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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3月2日，我們一行三人於早上10時半

到達上水廖萬石堂，進行我們的田野考察。廖萬

石堂是上水廖族最大的祠堂，建於1751年。廖族

原籍福建，其先祖廖仲傑於元代中葉南遷廣東。

初居屯門，旋遷深圳河以北的福田村，最後才

在上水雙魚河定居，而他的子孫其後散居附近一

帶。1 廖氏春祭在每年的農曆二月初二早上11時正

舉行。當日早上到達的時候，已看到不少村民在

作祭祀的準備，而各式各樣的祭品也已鋪陳於桌

上。

一、祭品及其象徵意義

　　據村民解釋，每款祭品皆有其來歷和涵意，

在廖氏春祭整個儀式中有其特殊的象徵意義。除

了常見的茶、酒、飯和湯之外，當日的祭品還有

「五生五熟」、大燒豬、糖果等。「五生五熟」

指豬肉、雞肉及其內臟，分開十碟而生熟各半。

「五生五熟」所採用的生品和熟品也隨時代而有

所改變或簡化。當日一位村民表示，以往的春祭

會採用羊肉作為其中一種生肉，但不知何時被放

棄作為祭品，由其他肉類取代。

　　不得不提的是，「五」這一數字具有重要的

涵意。「五」字在中國農耕社會中有其象徵意

義。在農業社會中，五行（即金木水火土）是農

民農耕方式的依據。只見當日村民用上了五塊被

切成方塊模樣的豬肉象徵了土地，用豬肚拼湊而

成的老鼠，象徵了五谷豐收，倉庫滿盈，吸引了

老鼠到來。由此可見，春祭在廖氏族人的心目中

有一個祈求祖先保佑族人在來年豐收的含義，同

時也反映農業社會的生活。我們也看到在豬頭上

放有一條長長的豬腸。按村民的解釋，豬腸代表

「長長遠遠」的意思，希望廖氏家族繼續有長長

遠遠的傳承。除了五種生品與熟品之外，從祭品

的數目也看到廖氏族人對「五」的重視與心思。

只見每款祭品，皆整齊地放置了五件。此外，祭

祀的大桌上也放上了兩三盤糖果甜點，例如有糖

蓮子、甜桃等。村民表示，這是為了增添喜慶，

與代表了「甜」意，希望大家能高高興興，甜甜

蜜蜜。

二、祭祀儀式

1、拜左廳與簡公

　　在正式祭祖之前，族人先行拜祭左廳。左廳

放置了對廖氏家族有貢獻的人物的牌位，例如曾

作出捐獻的。村民表示，左廳不會有大型和隆重

的儀式，只是上香表示心意。除了拜祭左廳，族

人也會拜祭簡公，以表達對簡氏讓出土地的感

激。相傳在廖氏到達上水之先，簡氏早已定居於

此。簡氏後來慷慨讓出土地與廖氏，因此廖氏族

人一直心懷感激。另外，在儀式舉行之前，負責

祭祀過程的村民與主祭先行更衣與潔淨身體，在

放上了柚子葉的水盤中仔細清洗雙手，表示對儀

式的尊重。

2、點炮

　　儀式正式在早上11時開始。村民在祠堂門前

點燃起炮竹和關上大門。2 村民告訴我們，這是提

示廖氏族人儀式已經開始，遲來者只能在門外等

候，直至儀式完結。當日所見，只有村委與主祭

可以站上主祭堂，其他村民最多只可站在中堂。

大部份參加者都是年長的村民，很少年青的村民

參與。需要一提的是，廖氏的女性族人只可在門

外準備豬肉，待儀式完結時分派豬肉予村民。只

有外來女性（即非族人）可以進入祠堂。不過，

昔日不許女性進入祠堂觀看春祭的習俗已經廢

除。在某程度上，可見到氏族在思想上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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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天，除了我們三人來自香港浸會大學之外，

