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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洲仔昔日為一小島，位於大埔墟東部的吐

露港海濱，為大埔墟經吐露港往惠州等地的交通

要道。自1949年開始，由於政局的轉變，大批鶴

佬漁民駕漁船到這裏居住，逐漸形成一個社區。

1976年政府宣佈發展大埔新市鎮。在新市鎮計劃

下，政府在元洲仔附近進行大規模的填海，元洲

仔與新填海所得的土地連在一起，元洲仔漁民被

遷徙到其他地方。雖然漁民被遷徙到不同的地

方，但是，位於元洲仔島上北面的大王爺廟仍然

扮演著維繫漁民的角色，遷出的漁民每年皆在該

廟慶祝大王爺誕。拙文〈大埔元洲仔大王爺誕考

察報告〉探討大埔鶴佬漁民組織社群以氏族為中

軸，以宗教活動為輔團結族群，透過大王爺誕，

我們可見到該族群與社區人脈關係及族群架構。

本文希望沿著上述的思路，通過考察當地的遊夜

龍儀式，讓我們思考宗教活動如何強化族群內部

成員的身份，以及群體內部的差異。

原居於元洲仔的漁民分別為石、鍾、徐和李四

個姓氏。按照他們的習俗，於每年端午節晚上扒

「夜龍」，除化衣祭水幽，祈求水陸平安外，他

們更強調讓活動是為了供奉宋朝皇帝，將神像請

到神艇上進行遊夜龍儀式。由於鍾石兩姓遊夜龍

時間幾乎同時進行，所以筆者用了兩年時間，分

別觀察兩姓所舉行的遊夜龍儀式。

一、2015年鍾氏穎川堂遊夜龍

1. 背景

據鍾偉強 1 說，舉行遊夜龍與宋朝國王的傳

說有關。在南宋末年（1279年），「文昌二帝」

隨同宋帝昺在嶺南沿海抵抗元軍。他們逃難至惠

東，宋帝昺不慎墮海，幸得七個不同姓氏的人

（包括石、鍾、徐和李四個姓氏的祖先）等拯

救。宋帝昺為了感謝他們，於是賜予神像和「宋

朝國王，天子同家」等稱號。抗元失敗後，「文

昌二帝」壯烈犧牲了。鍾氏族人為紀念其忠勇，

乃塑造神像，透過問杯，每年輪流把神像供奉在

族人的船隻中，每年農曆正月初五及五月初五

日，全族人會共同祭祀該神像，並一同共享「平

安飯」。鍾氏穎川堂「遊夜龍」儀式已被例為香

港非物質遺產。

2. 農曆五月初四至初五日（2015年6月19至20

日）

2015年6月19日晚上9時，筆者到達鍾氏穎川

堂會址訪問鍾偉強先生。據鍾先生所說，大埔元

洲仔鍾氏和石氏早在戰前已在鄉間舉辦遊夜龍儀

式，鍾氏穎川堂族人來到元洲仔後繼續舉辦該活

動。曾居於元洲仔內的寶安縣鍾氏東山堂族人，

由於其祖先沒有參與救駕，所以沒有參與該活

動。大埔元洲仔漁民至今仍舉行遊夜龍儀式的，

除鍾氏穎川堂外，還有石氏。徐氏來到大埔後，

只舉行了幾年遊夜龍活動，便停止了。李氏隴西

堂遊夜龍的儀式也停止了。元洲仔蘇氏沒有參加

營救宋帝昺，因此並沒有遊夜龍習俗。2

9時30分，香港廣播電視有限公司「香港本

色」節目的工作人員亦來到穎川堂會址，訪問鍾

偉強先生有關遊夜龍的歷史及傳承等問題。 

10時由內務值理鍾國真先生（專責處理神壇事

務）負責以問卜方式向神明詢問簪花掛紅、灑紅、

遊夜龍出發時間、採青地點、行經地點，以及回程

時間等各項細節。鍾國真先生用鶴佬話向神明稟告

遊夜龍儀式安排，再用廣東話向信眾複述內容。11

時，各人為「文昌二帝」神像簪花掛紅。12時，各

人將鋪了三張分別為紅、黃、綠三色的紙灑紅，色

紙分別代表大王爺、二王爺及三王爺。據鍾偉強

說，以前會用活雞的鮮血灑紅。現在由於政府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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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賣活雞，於是便用紅色顏料代替雞血。

