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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欄樹村建村三百多年，根據傳统，每30年

舉行一次的安龍大典，典禮包括祭天拜地和安龍

祀祖等。祭天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拜地以

保合境平安，安居樂業；安龍達至人傑地靈，風

生水起；祀祖祈求人丁興旺，源遠流長。化寶誦

經，超渡陰冥，使大地清靜，出入平安，使全村

眾生皆可受益。

安龍大典法事於公曆2011年12月12日啓壇，

為期五日四夜，在此期間，本村原居民必需茹

素，各種工程及農作等活動皆要停止，以表隆重

及敬意。非原居民朋友也得停止上述之活動，以

表對本村傳統的尊重。

法壇可算完善，除主壇外，還有祖先壇、大

力士（本村人稱為「山大人」）壇及其它神壇，

如左右謢法神，場面甚為壯嚴。嘉賓台更設計得

美輪美奐，令人耳目一新。儀式於是日早上6時

開始，齊集村中，由麒麟及法師帶領，到本村龍

井取龍水。到達目的地後，先由法師誦經，之後

由正副榜首先取第一桶龍水注入水缸――村民稱

之為「龍塔」，再由村長連同年青的一輩將之注

滿，然後合八位男丁之力，把龍塔送回法壇，以

神符加封，直至所有法事完成，才開封讓村民取

龍水，喻意「風生水起」。其後再由法師帶領，

先後到五個三义路口揚旛及掛上旛燈。之後便是

接神，首先到祠堂接祖先，然後接觀音大士、護

村伯公及所有神靈等，將之安放在法壇上。下午

正式開壇發文書，上告各天神。

第二日早上8時，早課，由法師誦經啓壇，正

副榜首、緣首及村民於早、午、晚朝由法師帶領

到各旛燈下，上香拜祭。下午安龍，本村客家人

稱為「挪龍」，即是「探訪」的意思。這也是整

個法事的重點。「龍」是由一幅36尺長、三尺闊

的紅布組成，龍頭繫上一隻活鴨，龍尾繫上活雄

雞，取其「龍頭鳳尾」之意，由多名童男領帶，

行致安放龍塔的穴位。神龍是不容許被女性觸撫

的。沿途中，村民們不得呼喚對方的名字。至於

龍塔，則是由本村一位陶瓷名師採用村中的泥土

燒製而成的。法事之初，先由法師淨洗龍塔，再

由父老放入五殼，以表「五穀豐登」，然後以神

符封塔，由村中一位壯男用紅布包裹，直達龍

穴。

時辰一到，先由麒麟開路，神龍隨後，法師

榜首跟隨，後有記者、攝影師、學術界朋友及村

民等，人數眾多，人龍由山頂排到山腳。安龍儀

式開始，麒麟繞場舞動，法師誦經祈福，再用雄

雞血灑在龍塔上，由村長丘國璋會同多位男丁將

龍塔放進龍穴所在地，蓋上泥土，誦經禮成。可

惜地方太細，有很多朋友未能一一所見，有點美

中不足。完成所有儀式後，神龍繼續在本村後山

繞村一週，然後返回法壇。

晚上9時舉行的「分燈」儀式亦是重點之一。

由「分燈」大會安排的很有特式的神燈，先由麒

麟參拜神燈，再由法師誦經祈福，灑上聖水，随

後分發給每一户主。「燈」是取其「添丁」的意

思，意義重大，連帶另一祖房「沙田銅鑼灣村」

的叔伯兄弟們也一同感受當時的喜悅。

第三日「啓榜」，雲龍堂「丘」或「邱」氏

所有家族成員名單，全部都會寫在人名榜上，意

謂「金榜題名」。先由麒麟參拜人名榜，再由法

師念出各信士的名字，誦經祈福，當所有法事完

成後，將會把人名榜火化，上告天庭。

由於是日為正日的關係，大會邀請了很多

各地鄉紳名流及麒麟醒獅等，前來到賀，一時車

水馬龍，水洩不通，熱鬧不能形容，筆墨不能盡

錄。除送上紀念品給有關的鄉紳名流及到賀的麒

麟隊和醒獅隊外，更邀請多位名歌星到場助慶。

井欄樹辛卯年安龍清醮的我見

丘漢光

井欄樹村原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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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八十多席的齋宴，四千多個福包及飲品，轉

