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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走在香港北角的春秧街，傍晚的春秧街傳統市

場人來人往，這條長度約 200 公尺的菜市場街道，

店面與少數攤販販賣來自各地的季節時蔬與漁獲，

部份的商店販賣小吃、肉品或乾貨。兩旁的樓房相

當老舊。每隔 20 至 30 分鐘，香港最古老的電車從

英皇道轉進春秧街，街上的人群瞬即往兩側讓道。

從街頭往街尾來回走動，觀察攤商與採買者的談

話，我聽見熟悉的福建閩南語，也有完全聽不懂

的廣東話，這裡是觀察香港常民市集的絕佳場域。

北角，素有小福建之稱譽，1 作為香港福建移民的

居住地，除了在英皇道兩側高樓看到各式同鄉會招

牌，懸掛於僑冠大廈、亞洲大廈、美輪大廈與麗宮

大廈，我們還能發現到福建同鄉會或由福建人創辦

的福建中學與閩僑中學。

　　近年來，福建人移民香港所形成的跨國商會網

絡或華人社團受到華人移民研究領域關注，李培德

從香港的福建商會論析福建商人網絡的建立，2 並

從胡文虎與陳嘉庚兩位海外華商的競爭，探討華商

跨國網絡的形成，強調族群在商業網絡形成過程扮

演十分重要的角色。3 邱淑如認為 19 世紀中葉以

來的香港華人社團超越血緣的限制徵集共同僑鄉

的成員，並將華人社團的服務伸展至所有具備類似

社會經濟背景和相同文化信念的會員，從而形成

實質的同鄉會和地緣商會組織。4 林聯華分析泉州

籍同鄉社團如何透過文化交流、經濟投資與捐贈

公益事業等方式，形成與祖籍地的聯繫網絡，凸顯

同鄉紐帶在構建當代海外華人社團與祖籍地聯繫

網絡的重要價值。5 林藹云則從福建晉江人移民至

香港的移民家庭，進行微觀的民族志研究，指出移

民在再領域化時，也就是在新空間，移民會借用家

鄉的認知和經驗，透過聚集，去改變，或挪用移居

地的支配性空間。林藹云並舉晉江保護神的案例，

在香港，都市裡並沒有空間供奉家鄉保護神，所以

很多晉江人把村裡的保護神請到香港的家裡，並開

放給同鄉供奉，慢慢變成民間的神堂。6 北角聚集

為數眾多的福建同鄉會社團，我們也發現如林藹云

所提及的同鄉供奉的神堂，在臺灣，我們可能會認

為在公寓大廈頂樓或一樓所供奉的神堂為私壇，不

具有公廟性質，然而在香港北角，由於地狹人稠，

福建移民並無可能在區內空地上蓋起新廟宇，於是

同鄉會所供奉原鄉神明的廟宇便成為同籍鄉親信

仰聚會的場所。前述研究多半環繞於福建移民香港

所形成的跨國商業網絡、閩籍華人企業家研究或同

鄉會與祖籍地研究，對於移民引入的原鄉信仰甚少

著墨，然而，在當代社會交通便利與快速流動的現

象中，我們應留意到民間信仰神祇隨著移民跨國跨

境移動的特質。

　　以媽祖研究而言，桑高仁（Steven Sangren）

即指出全球化的過程與特質是媽祖信仰研究未來

可努力的方向。7 李順化研究美國媽祖巡遊和朝聖

作為華裔美人宗教實踐、移民認同的關係，作者探

討華人宗教在跨國遷移後如何在美國的臺灣社群

中保留元素，同時解讀宗教在散居社會中所形成的

作用。8 這裡最值得注意的是舊金山臺僑對於媽祖

信仰的跨境認同，例如從北港連結到舊金山的跨太

平洋朝聖儀式的發展。作者從種族、民族、文化和

宗教身份和社區生產的形式分析，討論跨國境的宗

教、政治身份形成脈絡，為跨國移動的媽祖民族志

研究，提出了新的可能性。

　　近年來，不只來自學者的關注，從丁荷生

（Kenneth Dean）所採集「祥芝斗美宮碑文選」的

碑刻資料，我們也可以依碑文落款者和碑文內容發

現中國地方政府、臺灣民間信仰組織（新莊市丹

鳳擎天府管理委員會）以及東南亞的華人同鄉聯

誼會（旅菲祥古蓮聯鄉會）共同創構祖廟歷史與

福建神明佑香江

　　香港福建移民的廟宇、網絡與祖廟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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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的現象。9 這些現代中國政府對於宗教控制的

