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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論

       2017 年 2 月 11 日（農曆正月十五），我們二

人於早上 8 時半到達粉嶺圍彭氏村進行田野考察。

是次考察目的是從粉嶺圍太平洪朝的儀式探討彭

氏宗族的社群凝聚力。早於 2004 年，張瑞威便曾

簡介當年粉嶺圍太平洪朝的儀式。1 本文將透過田

野考察和訪談資料重新檢視這個民間宗教活動的

儀式及其變遷。

       彭氏宗族於每年農曆正月十五及十六日舉行太

平洪朝，是新年祭祀節慶活動。據說，祭祀的起源

可追溯至宋代彭氏宗族的發展。彭氏先祖彭延年及

族人本居於江西一帶。明朝年間，輾轉遷徙至現今

的地方建立粉嶺圍，並每年舉辦太平洪朝，迄今約

八百年歷史。

     據「香港記憶」所述，「太平」寓意闔家平安；

「洪」為洪水猛獸，象徵瘟疫、天災人禍；而「朝」

則為朝拜的意思。2 村民希望通過太平洪朝祈求神

靈保佑，使居民及家畜皆得平安。

二、儀式內容

彭氏村落共分正圍、北圍、南圍及掃管埔四

圍，形成方形格局。每年的太平洪朝的神棚設於正

中央空地。3

1、拜神儀式

村民先到位於北圍後方的三聖宮「請神」，

即把廟內的北帝、文昌及關帝的神像迎送到神棚供

奉，然後在神棚前點燃炮竹，象徵太平洪朝正式

開始。拜神儀式由一名喃嘸先生帶領 8 名「神頭」

進行，向供奉的神明進行參拜。據悉，三聖宮的三

位神明分別象徵長壽、功名利祿及庇佑。當日所有

的神頭均換上素黑長袍，由喃嘸先生帶領跪於神棚

前方。及後，喃嘸先生敲打木魚並徐徐朗誦經文，

讀畢即指示神頭對神明進行三叩首，表示敬意，歷

時約一小時。據村民解釋，神頭是按登記序而岀

任。村內男丁成婚後須在「神頭簿」登記名字，按

記錄輪流岀任以協助儀式的進行。村民在一生中僅

有一次機會作神頭（若家人因身體問題或宗教信仰

衝突，則會申請退出）。訪談資料顯示，該年按序

是 1984 年結婚的男丁岀任神頭，年齡介乎於六十

至七十歲。神頭之一的彭金全表示：「神頭不是

說想做就能做。一生人一次，好難得！」他指岀，

由於擔任神頭的輪候時間甚長，約三四十年不等，

故村民對能岀任神頭均感十分榮幸及珍惜，亦會落

力參與，令儀式力臻完善。

2、搶雞毛

村民牽出一隻早已預備的生雞給予喃嘸先生。

然後，喃嘸先生跪於神棚前雙手捧著生雞，帶領神

頭再作三叩首，以示將生雞獻給神明。拜祭完畢，

喃嘸先生即拔取雞毛放於竹簍中，並帶到正圍門

後。及後，三名神頭帶著竹簍，利用長梯爬上正圍

門樓，通過門樓上的三個圓洞把雞毛撒下。其時，

眾村民不論男女，均雀躍地簇擁於正圍門前爭奪雞

毛；而三名神頭於撒雞毛期間會不斷高聲詢問：「所

有人都有嗎？」以確保眾村民均能搶得雞毛。這情

況與張瑞威於 2004 年時看到「約拔取七、八根雞

毛」不同。4 根據村民解釋，雞毛有吉利的意思，

故搶得雞毛者則寓意把「吉利」搶到手。

3、擲杯問方位及扒船

在扒船儀式前，喃嘸先生先進行擲杯詢問神

明今年的流年吉位，繼而決定扒船儀式開始的方向

及位置。當日所見，流年吉位為東北方，故儀式將

會於正圍開始，依次為北圍、掃管捕及南圍。扒船

儀式由「新年仔」帶領 8 名神頭進行。新年仔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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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未婚的年輕男子以自薦形式擔任。一般而言，村