凌晨1時，值理在鑼聲的帶領下，將會址內

的「文昌二帝」神像、鸞座和祭祀用品捧到門外

的貨車，再運到三門仔碼頭。到達碼頭後，鍾氏

族人將「文昌二帝」捧到一艘龍舟上，船上掛了

寫有「千子」、「萬孫」和寫有「宋國王朝」字

的燈籠，龍頭插有一支龍頭頭牌，直寫「宋朝國

皇」，橫寫「鍾氏穎川堂」，龍尾插有一支印

有「鍾氏穎川堂」字的黃色龍旗。龍船上還插

了分別寫有「清道」、「龍」、「虎」等圖案的

旗。神龕被安放於龍舟的中間位置，其旁置有一

把羅傘。24名壯丁隨即把龍舟扒往吐露港，途中

還會上香、化寶、撒衣紙。到了吐露港近馬屎洲

沿岸，便舉行採青儀式。各人徒手在岸邊採取青

草，把青草放入龍口，並將其紥緊。並在岸邊放

生魚和烏龜。採青後，壯丁把龍舟扒向大埔舊墟

天后廟和大王爺廟岸邊，化寶遙拜神明，以示尊

重。最後把龍舟扒回碼頭，將神像送回會址安

放。然後將放有經灑紅的三色紙的燈籠分給族

人，寓意添丁發財。

鍾氏在元洲仔未遷徙上岸前，每年皆以問杯方

式決定當年「文昌二帝」神像由誰供奉。但是被

遷徙上岸後，因為各成員居住的地方淺窄，故改

為在大埔巿區的一所大廈內設立「鍾氏頴川堂」

會址，作為供奉「文昌二帝」神像及氏族成員聚

會地方。「頴川堂」現有成員三百丁，每年皆是

由各成員分攤各項經費，今年每丁支付港幣350元

以支持該活動。

二、石氏武威堂遊夜龍

1. 背景  

據石偉民 3 提供的資料指，宋帝昺在逃難至

廣東陸豐東南石帆港海口時，得到包括石、鍾、

李、徐等七姓人救駕，把宋帝安全送到零丁洋，

逃避元軍追殺。宋帝為了表彰石氏祖先救駕有

功，賜予「宋朝國王，天子同家」等稱號，以作

印證，並把玉印、聖旨及其他證件給以寄存，但

是，現在有關的物件已經下落不明。

石氏族人在1940年代來到大埔元洲仔定居，以

捕魚為生，並在元洲仔繼續舉行遊夜龍的儀式。

石玉龍4 指起初是用鶴佬船舉行遊夜龍活動，船體

較闊但長度則較龍舟短，只有八個男丁扒夜龍，

1960年代後才改用龍舟替代鶴佬船。在1970年代

石氏族人陸續移居到陸上生活，分別居住在大埔

太和、富善、廣福邨、西貢、沙田、上水、香港

仔等地方。石氏族人主要在大埔區居住，西貢只

有十多戶，而在香港仔和上水則各有數戶。在元

洲仔時，漁民主要住在鐵皮屋或漁船上，因為漁

牌限制不可以在公海作業，平常只在東坪洲和塔

門附近海域以拖網作業。現在因為漁獲減少，很

多漁民已出售船隻，改營其他生計。6

雖然分散於不同地方居住，但石氏族人每年仍

會舉辦遊夜龍活動。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和各

大報章雜誌曾先後採訪石氏的遊夜龍活動。現在

石氏的「遊夜龍」活動已被列為香港非物質文化

遺產。據石玉龍說，在廟棚後排神像中間持玉旨

的神像是宋帝昺，稱為大祖，原供奉於中國平海

海口廟，因該廟於文革時期被拆毀，於是石氏族

人把該神像帶來大埔供奉；而前排中間持斧頭者

也是宋帝昺，稱為細祖。石氏舉行遊夜龍時一直

是捧出細祖神像巡遊。

以往在元仔洲，在舉行遊夜龍時，十多艘漁船

會停泊在一起，漁民首先經由問杯決定誰是該年

遊夜龍的頭人，選出頭人後，頭人的漁船便順理

成章成為該年的神船，大祖和細祖的神像便供奉

在這艘神船內。除了經問杯決定頭人外，而頭人

的兩名助手也是經此方法選出來。至於活動的日

常膳食則由石氏族內婦女負責。隨著漁業衰落，

漁船數目減少，在20年前開始，石氏已改在漁棚

舉辦遊夜龍祭祀儀式。因此慰勞宴也改為在酒樓

舉行。5

2. 農曆五月初四日（2016年6月8日）

上午10時，石氏各工作人員到今屆頭人位於富

善村的家中把宋帝昺神像移送到三門仔的漁棚。

各人佈置神龕，神龕的對聯為「威功宗德流芳

遠、武孝孫賢世澤長」，橫批是「宋朝國皇」，

神龕後有黃色旗，橫寫大字是「宋朝國王，天子

同家」，直寫「扶宋室丹心昭日月，衞社稷義

勇壯山河」，神龕前設有一神枱，其上擺放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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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雞肉、豬肉和香燭等物品。佈置後舉行簡單