作法，以及臺灣與東南亞華人同鄉組織如何揉和其

神明來源傳說，透過捐款重建的方式，回到祖鄉重

構祖廟地位，並以進香儀式來奠定子廟的神聖權威

基礎，加強祖廟與分香子廟的香火連結，都能為民

間信仰祖廟研究導入更務實的觀察。因此，我們在

看待當今福建民間信仰的復甦，自不應忽略華僑網

絡、跨境交流與全球資本的影響。

　　簡言之，筆者試圖探討福建移民在香港如何凝

聚彼此與連結原鄉，以及民間信仰如何在其間扮演

重要角色的問題。香港福建移民的廟宇，經由定期

或不定期的重返原鄉，重建原鄉廟宇，引入福建原

鄉民間信仰祀神，建立廟宇，割取香火，分香祀

神，舉辦具有祖廟意識的宗教活動，並形成原鄉跨

境廟際網絡，藉以凝聚同鄉會的向心力。筆者首先

分析福建移民社團的類別、行政區劃與祖籍原鄉，

找出福建移民的主要原鄉，其次探討以福建同鄉會

為基底的廟宇運作型態，及其與神祇祖廟的關係，

祀神是否與祖廟相符，或是在地性的發展？最後解

讀由福建人主辦的祈福法會，說明跨越祖籍原鄉的

儀式展演，表現具有祖廟意識的民間信仰內涵。在

論題界定上，筆者所稱「祖廟」一詞，意指「神明

祖廟」，並與其他地方的宮廟有「祖廟 / 分香子廟」

的關係，環繞在這組關係中的相關儀式活動有「分

香、分爐」、「進香」等概念。

二、福建移民的同鄉會：類別、行政區劃與祖籍

　　自 1939 年福建人在香港成立第一個社團「香

港福建同鄉會」迄今，10 超過一百萬的福建人移民

香港，共有 216 個福建人社團在香港各自經營或組

成社團聯合會維繫同鄉情誼，這些社團以同鄉會、

校友會、聯誼會、宗親會、基金會或商會等名向

香港特區政府註冊。由於福建人社團眾多，所以

在 1997 年由旅港福建商會、香港福建同鄉會、香

港福建體育會、香港福州十邑同鄉會與香港廈門聯

誼總會等五個閩籍社團發起，結合香港漳州同鄉總

會、香港泉州同鄉總會、香港三明聯會、香港莆仙

同鄉聯合會、福建南平旅港聯誼會、香港閩西聯

會、香港寧德同鄉聯誼會、香港福清同鄉聯誼會、

香港晉江同鄉會、香港泉州同鄉會、香港南安公

會與石獅市旅港同鄉公會等 12 個贊助會共同成立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11 我們分析 2013 年 11 月

統計的 216 個社團，進而理解從類別、行政區劃與

祖籍三個層次呈現的香港福建移民同鄉社團特色。

　　首先，在社團類別方面，以同鄉會名字登記

的 社 團 數 目 最 多， 共 有 108 個， 佔 全 部 社 團 的

50%，香港福建同鄉會與香港晉江同鄉會有限公司

均屬此類，其次共有 57 個社團以校友會登記，佔

全部社團總數的 26%，例如旅港南安橋光中學校

友會與石獅市華僑中學旅港校友會，第三有 24 個

社團以聯誼會名字登記，佔全部社團的 11%，例

如香港福建泰寧聯誼會或香港福建沙縣聯誼會，這

些聯誼會多半與同鄉會性質接近，至於以姓氏為主

體的社團，所佔比例甚低，因此，福建人社團仍以

同鄉會為主流。

　　再將同鄉會社團依地域層級行政區劃分類，共

有 45 個以村為名的同鄉會，佔整體同鄉會 41%，

例如，香港奎霞同鄉會有限公司即以福建南安市奎

霞村為名，再如鈔坑旅港同鄉會以石獅市鈔坑村為

名；另有 19 個以縣市為名的同鄉會，例如香港南

安詩山同鄉會有限公司和香港深滬鎮同鄉總會有

限公司；以縣市為名的同鄉會共有 30 個，香港晉

江同鄉會有限公司與石獅市旅港同鄉公會有限公

司均屬此類；整體而言，村同鄉會的福建社團為福

建原鄉的連結基礎。 

　　我們將省以下的以地級市為範圍，歸併縣市、

鄉鎮與村同鄉會，發現到在泉州市範圍內的同鄉會

高達 71 個，這數據說明福建人移民香港所組成的

同鄉會，呈現以泉州人為主的特色。例如，由村級

（旅港溜江同鄉會）到鄉鎮級（安海同鄉聯誼會有

限公司），由縣市級（香港晉江同鄉會有限公司）

到地級市（香港泉州市同鄉總會）均為此類，搭成

一座以村同鄉會為基底，擴大至地級總會同鄉會為

範圍的網絡。若再聚焦於泉州，我們發現以晉江

的 35 個社團為首，其次為石獅市與南安市的社團

各 12 個，顯見福建人移民香港，以泉州晉江、石

獅與南安為主，尤以晉江人最普遍。

　　綜而言之，理解福建人移民香港，可從同鄉

會社團組成分析祖籍來源，216 個福建社團登記名

的解析，說明泉州人為移民福建的大宗，晉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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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獅市與南安市更為泉州移民的核心。本文第二部

份，將探討晉江、石獅與南安三個泉州移民創建的

廟宇個案，說明其廟宇運作型態與原鄉祖廟的關

係。

三、福建移民的廟宇

　　廖迪生的研究指出，香港有別於臺灣，香港各

天后廟之間沒有從屬關係，沒有構成一個宗教網絡

組織，作者以神祇香火起源地方傳說解釋地方天

后之間的關係，香港的天后廟沒有任何一間有主

導或超然的地位，而香港的信眾都不以莆田湄洲

媽祖傳說作為理解天后的依據，反之香港的天后

是以神像漂流故事形成，因而地方也不必解釋「地

方天后」與「國家天后」的香火關係。12 筆者在

2008、2014 與 2015 年的訪查，也獲得與廖迪生相

同的看法，佛堂門天后古廟、香港島筲萁灣天后廟

與九龍廟街天后廟，並沒有前往湄洲祖廟謁祖進香

的需求。然而，位於香港島北角的鎮海宮、香港寶

泉庵、香港石獅城隍廟、顯淋宮與莆仙同鄉會媽祖

則有向原鄉祖廟或分靈祖廟進香的需要。

 