民一生人只能擔任新年仔一次。儀式進行時，新年

仔頭戴上象徵吉利的紅巾，下披紅布，領著神頭及

一隻紙船到訪各家各戶收集「污穢物」。「污穢物」

是指於搶雞毛儀式中搶得的雞毛，以及由村民準備

的其他象徵不潔的炭粒、相思豆、麻豆和金銀衣紙

等。其時，神頭會敲響銅鑼，告知各家各戶開門迎

接。新年仔入屋後便向每家的神明拜年，說「恭喜

發財、丁財兩旺」。住戶隨即給予新年仔「利是」，

然後燃放爆竹寓意去舊迎新。整個儀式需時約三小

時。在整個過程中，新年仔須不斷奔跑，以便盡快

完成四圍共一千多戶的收集工作，頗為辛苦。

4、化船

新年仔及神頭一行人等在扒船儀式完成後，

把紙船帶到掃管埔後方的空地。新年仔帶著紙船和

帶領神頭向供奉於該處的土地神作揖，其後把紙船

焚化。焚化紙船寓意驅除整條村的污穢，包括天災

人禍。村落自此得以人蓄平安，迎來吉祥。

5、啟壇

由喃嘸先生帶領神頭開壇祭煞。喃嘸先生一

邊敲打銅鑼，一邊朗誦關文。關文內容是恭請諸神

參予慶典，並開列村落中彭氏村民所有人名，其含

意是知會神明誰人有份參與祭神儀式。及後，喃嘸

先生會進行焚化功曹馬和關文的儀式。功曹馬由紅

紙及禾桿草紮成，是把關文送上天的使者。喃嘸先

生會把關文放於功曹馬背上，然後把功曹馬和關文

一併焚燒，寓意功曹馬把村民的人名送達天庭諸

神，祈求諸神庇佑有份參與的村民整年平安。

6、洗水井

喃嘸先生帶領神頭到村內三個水井前躹躬，

意謂對守護水源、養活村民及牲蓄的井神的尊重。

然後，喃嘸先生在井上灑上符水，象徵潔淨水源，

亦含有祈福的意思。最後，分別在三個水井燃燒炮

竹，代表儀式完成。

7、唱麻歌

正月十六日凌晨時分，喃嘸先生帶領神頭在

神棚前唱麻歌。麻歌的歌詞是關於麻的種植過程、

以麻造衣服，及勸人行善積德等三方面，藉此帶岀

「天道酬勤」，「人要勤力工作，努力向善」的

訊息。5 據村民解釋，以往的麻歌內容艱澀難懂和

較為冗長，現時的麻歌內容則更易理解及簡短。故

此，儀式的時間亦由昔日通宵唱誦，縮短至數小時

便能完成。



8、問杯

由一位神頭負責問杯。他手持一根長木條，

木條上放置了三對杯，包括占卜六畜平安的豬腳

杯、占卜是非的竹杯，以及占卜村民人口平安的紅

杯。神頭把這三對杯向後拋出，豬腳杯要得到兩個

陽杯、竹杯要得到兩個陰杯、而紅杯要得到一陰杯

和一陽杯才算是完成。村民表示若未能拋得此結果

則需重覆動作，直至完成。

9、劈沙羅

沙羅是指豬的膀胱。村民利用竹管把豬的膀

胱吹漲並且紮好封口。儀式中，喃嘸先生會用斧頭

將沙羅劈穿，意指劈穿污穢的東西，為村落驅除災

禍，迎來平安。

10、送神歸位

在所有儀式完成後，由神頭帶領，將神棚內

的北帝等三個神像送回北圍後方的三聖宮。神棚附

近亦有張貼告示，列明來年神頭仍須在本年儀式尾

段來幫忙。送神歸位期間會不斷敲響銅鑼，浩浩蕩

蕩，象徵太平洪朝儀式正式結束。

三、觀察紀錄及訪談

首先，從神頭簿，我們得知神頭參與儀式的

情況。張瑞威曾提及 2004 年的儀式中神頭只得 6

名，原因是其中一名神頭拒絕擔任，而另一名則不

知去向。6 13 年後，村民則指神頭簿會記錄神頭的

各項資訊，這使我們能更詳盡地觀察近年神頭的參

與情況。上文指出，粉嶺圍彭氏男丁會按其結婚的

先後，順序把名字記錄在神頭簿內，然後按年順序

輪候岀任神頭；一生人中僅有一次機會。但據我們

的計算，發現有不少村民退出，不願擔任神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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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至 2017 年的七年間的神頭資料為例，神頭應