的祭祀。接著便在漁排上午膳，男性先行用膳，

用畢後才到女性用膳。理由是要尊重男性出外工

作養家，所以讓男性先用饍。

接著便開始佈置龍舟。龍舟掛上了寫有「千

子」、「萬孫」字的電燈籠，龍頭插了直寫「宋

朝國皇」、橫寫「宋朝國皇」旗，前排插了「清

道」字和「龍」形圖案旗，中間是羅傘，羅傘

下是安放細祖與化衣祭水幽的位置，後排插有

「虎」「百足」圖案旗，龍頭龍尾則插了石氏

旗。

佈置完成後，石氏族人在漁排閒聊及麻雀耍

樂。晚飯過後，於8時由父老石先生用海陸豐話進

行問杯，以兩勝一寶規則來決定出發時間和採青

地點，結果定於今年初五凌晨3時出發，到吐露港

的紅樓水域（汀角路雅景花園對出海邊）採青。

石玉龍指出，過往曾分別到丫洲、白沙尾、馬

腰、馬頸、白頭角和南行圍等地採青。及後舉行

問杯選出下一屆的頭人，結果以11個勝杯選出下一

屆的頭人。除了選頭人外，也要選助手。助手除

負責日常供奉大祖和細祖神像外，還要向石氏族

人收祭祀活動的丁錢（由剛出生至60歲的所有男

性皆為丁）及協助頭人舉辦該年祭祀活動，如遊

夜龍和參與大王爺誕石氏花炮會賀誕活動。這兩

年石氏每年向族內七十多戶人，三百多丁，每名

男丁收取港幣350元，作為工作人員膳食和遊夜龍

活動費用。今年五月初六日的晚宴，費用約十多

萬元。7

3. 農曆五月初初五（2016年6月9日）

接近凌晨2時，鄰近的鍾姓已出發遊夜龍了。

到2時45分，石氏的二十多個壯丁陸續登上龍舟，

準備出發。石氏負責扒龍舟壯丁戴上三角形籐

帽，穿上制服，如朝廷士兵。凌晨3時，石偉民

先向事先預備的雞蛋唸唸有詞，祈求合境平安，

之後便將細祖神像捧上龍舟，然後出發。他們先

扒至紅樓灣畔，由一名壯丁涉水走上沙灘，在草

叢間摘取長葉，然後放在龍口中。據石玉龍指，

昔日採青時須以活雞祭祀，但因為禽流感後政府

禁止售賣活雞，於是省卻了。採青後，在漆黑

的海上，壯丁扒著龍舟，沿途焚燒金銀衣紙祭祀

水中的游魂野鬼。回到大埔墟天后宮和元洲仔大

王爺廟對出的海面，壯丁便捧著細祖神像遙拜，

祈求平安。之後便扒回三門仔的漁排，在回到船

上前，先拋稱為「龍蛋」的李子及挑子下海，餘

下的分發給眾親友，據說吃後可保平安。石偉民

與父老把細祖神像捧回神龕，待石氏族人化寶上

香拜祀宋帝昺後，歷時一個半小時的遊夜龍便結

束。

4. 農曆五月初初六（2016年6月10日）

在農曆五月初六日上午11時，大祖和細祖的神

像便以貨車由三門仔漁排送到下年頭人的家中安

放，安放後只有簡單的上香拜祭儀式。

註釋

1 鍾偉強是元洲仔海陸豐漁民，鍾氏穎川堂主席以

及大埔元洲仔大王爺寶誕演戲委員會值理部首

和總務。

2 石玉龍於2016年6月9日在三門仔漁排接受訪問。

3  石偉民是元洲仔海陸豐漁民，石氏武威堂主席以

及大埔元洲仔大王爺寶誕演戲委員會值理部首

和副總理。

4 石玉龍是元洲仔海陸豐漁民，石偉民的弟弟，曾

是頭人。

5 石玉龍於2016年6月9日在三門仔漁排接受訪問。

6 石玉龍於2016年6月9日在三門仔漁排接受訪問。

7 石玉龍於2016年6月9日在三門仔漁排接受訪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