( 一 ) 香港鎮海宮

　　香港鎮海宮籌設於 1998 年，由定居香港北角

的福建晉江深滬人設立，並於 2000 年正式創立，

廟宇坐落於北角亞洲大廈，香港鎮海宮的香火來自

晉江鎮海宮，主祀代巡王爺，俗稱阿爺公，雖然廟

宇位居大廈內，但鎮海宮亦承襲祖廟，供俸代巡王

船。此外，香港鎮海宮信徒的組成仍有明顯的原鄉

關係，主要來自深滬沙崗寮，當地人以施姓為主，

並分為土地寮、後山寮、西潯份、蘇庄舖、海尾、

東後、雪上份、七甲份、舊房寮與頂角等十角頭，

這十角頭均為施姓擔任委員，自 2002 年第一次回

福建深滬鎮海宮，每隔兩年組團回祖廟謁祖，13 至

2014 年共辦理 7 次謁祖進香。

　　謁祖進香的神明包括：觀音佛祖、安官公、救

伯公、代巡王爺六尊、夫人媽六尊、鄉旗、頭旗、

涼傘、彩牌、青刀鑼，這些神明幾乎與晉江鎮海宮

相同，代巡六尊王爺回祖廟後，將由新代巡王爺取

代，舊代巡王爺則投入大香爐燒毀，農曆四月七日

為整個謁祖活動重點，開光儀式由道教會道士主

持，每兩年的進香活動，就有新代巡王爺進駐香港

鎮海宮。

　　香港北角的深滬福建人與福建晉江的深滬福

建人的關係是緊密的，因此當香港鎮海宮抵達祖廟

後，進香團成員各自回家省親。翌日才回到鎮海宮

參加新代巡金身開光慶典。在之後的兩天分別前往

靈源寺上香祈求福祉，和設宴宴請十角頭代表和管

委會代表。宴畢，謢新代巡大駕乘坐直通巴士，返

回香港。從他們的流程可以發現，香港鎮海宮回祖

廟謁祖亦帶有回原鄉謁拜祖先與省親意義。　　　

　　晉江鎮海宮除分香至香港之外，亦有晉江人移

民至菲律賓所成立的菲律賓鎮海宮，菲律賓鎮海宮

至 2010 年已連續 17 次至晉江鎮海宮謁祖進香。14

筆者在 2015 年訪問晉江鎮海宮，即見顧問名單有

許多來自菲律賓與香港施姓鄉親擔任，足見此廟重

建過程，除當地十角頭外，仰賴來自海外同鄉鄉親

的援助，同鄉會與民間信仰的並行互動，便是當地

代巡王爺信仰復甦的雙重力量。

( 二 ) 香港寶泉庵正爐

　　香港寶泉庵位於北角英皇道麗宮大廈，寶泉

庵主祀神保生大帝，旁祀玉皇上帝、觀世音菩薩、

三坪祖師以及女媧娘娘。1990 年旅港深滬東垵聯

友會自福建晉江滬江寶泉庵分靈主祀神保生大帝，

〈香港寶泉庵沿革〉提到，當時由旅港深滬東垵聯

友會吳文造先生代表向滬江寶泉庵保生大帝祈求：

願保生大帝賜准旅港深滬東安聯友會裝飾大帝金

身分靈香港供奉。保生大帝准示，再進一步請示廟

名定為《香港寶泉庵正爐》賜准，而後 11 位東垵

聯友會代表齊心發願，一定同心協力，使大帝神威

在香港發揚光大。15

　　滬江寶泉庵源自清咸豐年間，自深滬後山吳協

慶商船在臺灣臺南學甲慈濟宮分靈保生大帝。16 這

個分靈體系形成橫跨從福建龍海白礁、臺灣臺南學

甲、福建深滬、乃至香港北角的保生大帝信仰網

絡。香港寶泉庵更多次與深滬寶泉庵共同參加學甲

慈濟宮上白礁儀式，共同向白礁祖廟遙祭。1995

年基於祭典需要，香港寶泉庵請宜蘭草湖玉尊宮主

委李炳南先生指導，李炳南先生將玉尊宮進香團經

驗、組成與培訓，移植至香港寶泉庵，玉尊宮誦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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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更多次親赴香港指導，香港寶泉庵另兩尊祀神