由 1979 年至 1984 年結婚的共 115 名男丁岀任。但

在這 115 人中，名字下註明「退出」的有 39 人，

即約有三份之一的男丁退出，反映神頭的參與程度

呈下降趨勢。7

其次是新年仔的參與度。現時的新年仔由未

婚年輕男丁自願岀任。村民指出，以往擔任新年仔

的要求更為嚴謹。十年前曾擔任新年仔的阿溪表

示，「以往的新年仔不但須未婚，甚至要由從沒拍

過拖的男丁擔任」，象徵在扒船儀式時把「最純潔

的」獻給家神。但鑑於現時願意岀任新年仔的村民

甚少，村民對新年仔的要求亦較以往寬鬆，只須年

輕未婚便可。今年擔任神頭的波哥指出，「現時很

多年輕的村民都搬了出去住，但在這裡起一間屋出

來分三層租給外姓人，然後自己出去找地方住。我

幾個弟弟都是這樣做。」這解釋了為何村內年輕男

丁的數字減少，使新年仔人手出現短缺。

同時，從扒船儀式中亦可以察覺彭氏村民的

參與程逐漸下降。我們觀察到，當日有部份住戶未

有開門給予新年仔進入。依照前村長彭未齊解釋，

當日只有三份之二的住户有開門參與儀式。為此，

我們詢問彭氏村民。村民阿溪迴避了問題，只說

「有一年扒船要用到 7 小時才可完成，因為各家各

户會在家中做好準備，在家守候新年仔和神頭到

來。但現在大約 2 小時便會行完整個粉嶺圍和完成

扒船。」根據這些資料，這說明相對於以往，村民

的參與度下降了許多。

簡言之，透過田野觀察和訪談，可以看到參

與太平洪朝的彭氏村民、岀任神頭，或新年仔的人

數均漸趨下降。

四、太平洪朝的社會學意涵

涂爾幹（Emile Durkheim）在《宗教生活的基

本形式》提岀「集體表徵」的觀念。他認為宗教儀

式會使部族成員處於高度亢奮的狀態，使成員的

關係由鬆散轉變為緊密，形成具凝聚力的道德社

群。8 彭氏前村長彭未齊對我們說，彭氏一族「係

呢兩日先咁熱鬧，平時『水靜鵝飛』㗎！」這說

明彭氏宗族成員平日多各自生活，甚少交流互動。

太平洪朝期間則家家戶戶張燈結綵、熱鬧非常。兩

者形成强烈的對比。村民阿溪亦透露：「平時我

地條村唔團結㗎。」他指岀部族成員間偶有爭執，

關係並非十分緊密。就我們所見，數名村民在儀式

當日亦曾發生小爭執。由此可見，粉嶺圍彭氏宗族

的情況確實呼應了涂爾幹所主張的，「通過儀式，

群體定期地重新煥發集體情感。」9 阿溪也表示，

「呢兩日就好團結，大家一齊搞好佢。」意即村民

不論平日關係如何，也會團結起來，齊心協力做好

儀式。另外，當日村民在爭執時，有村民説了一句

「今日個神最大」，便勸阻了雙方衝突。由此可見，

儀式能使他們放下矛盾，合力做好儀式。這反映村

民在祭祀期間的關係較平日積極和齊心，由鬆散至

緊密。

其次，涂爾幹亦提及「他們一旦聚會，就有

一股因集合而形成的電力使他們處於極度興奮之

中。」10 據當日觀察，村民一同聚首於村落參與活

動，於多個儀式中亦顯得十分高興雀躍。這尤見於

搶雞毛儀式時，村民相互大聲交流：「搶到未？搶

到未？」興致勃勃，與平日沉悶的生活形成強烈的

對比。其後，我們亦見太平洪朝能團結彭氏宗族，

使族人凝聚起來。以下將分三點再作論述。

首先，村民因儀式而聚首一堂。太平洪朝儀

式雖然只有兩天，但無論是移居於外、移民，或須

上班、上學的村民均會回來參與儀式。以當日的擔

任神頭的波哥為例，他表示自己現居英國，但每

年均會特別回港參與儀式。他認為儀式十分重要，

無論怎樣也一定要回來。由此可見，在村民心目中

太平洪朝有特殊的地位，而村民十分重視這儀式。

這亦解釋了為何波哥年屆六十，仍不畏路途遙遠，

堅持每年回港參與儀式活動。就此看來，村民因儀

式而對彭氏宗族抱有歸屬感，反映太平洪朝有凝聚

社群的力量。

其次，有村民多次岀任神頭。波哥曾先後代替

其父親及三名弟弟，共四次岀任神頭。據知，這是