眼間就沒有了，令很多來賓未能一一享用，有點

美中不足。雖然如此，各來賓對這熱閙的場面，

都很樂意接受。這有賴村中的兄弟姊妹，通力合

作，各守岡位，熱誠招待，以禮待人所得出的成

果。

經過整日的辛勞，晚上法事仍如常進行。晚

上會在户外舉行「小幽」，法壇兩旁插上香燭，

燒神衣，灑水飯及齋菜等，最後在室內進行「迎

聖」，由榜首及緣首一一將聖神請出大堂中，由

法師誦經祈福，直至功德完結。

第四天早上法事如常，下午1時「特赦」，

先由法師將一隻紙馬放在神壇中，經一輪誦經洗

禮後，由村中一位壯丁，托起該隻紙馬，由銅鑼

開路，環村跑一週，返回神壇，再由法師將雲龍

堂所有信士及家人姓名，禀告上天，祈求帶來風

調雨順，合境平安。另一重點環節　　放生及放

水燈，在本村的伯公口進行，先由麒麟開路，帶

同將要放生的活鳥、活魚及水燈，經一輪誦經祈

福後，由男丁先後放出飛鳥及活魚，最後放下

水燈。相傳有婦女拾到水燈的家人，定會添子添

孫。由於傳說的關係，當水燈放在水中隨水飄

流，高潮即起，歡呼聲，尖叫聲，此起彼落，各

婦女都希望能拾回一盞水燈，給家人帶來好運。

法事完結，返回法壇，法師請出「山大人」，誦

經後由村中多名壯男抬着「山大人」繞村一週，

場景頗為熱鬧。以前「山大人」會走到村中每個

角落，並會經過每家每戶的門前，可惜現在村中

的路窄了，不能容許「山大人」這樣每家每戶到

訪了。晚上的「大幽」與「小幽」大至相同，同

樣是在戶外舉行，經由法師誦經祈福，完畢後連

同「山大人」、旛燈和香燭衣紙一同火化，讓神

靈得到安息，留下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最後一天為「酬神」，答謝神恩，將所有請

來的祖先和神靈，如觀音大士、伯公及天神等，

一一答謝送回，再將左右護法天神火化升天，功

德完滿，合境昇平。

筆者曾經歷三次安龍大典，第一及第二次

均採用客家經生法師，但各有不同。第一次於60

年前，除應有的法事外，還有法師赤足上刀山，

刀穿過木柱，鋒利的刀口向上，法師一步一步踏

在鋒利的刀口上，由地面上行到頂部，再回到地

面。另一部份為走火炭路，紅紅的火炭，法師赤

足在上面走過，令村民大開眼界。另外還有「落

油鑊」，法師徒手在滾油裏取回銅錢。這些在60

年前來說，真的都是神功了。到第二次時，雖然

沒有上刀山、落油鑊和走火炭路，但從惠州請來

一位法師，男扮女裝，大唱雞歌和做出各種雞的

神態，又是另一種傳统。唱「雞歌」是法事誦經

的一種儀式。筆者也不大明白其中的原意。致於

這一次，則採用廣東話法師，誦經祈福法事大致

相同，可是再沒有上述的法事和神功演出了。

這次安龍大典，有賴村長丘國璋領導多名

有活力和通力合作的青年，一同努力創出這次成

功、完美的安龍慶典，想村中的父老們也有所認

同。更要多謝一群義工朋友，一班從外國回鄉的

兄弟姊妹和本村的村民，他們所付出的動力、勞

力、財力和合作的精神，功不可沒，應記一功。

最後也得讚許正副榜首及緣首，正榜首丘振

為（貴田）、副榜首邱振鶴（國強）及緣首邱志

雲（緣首是這次安龍才加上，以前是沒有的），

三位每日不停代表村民向神靈参拜，跪地叩首，

勞苦功高，好使村民得到風調雨順，合境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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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法壇。丘漢光攝，2011年。

圖一、山大人。丘漢光攝，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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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男扮女裝祭神。丘漢光攝，1981年。

圖三、男扮女裝法師取龍水。丘漢光攝，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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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男扮女裝法師上山安龍。丘漢光攝，1981年。

圖六、辛卯年安龍慶典分燈情況。丘漢光攝，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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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辛卯年安龍慶典分燈情況。丘漢光攝，2011年。

圖八、辛卯年安龍儀式之一的搶水燈的情境。丘漢光攝，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