玉皇上帝與女媧娘娘就是在李炳南先生的引介下，

分別從宜蘭玉尊宮與補天宮分香到香港寶泉庵，此

外，香港寶泉庵至深滬謁祖進香，或至臺灣謁祖進

香，就以誦經團讚經作為活動特色，學甲慈濟宮的

上白礁儀式也曾邀請香港寶泉庵參與，因此香港寶

泉庵與深滬或臺灣祖廟的關係相當緊密。

( 三 ) 顯淋宮

　　顯淋宮位於北角麗宮大廈。移民至香港的福建

南安市奎霞村民於 1985 年創立奎霞同鄉會，進而

設立香港奎霞同鄉會有限公司，公司下轄有奎霞大

宗祠堂、顯淋宮以及鄉親聯誼中心，這些機構均由

香港奎霞同鄉會常務理監事會負責管理。

　　大宗祠堂與顯淋宮共用空間，大宗祠堂供俸比

干公，顯淋宮主祀保生大帝，旁祀玉皇上帝、夫人

媽、境主公與三十六將公。顯淋宮保生大帝神誕為

農曆三月十五日，多為辦理一般祝壽祭拜。顯淋

宮曾於 2011 年參與福建神明祐香江祈福和平大法

會，此活動為香港福建人首次舉辦較大規模的法會

活動。雖然顯淋宮與寶泉庵位屬同一座大廈，但神

誕活動都是同鄉會各自辦理，彼此並不往來襄助活

動。

　　顯淋宮主祀神保生大帝，香火源自南安市奎霞

村顯淋宮，兩地宮名是一致的，奎霞同鄉會無固定

辦理回祖廟謁祖活動，但祖廟的香火認同是明確

的，顯淋宮管理人員進一步說明福建原鄉奎霞村保

生大帝的香火，來自白礁慈濟宮。

( 四 ) 香港石獅城隍廟

　　香港石獅城隍廟位於北角英皇道美崙大廈。石

獅寬仁旅港同鄉會成立於 1991 年，截至 2012 年統

計，寬仁旅港同鄉會會員數 300 人。會員基於祭拜

原鄉城隍的需求，1997 年自中國福建石獅市城隍

廟分靈城隍爺，於 2003 年購置美崙大廈一所單位

擴建為現今規模。香港石獅城隍廟主祀石獅城隍

爺，旁祀忠祐侯夫人媽、玄天上帝、開山殿七位大

總巡、馬舍爺、開山殿七位大總巡、夫人媽、觀音

佛祖以及開山殿二十四司。

　　香港石獅城隍廟最重要的年度活動為每年農

曆五月二十八日城隍爺神誕，除一般祝壽祭拜外，

也辦理巡境活動，巡境活動為石獅城隍爺、開山

殿七位大總巡與玄天上帝出巡。

　　廟方人員說明所有的謁祖儀式起駕回駕時間

都是由城隍爺決定，城隍廟的信徒以福建石獅人

為主，石獅人對於城隍爺深信不已，凡開業、開

工等重要活動都會向城隍爺請示，一位信徒分享

了城隍爺的顯靈事蹟：這位信徒於廣東設立機械

工廠，請示城隍爺後訂定工廠廠房開工日期，及

後，氣象預報開工日將有豪雨，於是信徒再次請

示城隍爺，城隍爺指示無須更改時間。一到開工

時辰，天空烏雲竟然散去，開工儀式得以順利完

成。儀式完成後，竟又下起豪雨，種種顯靈事蹟，

讓信徒深信不已。

　　香港石獅城隍廟於 2000 年第一次辦理謁祖進

香活動，2013 年辦理第二次謁祖進香，以第二次

進香活動為例，5 月 21 日從北角起駕，信徒與神

像搭乘巴士回到祖廟石獅城隍廟，於石獅城隍廟停

留 3 日，至 5 月 25 日進行舀火儀式後回駕。

　　從廟宇懸掛匾額的落款，可以觀察到香港石獅

城隍廟的網絡關係，石獅新湖旅港同鄉會自第一屆

至第七屆均致贈匾額，另有一幅福建石獅城隍廟祖

庭匾額，為謁祖進香的紀念匾額，另外，香港石獅

城隍廟另掛有香港祿馬將軍殿、香港龍山寺以及臺

灣臺南市忠澤堂管理委員會的牌匾，顯示此廟雖為

福建石獅人的信仰中心，但仍與其他廟宇相互交陪

往來。

( 五 ) 香港莆仙同鄉會與香港媽祖文化聯誼會

　　香港莆仙同鄉會為福建莆田與仙遊兩地移民

至香港組成的同鄉會組織，香港媽祖文化聯誼會則

以香港莆仙同鄉會葵青分會為主，兩者皆以媽祖信

仰為主祀神的同鄉會組織。香港莆仙同鄉會成立於

1993 年，同鄉會曾於 1997 年參加福建第二屆媽祖

文化旅遊，至 2011 年參與福建神明佑香江湄洲祖

廟媽祖香港巡安賜福活動，近幾年每年至莆田參加

湄洲媽祖文化旅遊節，並於 2014 年自湄洲祖廟分

靈一尊玉媽祖。香港莆仙同鄉會位於新界葵涌葵昌

中心，一如在北角的福建人廟宇，位於大廈同鄉會

址供奉神祇，香港莆仙同鄉會在 2014 年 10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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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取得由湄洲祖廟頒發的分靈證書，證明莆仙同鄉