由於家人的身體健康問題，以及宗教信仰的衝突。

神頭的工作甚為繁重，對於已六十歲的波哥來說頗

為吃力。當天亦見他汗流浹背。然而，波哥強調：

「辛苦一兩日唔緊要啦。一定做！」這反映儀式之

於波哥來說十分重要。他有感自己身為彭氏一族，

有高度的身份認同，才願意肩負責任。這顯示岀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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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洪朝儀式能增加成員的族群身分歸屬，發生凝聚

作用。

最後，年輕一輩主動岀任新年仔。今年負責

扒船儀式的「新年仔」Billy 年約 21 歲，是大學生。

他透露，自己得知「新年仔」一角出缺，便決定自

薦擔任。他說：「見還未找到人擔任，那當作挑戰，

嘗試一下……感受是得意刺激、疲憊但有趣。」

從訪談和觀察 Billy 的舉措，可見太平洪朝使他意

識到自己是族群的一份子，故願意「主動岀一分

力」，參與其中承擔責任。這亦由於儀式引起他的

興趣，加強了他對族群的歸屬感。由此可見儀式凝

聚的效果。

但是，隨著社會變遷，粉嶺圍在進行太平洪

朝時，社群的凝聚力亦有所下降。我們觀察到村民

在今年的儀式的參與度及投入感較以往低，例證包

括多位神頭退出、肯擔當新年仔的人甚少，以及住

戶參與儀式的踴躍程度較以往低。

首先，多位神頭退出。在參閱神頭簿內的記

錄，及與村民訪談後，我們就神頭退岀的現象歸納

了四點原因：（一）部份村民因身體狀況欠佳而未

能擔當角色；（二）有村民只是簡單寫下「退出」

二字，卻沒有記載原因。岀任神頭實為村內已婚

男丁的義務。他們卻在未有交代原因的情況下選

擇放棄人生只有一次的機會，責任感成疑；（三）

隨著村民的工作及學業愈趨繁重，他們在取捨下選

擇放棄承擔神頭職責；（四）有村民因為個人宗教

信仰與太平洪朝宗教儀式產生衝突，因而退岀神頭

工作。以波哥的弟弟為例，因其妻信奉天主教，而

上香等儀式與其宗教教義產生衝突，故決定退岀。

據神頭簿記載，有 5 名已婚男丁同因宗教信仰問題

退出。這顯示村民崇尚宗教自由多於重視彭氏宗族

的祭祀儀式。由此可見，宗教規範的弱化導致村民

參與度下降，反映宗教儀式的凝聚力亦大不如前。

其次是願意擔任新年仔的人愈來愈少。隨著

時代嬗變，彭氏宗族傾向提供經濟誘因，吸引村內

年輕一輩參與儀式。在扒船儀式的過程，擔任新年

仔的角色能收到住户的利是，約有一萬多元。在此

情況下新年仔仍然岀缺，則需要解釋。我們認為除

了需要奔跑工作逾三小時外，更根本的原因是年輕

一輩對村內宗教儀式的情感已經大大下降。據村民

透露，年輕人多認為儀式事不關己。他們認為上

學、上班及社交活動更為重要，故甚少年輕村民會

自願擔任此角色。

最後，住戶參與儀式的踴躍程度較以往低。

我們相信此與村內的人口變化有關，包括彭姓村民

移民、移居村外，以及外姓人遷入粉嶺圍等，均令

彭氏人數減少，進而減少村民參與宗教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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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粉嶺圍太平洪朝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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