也可見到一些傳媒、其他大專院校的學生和市民

前來參觀。

3、拜祭地脈龍神與五祖祖先

　　儀式正式開始。首先，族人先拜祭地脈龍

神。由村長負責上香奠酒和稟告，有着告訴祖

先、龍神儀式開始的意思，希望保佑儀式順利進

行。在拜祭地脈龍神之後，族人再祭五祖祖先。

雖然這個環節不是很大規模，時間也不太長，但

拜祭五祖祖先是廖氏春祭中最重要的環節。當日

見到其中一名村民爬到歷代祖先的牌位前，打開

各個牌位的小門。村民告訴我們，這代表告訴祖

先儀式已經開始，並邀請他們享用祭品的意思。

村委以圍頭話誦讀祝文，所說的祝文也相當古

雅。之後，村委和主祭再上香。主祭重覆以「一

跪九叩」拜祭。為何不是「三跪九叩」？村民告

訴我們，從前的確行「三跪九叩」之禮。後來，

考慮到主祭都是最年長的村民，重覆「三跪九

叩」的動作對於主祭來說實在吃力，於是簡化程

序。當日所見，通贊和司祝3 拿着一本小書，內

容就是儀式的程序和祝文的內容。村民也向我們

透露：從前是不用小書的，村委要把內容記熟背

誦。後來，村民也覺得儀式過於複雜難記，其後

用上了小書幫助儀式的進行。由此，我們可見到

儀式隨着時代而改變和簡化。在主祭祭過歷代五

祖祖先之後，其他族人的子孫按輩份高低進行奠

酒，完成拜祭五祖祖先的環節。

4、拜右廳、福德正神與領豬肉

　　拜祭五祖祖先之後，族人再拜祭右廳，即魁

賢祠。魁賢祠放置有功名的廖氏族人的牌位。

拜祭過程並不繁複，只由村長負責上香拜祭。過

往，本來由主祭負責，因考慮到其身體負荷，於

是改由村長負責。拜過右廳之後，族人再拜土

地，即福德正神，祈求土地護佑。之後，整個廖

氏春祭儀式正式完結，過程約為45分鐘。相比過

往需要3小時，現在的儀式實在簡化了不少。最

後，族人到門外排隊領取豬肉。愈年長分得的豬

肉愈多，而只有61歲或以上的村民和去年出身的

男丁才可以領取豬肉。

三、廖氏春祭的社會學意涵

　　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曾經提出

「集體表徵」的說法，認為人們共同參與宗教儀

式，能夠建立身份認同，促成群體的團結精神。

這種集體情緒實際上也是一種社會現象。在集會

中，參與者分享共同的興奮、憤怒或憐憫，使個

人產生一種強而有力的共鳴，驅使個人融入集體

成為社群的一部份。涂爾幹指出，部族成員能夠

團結在一起，是因為施行宗教儀式時使集體變得

亢奮，從而形成具有凝聚力的道德社群，因此宗

教儀式有凝聚社群的功能。涂爾幹指出：「崇

拜的真正功能是喚起崇拜者某種心靈狀態，具有

道德的力量與信心。」4 那麼，廖氏春祭有相同

的宗教功能嗎？根據前廖氏村長所言，近年來有

不少廖氏族人遷居到市區，在外工作，甚至移居

海外。族人變得很少聚在一起。但是，因為每年

的春祭及秋祭的儀式，使到不少族人專程回來，

參與廖氏祠堂的祭祀儀式。廖氏海外兄弟回流，

鄉親父老聚首一堂。通過不同程度的參與宗教儀

式，廖氏族人確認共同擁有的歷史，分享同一感

情，以及於共同的信念下認同其宗族的身份，並

形成具凝聚力的道德社群。上水廖氏的春祭祭祀

儀式似乎能體現涂爾幹的「集體表徵」的理論。

　　另一方面，集體追悼也具有團結個體，促進

社群的道德整合的作用。在上水廖氏的春祭儀式

中，追悼是一種集體責任與義務。面對先人的祭

祀，社會群體更需要一起集會，以產生新的團結

能量。彼此通過追念先人，分享共同道德理念及

價值觀，從而強化廖氏宗族的團結性。簡言之，

對於涂爾幹而言，社群的維繫在於它是一個道德

共同體，而上水廖氏正是通過分享慎終追遠的精

神而形成一個道德社群。

　　然而，從春祭的儀式中，我們也可看到涂爾

幹理論的局限。首先，上水廖氏是香港新界的宗

族，屬於父系社會，具有濃厚傳統中國社會的父

權文化。在春祭儀式中，只有男性才可以參與祭

祀，也只有男性才能站於祭壇之內主持禮儀。反

之，女性大多只是擔當協助及後勤的角色，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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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預備祭祀的食物及協助分配豬肉。因應性別

的差異，宗教儀式把社群成員區分為權力核心和

邊緣份子。這反映女性在儀式中分享集體表徵或

身份認同是有其局限的。

　　此外，廖氏春祭的身份認同也存在時代的局

限。在過去，上水廖氏的經濟模式以農業為主，

所以祭祀也是順理成章的事。但是，經歷時代的

變遷，以往的農業社會已經不復存在。取而代之

的，是年輕一輩要外出工作，無暇參與祭祀。根

據我們與廖氏「長老」的訪談，現今廖氏的祭祀

往往只限於年長的一輩，而外出工作的年輕一輩

往往難以參與春祭。可見，廖氏春祭與現代化社

會活動互相排斥，阻礙年輕一輩的族人通過春祭

分享當中的集體感情和建構身份認同。

　　最後，階層的局限也令宗族的身份認同產生

障礙。如前所述，上水廖氏宗族具有濃厚的傳統

中國文化意識，重視長幼有序，而形成長幼有別

的層級。於春祭儀式中，負責祭祠的長老也主要

由族內的長輩及長子所組成。相對而言，庶子

並不能夠直接負責祭祀。他們只能於儀式最後奠

酒。最年長的長輩也就是祭祀的核心人物，反映

廖氏春祭具有階層性。不同層級的族人，可能只

會分享不同程度的身份認同。

四、總結

　　廖氏春祭對於建構共同的身份認同雖有其局

限，但儀式的道德整合作用其實就在於集體聚

會。對於涂爾幹而言，聚會本身就是一種社會現

象，能夠產生形成社群的元素。畢竟，在現今的

世俗生活中，集體意識處於消耗的階段。族群成

員投入個別的工作領域，私人的關切是主要的焦

點。但是通過廖氏春祭，族人的群體生活獲得了

再生的機會。儀式聚會必須要週期性的舉行，以

成為制度化的生活規律，才能抵抗日常生活對於

群體意識的消耗，故此廖氏春祭需每年舉行。這

些活動的意義在於透過共同的參與，強化成員之

間的道德凝聚力，塑造集體的認同。因此，廖氏

春祭是一種儀式性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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