會所奉祀的媽祖神像是湄洲媽祖廟之分靈寶像。莆

仙同鄉會視分靈證書為一種強化祖廟與分香子廟

連結的憑證。

　　湄洲祖廟除了頒發證書外，也贈送分靈廟宇乾

隆皇帝頒佈的詔書，這份詔書強調天后信仰由地方

私祭提升到春秋致祭 ( 官祀 ) 的過程，香港莆仙同

鄉會將證書與詔書懸掛在玉媽祖神像的兩側，主祀

神玉媽祖奉祀於木製神龕，並無供奉旁祀神，神龕

旁另插有湄洲祖廟令旗。

　　香港媽祖文化聯誼會位於新界葵涌石蔭路葵

發大廈。香港媽祖文化聯誼會在 2014 年 11 月 10

日自湄洲祖廟分香媽祖神像，並取得湄洲祖廟頒發

的分靈證書與分靈印章。17 這尊以玉為材質的玉媽

祖，與上述香港莆仙同鄉聯合會玉媽祖為同一玉石

雕琢，由於玉媽祖較為珍貴且重，所以此玉媽祖神

龕前另奉有巡遊媽祖，此玉媽祖從湄洲祖廟開光

後，香港媽祖文化聯誼會迎回香港荃灣圓玄學院進

行安座儀式，圓玄學院為香港著名全真教體系道

觀，安座儀式完成後由香港媽祖文化聯誼會組成媽

祖車鼓隊迎接至葵發大廈現址，香港媽祖文化聯誼

會另為香港莆仙同鄉聯合會葵青分會，其參與的信

眾仍以莆田與仙遊福建人為主。 

　　上述六座位於北角或葵涌大廈中的福建人廟

宇，說明福建人移民香港，引入原鄉信仰樣態，香

港鎮海宮、寶泉庵、顯淋宮與香港石獅城隍廟並沒

有供奉媽祖，僅莆仙人從湄洲祖廟迎回媽祖信仰

外，媽祖信仰並未普遍出現在香港福建人的廟堂，

除了上述六個案例外，另位於屯門的香港鳳山寺與

上環的香港聖公壇皆是福建南安人的信仰中心，北

角古婆庄天竺庵奉觀世音菩薩則是晉江古婆庄移

民香港的廟宇。這些以同鄉會為基底的廟宇經營，

原鄉祖籍色彩鮮明，並各自展現具祖籍地廟宇特色

的型態（附錄一）。

四、福建神明佑香江：跨祖籍的儀式展演

　　前述列舉的福建人廟宇案例說明移民香港的

福建人具有鮮明的祖廟意識，筆者再以兩個祭典

活動，2011 年「福建神明佑香江祈福和平大法會」

活動，以及 2014 年以友恭堂鄧氏宗族與沙江廟為

核心的太平清醮活動，說明香港的福建人與廣府人

在祖廟意識的差異。

( 一 ) 福建神明佑香江祈福和平大法會

　　福建神明佑香江祈福和平大法會為定居在香

港的福建人廟宇及社團所辦活動，發起這個宗教活

動的是香港聖公壇與香港廣澤尊王慈善基金會。香

港聖公壇位於港島文咸西街，主祀廣澤尊王與妙應

仙妃，旁祀福德正神、註生娘娘與魁星爺，由南安

詩山同鄉會在 2010 年設立。南安詩山同鄉會創立

於 2008 年，同鄉會創會會員達 3,000 人。18 2010

年農曆九月至十月辦理福建廣澤尊王、妙應仙妃赴

香港祈福巡遊活動，此巡遊活動除迎來福建南安市

詩山鎮鳳山寺祖廟廣澤尊王外，也迎請龍山宮廣澤

尊王與妙應仙妃，龍山宮為廣澤尊王祖居地，鳳山

寺為其成神處，兩座廟宇皆被視為廣澤尊王祖廟，

福建神明抵達香港後，奉於荃灣圓玄學院供信眾參

拜。雖然遠離南安詩山移居香港，香港聖公壇成立

後仍依循原鄉行政村區劃分輪值負責廣澤尊王香

火，18 個輪值單位，從每單位原鄉行政村，選出

一至兩位負責人負責每月初一十五的壇前祭拜，聖

公壇年度供奉神明節日活動以農曆二月二十二日

聖公寶誕與八月二十二日聖公壽誕為主，聖公壇當

日聘請道士進行祇敬與賀壽活動，並舉行聖公踩街

活動。

　　移民香港的福建南安人，除設立南安詩山同鄉

會與香港聖公壇外，另有香港鳳山寺，香港鳳山寺

又名聖公廟，位於屯門小坑村，創立人洪成濱先生

為南安詩山鎮人，因感於定居於香港的南安鄉親祭

祀郭聖王的需求，加以郭聖王曾託夢指示設廟，故

集結許多南安鄉親之力，於 2008 年創立香港鳳山

寺。香港鳳山寺主祀廣澤尊王與夫人妙應仙妃，正

殿另恭奉加封保安廣澤尊王牌位，旁祀觀音佛祖與

土地公，祭典活動以農曆二月二十二日廣澤尊王寶

誕、農曆八月二十二日廣澤尊王千秋以及農曆十二

月二十九日香港聖公廟落成慶典為主，正殿後另設

置寢殿，許多信徒參拜鳳山寺求子生育即參拜寢

殿。香港鳳山寺創立後積極參與南安鳳山寺祖廟的

組織與活動，例如洪成濱先生擔任中華鳳山廣澤尊

王文化交流協會第一屆理事會理事，並組團參加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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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國際鳳山文化旅遊節相關活動。廟方表示每逢周

