醮」，而村民卻看重「安龍」。法師的「清

醮」，屬於道教某教派的超幽儀式。這套儀式具

有固定的步法和歌訣。由於是固定的，所以可以

在任何一條客家村落重複使用。但井欄樹村村民

的安龍，則是一種自「太公」傳下來的30年一次

的風水儀式，儀式的內容是將置有五種豆的龍

缸，置放在村落背後的山上。這個內容本身便含

有可以安定龍脈的法術，至於法師參與與否並非

重點。

註釋

1 有關本地太平清醮的儀式內容，可參閱蔡志祥、

韋錦新、呂永昇合編，《儀式與科儀：香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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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3 舒懋官、王崇熙，《新安縣志》（1819年，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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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製糖，先將甘蔗壓成糖水（村民稱為「攪

糖」），再煮成片糖。整個過程都在井欄樹完

成，通常在11月「攪糖」，製成的片糖可存放

一年。參考李麗梅，〈井欄樹邱大軒訪問〉，

1981年7月23日。

5 李麗梅，〈井欄樹邱大軒訪問〉，1981年7月

23日。另據邱志雲在2011年（時80歲）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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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9 鄭萃群，〈井欄樹邱大軒訪問〉，1981年8月。

10 部份村民的姓氏是「丘」而非「邱」。2011年

筆者考察井欄樹安龍清醮，由村民告知，寫法

不同的原因是來自早期香港政府在登記個人資

料時的筆誤，兩個姓氏實則上是相同的。本文

為了行文方便，除了個別人士的姓名，將一律

以「邱」姓泛稱本區的居民。

11 這個背景，使得目前香港政府的地方行政諮詢

架構裡面，井欄樹雖然是一條村莊，但上、下

村各有一名原居民代表的名額。黎燕芬，〈井

欄樹邱志雲訪問〉，2011年12月15日。

12 黎燕芬，〈井欄樹訪問〉，2011年2月7日。

13 黎燕芬，〈井欄樹邱長訪問〉，2011年12月14

日；〈井欄樹邱天寶訪問〉2011年12月15日；

〈井欄樹邱志雲訪問〉，2012年2月1日，2月6

日。大概是由於兩村村民都宣稱祖先源自河南

省，所以作為兩村的共同組織，便取名「河南

堂」。自1990年，邱志雲成為井欄樹上村的村

代表之後，他相繼成立村務委員會，向政府爭

取用地以興建丁屋，按年齡長幼排序來分配，

不以輩份論。此外，在90年代，他又成立雲龍

堂的物業管理委員會與及河南堂的管理委員

會。

14 黎燕芬，〈井欄樹邱觀森訪問〉，2011年12月

13日；〈井欄樹邱志雲訪問〉，2011年12月13

日，2012年1月31日及2月1日，2月6日;〈井欄

樹邱長訪問〉，2011年12月15日。

15 鄭萃群，〈井欄樹邱振勲訪問〉，1981年11月

12至16日。

1 6 黎燕芬，〈井欄樹下村邱啟鳳、邱觀帶訪

問〉，2012年2月6日。

17 《丘氏宗祖世代續符》，頁1-42。
18 鄭萃群，〈井欄樹邱振勲訪問〉，1981年11月

12至16日；黎燕芬，〈井欄樹邱長訪問〉，

2011年12月14日。

19 黎燕芬，〈井欄樹邱志雲訪問〉，2011年12月15

日；〈井欄樹邱國璋訪問〉，2012年1月16日；

〈井欄樹邱天寶訪問〉，2011年12月15日。

20 黎燕芬，〈井欄樹邱天寶訪問〉，2011年12月

15日。

21 黎燕芬，〈井欄樹邱志雲訪問〉，2011年12月

15日。

22  黎燕芬，〈井欄樹林灶喜訪問〉，2011年12月

15日。

23 〈井欄樹邱雲龍堂辛酉年安龍勝會籌備委員會

通告〉（1981年6月18日）。

24 遊樂場實際上是個籃球場，1981年時還未建

成。

25 這地方原本是一小片的田地，冬天收割後，村

民便可以騰空土地作為法事之用。參看黎燕

芬，〈井欄樹邱觀福訪問〉，2012年1月16日。

被訪者時年77歲。

26 David Faure and Lee Lai Mui, “Interview Notes 

(Mau Kang Loi 繆庚來, 31 July 1981)＂。 蔡志

祥和韋錦新在即將出版的《延續與變遷：香港

社區建醮的民族志》，將此訪問稿翻譯了，名

〈繆庚來先生訪問錄〉。蔡志祥寄送了一份初

稿給筆者參閱，並容許徵引，特此感謝！

27 科大衛、李麗梅，〈繆庚來先生訪問錄〉，

1981年7月31日。

28 呂淑懿，〈沙田銅鑼灣村邱琳芳訪問〉，1981

年7月22日。訪問原稿以音作字，寫作「姓

公」。筆者感激陳永海的解釋，而本文採用一

個慣常的近義書面語「覡公」。

29 呂淑懿，〈沙田銅鑼灣村邱琳芳訪問〉，1981

年7月23日。

30 科大衛、李麗梅，〈繆庚來先生訪問錄〉，

1981年7月31日。

31 張瑞威，〈井欄樹安龍清醮田野筆記〉，2011

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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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科大衛、李麗梅，〈繆庚來先生訪問錄〉，

1981年7月31日。

33 黎燕芬，〈井欄樹邱觀森訪問〉，2011年12月

13日。

34 鄭萃群，〈井欄樹邱冠球訪問〉，1981年11月

12至16日；黎燕芬，〈井欄樹邱觀森訪問〉，

2011年12月13日。

35 黎燕芬，〈井欄樹邱天寶訪問〉，2011年12月

15日。

36 李麗梅，〈井欄樹安龍清醮考察•安龍缸〉，

1981年11月16日。

37 鄭萃群，〈井欄樹邱振勲訪問〉，1981年11月

12至16日。事實上，不知是否基於保密，歷

屆安龍後，村民均沒有留下龍眼位置的文字記

錄。2011年的安龍，據村民告知，他們是根據

古老相傳的提示，並利用「全球定位系統」以

祠堂內香爐與對面的山坡拉成直線，再反射在

祠堂後方的山坡上，以此來確定龍穴所在。

圖二：安龍期間貼於祠堂的符                             

（資料來源：李麗梅，〈井欄樹安龍清醮考察•奏狀〉，1981年11月12日。）

圖一：1981年井欄樹安龍清醮道場平面圖

（資料來源：科大衛，〈井欄樹安龍田野筆記〉，1981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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