日或假日，既非初一十五，亦非神誕期，屯門聖公

廟熱鬧非常，聖公廟組成鑼鼓隊，演練鑼鼓活動，

藉以凝聚南安人，近至屯門遠至等香港各區，安溪

與永春等閩南鄉親來港探親或自由行人士，也會與

香港親人或朋友來聖公廟上香。19

　　2011 年 7 月 2 日至 4 日，福建神明佑香江祈

福和平大法會活動於香港維多利亞公園舉辦，活動

主辦單位為中華鳳山廣澤尊王文化交流協會與香

港廣澤尊王慈善基金會，參與的香港福建人社團

包括：香港莆仙同鄉聯合會、香港漳州同鄉總會、

香港閩西聯合會、香港安溪同鄉會、香港奎霞同鄉

會、香港南安公會、香港福建三明聯會、香港廈門

聯誼總會、香港福建商會、香港寧德同鄉聯誼總

會、香港福建永安聯誼總會以及港澳南安競豐同鄉

會，祈福法會的道教科儀則由香港圓玄學院承辦。

（附錄二 ）20

　　雖然本次活動由定居香港的福建南安人發起，

我們也可以發現湄洲祖廟、惠澤尊王祖廟、安溪清

水祖師祖廟以及三平祖師祖廟等祖廟神尊蒞港巡

安，對於定居在香港的福建人而言，這是一次難得

的宗教活動，儘管參與的福建同鄉會社團有限，然

而此儀式活動為不同祖籍的同鄉會搭建共同宗教

活動平台，不用遠赴原鄉，也能在香港祭祀原鄉神

衹，顯見此活動仍以原鄉祖廟信仰連結為主，不僅

標識著福建人的宗教認同，更有別於香港廣府人的

信仰儀式。

( 二 ) 福建人與廣府人在祖廟意識的差異：以廈村

太平清醮為例

　　相較於香港福建人廟會活動與祖廟連結，我們

從廈村十年一度太平清醮的活動內容，可以看出香

港廣府人地方性廟宇活動的特色，整個太平清醮的

活動，環繞在一個當地最主要的神衹，沙江廟天后

娘娘，及掌握整個宗教活動的友恭堂鄧氏宗族與廈

村鄉事委員會。

　　沙江廟天后娘娘於十年太平清醮的眾神衹中

位居大位，亦是太平清醮道教科儀最重要的民間信

仰神祇，沙江廟位於新界廈村，主祀天后娘娘，旁

祀觀音佛祖、關帝老爺、太歲老爺、福德正神、自

然神與金花娘娘，在神龕前下方另有一「五方五土

龍神、前方地主財神」的牌位，沙江廟右殿另有兩

尊天后娘娘，此天后神像前為平安檀香。每年農曆

三月二十三日天后誕是沙江廟最重要的慶典活動，

負責管理沙江廟的謝女士表示，每年天后誕有巡遊

活動，每個村莊的舞獅隊集合起來巡遊，非常熱

鬧。她也提到來沙江廟擔任廟婆實為與天后娘娘有

緣。謝女士曾因為腦中風，說話表達不僅困難，四

肢行動也不便，醫生說此中風很難痊癒，後因來到

沙江廟，向天后娘娘祈求，不久後竟然不藥而癒，

為了感謝天后娘娘恩德，因此決定到沙江廟擔任清

掃工作，後來便受友恭堂委託，長期在沙江廟擔任

廟婆工作。對於廈村當地人而言，天后娘娘的靈驗

與靈感，是相當出名的，也因此十年一度的廈村太

平清醮，沙江廟天后娘娘是廈村友恭堂下數個圍村

最重要的神祇。

　　十年一度的廈村太平清醮，從 2013 年籌備到

2014 年初前往沙江廟卜選緣首揭開序幕，再到年

底正式醮儀階段橫跨一整年時間，主要醮務活動密

集於 2014 年 10 月 23 日至 31 日共九天，起壇日為

10 月 26 日，當日上午 10 時迎神登壇可以窺見全

數登上醮棚的神祇，最先登上醮棚的當然是沙江廟

天后娘娘，我們在祭典前三個月所見的沙江廟天后

神像，與醮儀當日的天后神像並不一樣，同一尊天

后神像，由於 10 年才離開沙江廟一次，因而廟方

在天后的神像容貌整修上花了一番功夫，第一名緣

首與其家人在 10 月 25 日當日下午必須到沙江廟幫

天后娘娘換裝，為天后換裝是緣首的女性家人的權

利，整個過程的儀式專家便由謝女士擔任。

　　太平清醮活動持續到 11 月 1 日送諸神回鸞、

拜表並祈福謝恩後活動即圓滿結束。從「甲午年太

平清醮主要醮務事項表」（附錄三）可以發現太平

清醮的地方性與地方鄧氏宗族密不可分，道教科

儀由青松觀主持，醮儀事務由廈村鄉事委員會統

籌，參與醮儀的信眾為友恭堂鄧氏宗族，行香範圍

為參與醮務的圍村，儘管今年我們所觀察到的行

香隊伍順序已有別於華琛（James Watson）在 1974

年的研究紀錄，在 1974 年的廈村太平清醮，華琛

提到行香隊伍順序最前為祥降圍，新圍為廈村最

富有的村落，故新圍村民總是爭取排在祥降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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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4 年的廈村太平清醮，新圍的重要性已凌駕

所有圍村，甚至取代歷史最久的祥降圍，祥降圍已

排在村落第五順位，我們從多數緣首來自新圍鄧氏

族人一事上不難發現其影響力，行香隊伍雖然在這

30 年間產生了變化，沙江廟的影響依舊重要，經

由訪查的結果與太平清醮觀察，廈村的民間信仰活

動並沒有受到來自湄洲祖廟媽祖的些許影響，這一

點與上述福建神明佑香江活動有很大的差異。

　　另外，迎神登壇的神祇除沙江廟天后娘娘外，

另可分為神像類：玄天上帝、護村石獅感應爺、福

德正神與楊侯，或各圍村請神牌位，例如福德土地

元君之神位、護國天后元君之神位、神武忠義關聖

帝君之神位、門丞戶尉井竈神君之神位、欽命巡撫

大老爺、楊侯座前文武將軍神位、東頭圍門福德正

神神位、廈村東頭村社稷之神位、加封庇民天后元

君神位、門丞戶尉井灶神君神位、金花福主晉惠夫

人神位、土地公公婆婆、社稷守護大神、關雲長大

將軍、觀世音娘娘神位、石士大王神位、土地大王

神位、車公大元帥神位以及護村大皇等神位。

　　這些多元的神祇說明鄧氏族人在神祇的需求

方面，並非只限於天后娘娘，因而我們認為華琛的

神祇標準化論點僅能解釋漢人民間信仰正統觀的

局部，有為數更多的神明入列村落，並未趨於官祀

的一致性標準，我們更可以在許多圍村的醮儀公告

中，找到許多不同於天后信仰的廟宇，例如東頭三

村的楊侯宮等，在東頭三村金龍開光點睛儀式、接

神起壇以及儀式前集合均以楊侯宮為核心，地方性

神祇仍維持重要的地位。

　　比較香港的福建人「福建神明佑香江祈福和平

大法會」活動，以及香港廣府人友恭堂鄧氏宗族與

沙江廟為核心的太平清醮活動，兩者在祖廟意識的

差異為福建人有原鄉祖廟認同的需求，廣府人太平

清醮活動為一地方性重大醮儀，沙江廟廟方人員亦

表示從未至湄洲祖廟進香，在香火權威的運作上，

福建人習於連結原鄉，廣府人並不以神祇祖廟作為

認同依據，我們認為神祇標準化的論點應置於當代

現象的觀察，並考量民間信仰的地域性及民族的差

異，才能符合民間信仰多元面貌的精神。

　　為了從比較觀點理解福建人廟宇習於謁祖現

象，我們另調查了佛堂門天后古廟、筲萁灣天后古

廟、香港島天后古廟、新界廈村沙江廟、新界新田

東山古廟、屯門天后古廟以及青山三洲媽廟。佛堂

門天后古廟、筲萁灣天后古廟、香港島天后古廟為

華人廟宇委員會管理，廈村沙江廟為友恭堂鄧氏宗

族管理，天后古廟信眾主體為廣府人。我們所觀察

到的現象與廖迪生在香港天后研究中提出香港有

別於臺灣，香港各天后廟之間沒有從屬關係，沒有

構成宗教網絡組織的論點並無二致，但我們認為應

從比較的視角論證廣府人與福建人對祖廟意識理

解的差異。本研究進一步指出在香港北角定居的福

建人，有明確的祖廟意識，福建人創廟有明確的原

鄉香火關係，以定期或不定期的方式謁祖進香，這

一點與廣府人呈現相當不一致的現象。

五、結論

　　丁荷生提到，反省華南學派過度聚焦於國家神

祇標準化以及中華帝國認同的形成與對地方的控

制，我們應該以互動的觀點及區域史的角度切入，

觀察地方社會文化如何持續變化和轉型，發展社會

組織和儀式的新型式。他提醒，透過追溯宗族、同

鄉會、佛寺分廟、廣泛分布的廟與分香網絡，靈媒

信仰的網絡等多元化的系統如何在東南亞不同地

區相互作用，以及他們如何聯接不同的方言群體，

更可以引導中國地方歷史研究成為一種新的全球

史，探討亞洲貿易網路的文化元素，這一分析方法

如果應用於東南亞華人社區歷史研究，也大有潛力

可為。我們也認為，過去如華琛關注神祇標準化與

科大衛（David Faure）透過宗族研究討論帝國治理

華南地區的過程，無法避免將不同的區域與地方視

為整個中華帝國意識形成的一部份的視野侷限；香

港、東南亞和臺灣民間信仰在組織結社與儀式互動

上的多元面貌則可以視為一種逸出於帝國之外的

文化元素，在各自的歷史條件、當代國家治理與社

會環境中與中國原鄉產生各種橫向的互動、影響、

變異，以及新的意義。因此，以香港福建移民創建

的廟宇，在探討福建移民分香廟與神明祖廟跨境跨

國研究上將提供中國史、東南亞區域史一種更為多

元解釋觀點。

　　香港聖公壇總幹事向筆者形容同鄉會所也是

神明祭拜場所的原因：只有神明才能凝聚鄉親。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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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祖廟大型石雕像所引發的媽祖造像與挪用現象

討論「標準化」問題，提到地方頭人、菁英份子、

工藝師與信徒共同合作謀略，完成媽祖造像，因此

標準化為一由上到下，由下到上雙方共同謀略的過

程。22 筆者在莆仙同鄉會與香港媽祖文化聯誼會所

觀察到的媽祖神像，玉媽祖神像實與湄洲祖廟廟內

神像並不相似，香港媽祖文化聯誼會另尊巡遊媽祖

木雕神像，則迎請湄洲祖廟已雕好的神像，筆者在

2015 年湄洲祖廟訪問即見數尊相同神像列於寢殿，

等待其他廟宇、海外團體或個人請神分香，祖廟並

授與標準化的分靈證書、印鑑與清皇帝詔書，祖

廟在神像「標準化」的過程扮演重要角色。因此，

福建各神明祖廟在國家或地方政府賦予整合各地

華人民間信仰的任務，可為未來討論民間信仰「標

準化」問題，提供更符合當代意義的觀察。

　　近年來透過新加坡華人回中國原鄉祖籍地建

設，重建宗祠進而參與原鄉廟務並重建原鄉廟宇，

柯群英以安溪柯氏為例，探討新加坡華人移民從宗

族到跨國網絡關係的建立，指出在安溪復興宗教傳

統，對安溪當地村民而言為現世需求而求神拜佛的

心理，與新加坡華人相類似，此等共同宗教心理，

以及對公祭活動的共同認可，使得兩個不同群體走

在一起，共同再造宗教儀式。共同的宗教儀式實

踐，為兩個群體提供了一個交流的平台，而祖鄉官

方的參與出席、宗教合法化與宗教作為社會經濟資

本亦是值得關注的焦點。23 另外，從參與中國官方

與湄洲祖廟主導的中華媽祖交流協會或中華鳳山

廣澤尊王交流協會等案例，可以發現全球化、交通

便利與資訊時代下的華人宗教現況，已不再是中華

晚期帝國的圖像，我們必須考量到更具現代意義與

不同國家的政治脈絡，才能理解「是什麼使中國社

會聚合在一起」24 這樣的問題在當代產生的變化。

簡而言之，民間信仰的宗教與政治層面，兩者不易

區別，自宋代以來的官府認可祠廟合法性，而民間

亦自有一套回應的方式，在當代，受到政府大力支

持的祖廟，亦有相同的現象，福建各地原鄉祖廟或

湄洲祖廟與等皆有其對臺或海外華人宗教交流的

整合目的，而本研究亦提出另一層次的觀察，將祖

廟現象用民族學的視角解析，進而提出廣府人與福

建人存在謁祖進香觀念上的差異。

志明亦指出：「親屬與宗教情感都在華人與祖籍村

的聯繫扮演重要角色。隨著近親逐漸逝去，對祖

先和宗族神祇觀念之宗教情感將使該聯繫繼續延

續。對在中國共同神祇的宗教認同同樣確保華人對

中國的持續興趣，無論中國的經濟、政治發展如

何」。21 香港福建移民以民間信仰為載體，環繞在

「祖廟 - 子廟」與「祖鄉 - 同鄉」兩組概念下，「神

與人」中介其循環與延續，在同鄉會各自運作或是

參與跨祖籍宗教活動，都能扮演凝聚同鄉的重要角

色。

　　此外，透過香港同鄉會廟宇與祖鄉神明祖廟，

我們也能探討華琛理論是否適用於香港同鄉會廟

宇或有其不足之處，華琛從香港廈村與新田的研究

提出「神祇標準化」的觀念，國家「欽准」神祇的

創造，例如天后，透過地方菁英的運作，使地方信

仰呈現出「欽准」神祇的樣貌，一方面信仰獲得合

法化，另一方面地方菁英得以提高自己及其鄉里

地位，他並提到，地方神明的提升過程相當順利，

到清朝中葉，地方神明已逐漸由少數欽准的神祇

取代。華琛與西方漢學家共同關心的問題是，中

國幅員遼闊，帝國晚期的統治，如何將國家邊緣

的人群，整合到國家的框架內。本文第三部份闡述

香港民間信仰廣府人與福建人在祖廟意識的差異，

以廈村為例，雖然廈村鄧氏宗族自清代以「天后」

作為主要的神祇信仰，看似經由神祇標準化統一諸

神，但我們也能從十年一度的太平清醮的醮棚中，

看到許多非天后信仰，在廈村太平清醮的傳統中，

參與太平清醮的所有圍村神祇，在這幾天都一同登

上醮棚鑑醮。換言之，對廈村鄧氏宗族而言，天

后固然重要，其他神祇亦不能得罪，我們在整個

儀式過程，看不到些許帶有祖廟意識的運作，當

然也無分香子廟與湄洲祖廟的關係，至於福建人，

移居香港則從原居地香火分香，於是在北角可以看

到石獅人的城隍廟、晉江人的代巡王爺、深滬人的

保生大帝以及在屯門的南安人廣澤尊王鳳山寺，比

對祖廟與子廟的奉祀神明，天后對他們而言不若原

鄉神祇重要，並以固定或非固定時間回鄉省親並謁

祖進香，經由廣府人與福建人在謁祖進香的比較，

就能說明神祇標準化理論的不足之處，以及在當代

討論所必須顧及不同地域的差異。另外，張珣從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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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名 型態 主祀 旁祀

香港鎮海宮

(香港華峰校董會)

分香廟 阿爺公 觀音佛祖、安官公、救伯公、代巡王爺六尊、夫人媽

六尊、財神爺

晉江鎮海宮 祖廟 阿爺公 青王公、夫人媽、樹王公、土地公、聖王公、聖王

公夫人媽、閻君公(夫人媽)、文昌公、城隍公、什

王公、馬少爺、代巡王爺十三尊、鎮海船公、財神

爺、金童子

香港寶泉庵

(旅港東安聯友會)

分香廟 保生大帝 玉皇上帝、觀世音菩薩、三坪祖師以及女媧娘娘

滬江寶泉庵 祖廟 保生大帝 秦王府

香港石獅城隍廟

(石獅寬仁同鄉會)

分香廟 忠佑侯城隍爺 忠祐侯夫人媽、玄天上帝、開山殿七位大總巡、馬舍

爺、開山殿七位大總巡、夫人媽、觀音佛祖以及開山

殿二十四司

石獅城隍廟 祖廟 忠佑侯城隍爺 二位尊王、土地公、城隍夫人、開山殿七代巡、觀世

音菩薩、斗姥元君、太歲

附錄一、香港福建移民分香廟與福建原鄉祖廟祀神比較表

（根據筆者2008、2014、2015年田野記錄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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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福建神明佑香江祈福和平大法會活動流程

2011 年 7 月 2 日 迎鑾接駕 神明登壇順序

1. 13：30 分香港聖公壇與香港聖公廟廣澤尊王牌位、廣澤尊王與

妙應仙妃金身

2. 14：00 湄洲祖廟媽祖金身蒞臨  香港莆仙同鄉會信眾

3. 14：30 南安市社壇雲龍寺惠澤尊王金身駕臨

4. 14：45 武平均慶院定光古佛金身駕臨

5. 15：00 香港顯淋宮保生大帝

6. 15：10 安溪清水岩清水祖師

7. 15：20漳州三平寺三平祖師  （香港漳州同鄉總會進入廣場後，

信眾與工作人員高喊「進啊！進啊！」遂將神轎扛至棚內場外

舞獅團）

安神淨壇 由道士主持，廟方代表與信眾在後，道士讀經、安神與淨壇，結束

後信眾插香

祥獅獻瑞 舞獅表演

玄門晚課 香港圓玄學院

2011 年 7 月 3 日 玄門早課 香港圓玄學院 ：太上玄門功課經

入場儀式 各代表團繞行維多利亞公園並依序入列

開幕儀式 1. 與會單位包括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港島工作部、福建省委統戰部、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全國政協常委、福建省道教協會、

香港道教聯合會

2. 奏國歌

3. 雄獅點睛，由上述來賓依序為舞獅點睛

4. 來賓致詞與頒發感謝紀念品

平安米派發

發奏科儀 朝拜儀式：湄洲祖廟廟方代表人在前，信眾在後，依序由不同神祇

與社團代表祭拜

妙共進寶  道教科儀

觀三界燈 南安惠澤尊王、雲龍寺廟方代表三人，餘信眾在後

2011 年 7 月 4 日 供諸天科 香港圓玄學院經生團主持

觀百神燈 香港圓玄學院經生團主持

普施 香港廣澤尊王慈善基金會

凱旋回歸 15：00 各神明凱旋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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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十日 10 月 23 日 上午八時半 作齊灶（承商到會免作。布置醮棚及旗飾）

下午七時 莆上祭英雄（總務與喃嘸決定時間）

閏九月初一日 10 月 24 日 下午七時 祠堂角祭小幽（佈置辦公棚和公廠）

閏九月初三日 10 月 26 日 上午六時 取水凈壇（起碼前三名緣首同往，最好前十名同往）

上午八時 揚旛；即豎旛杆／朝懺

上午十時 迎神登壇：大會備兩部車，由喃嘸帶領緣首及父老等到沙江

廟、靈渡寺、大頭山……等地迎神

下午三時半 金龍開光：簪花掛紅（元朗民政事務專員），金龍點睛（元

朗警區指揮官總警司）採青

下午四時半 啟壇典禮：局長主持剪綵和上香

發功曹（緣首陪同）

閏九月初四日 10 月 27 日 上午八時半 行香隊伍集合 早膳（八時半朝旛，緣首陪同）

上午九時半 出發行香，順次序為：

1. 大會金龍 2. 新圍 3. 錫降村 4. 錫降圍 5. 東頭三村 6. 祥降

圍鳳降村 7. 新生村 8. 輞井圍 9. 田心村 10. 李屋村 11. 紫田

村 12. 白泥村、厦村市、沙洲里

路程：祠堂　錫降圍　祥降圍　新圍　錫降村　巷尾村　羅

屋村　東頭村　鳳降村　沙江廟　輞井圍　沿天水圍河西行

人路至沙洲里回棚

閏九月初五日 10 月 28 日 上午九時半 出發行香，次序與昨天相同，路程如下：1. 厦村市 2. 新屋

村 3. 新生村 4. 新李屋村 5. 田心村 6. 田心球場 7. 青磚圍 

8. 屯子圍 9. 新慶村 10. 紫田村 11. 小坑、寶塘下（喃嘸／

緣首）。行香隊伍橫過公路到 12. 泥圍 13. 順風圍 14. 鍾屋

村。過田心球場，經田厦路至田心路東行到河邊，回程經 

15. 沙洲里，回醮棚。

下午八時半 散花

附錄三、廈村十年一度太平清醮的活動程序

整理自鄧永成等編，《廈村鄉約─甲午年建醮特刊》（香港：廈村鄉約甲午年教務委員會，2014），頁 41-42。

閏九月初六

日

10 月 29 日 上午九時半 正醮日，全體委員、父老列隊迎接來賀醮之友好村落鄉

親及嘉賓，祥龍、醒獅、麒麟助慶，並素筵款待。

下午八時 迎榜：全體緣首齊集廣場榜棚，拜祭及稟告天庭陸續上

榜（緣首提著燈籠，鑼鼓聲響，道長唱名）迎聖

閏九月初七

日

10 月 30 日 上午九時半 出發行香：車隊到元朗安興街集合，全體隊伍依第一日

次序沿渠邊前往 1. 大樹下天后廟 2. 水蕉老圍 3. 水蕉新

村。全部上車向南邊圍出發（停大昌附近慢線） 5. 步行

到南邊圍。採訪完畢，登車回程、到醮棚散隊。

下午二時 施化子：捐贈予慈善機構

喃嘸領導第一名至四十九名緣首，參加禮拜北斗

閏九月初八

日

10 月 31 日 下午四時 祭水幽、放水燈（即走文書、放生》

下午八時 水陸祭大幽：化大士、圓隆／元隆。午夜過後做齋。翌

日上午酬神，由十名緣首及多位委員同行，酬謝神恩，

下午行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