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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介

廟宇為民間宗教的代表建築物，為地方族群

舉行祭祀及社會活動的地方，加上不少的重要社區

活動例如祭祖亦是在廟宇進行，因此廟宇可以說是

村落的核心，因此前身為小漁村的香港自然存有不

少的廟宇。隨着英國殖民管治，香港從貧窮的小漁

村急速發展為國際都會，雖然不少廟宇被拆除，但

市區中仍存在不少廟宇。許多人認為這些廟宇是舊

時的產物，代表着落後、迷信，但我認為這些建築

物在結構、營運模式以及管理方式等等的改變，顯

示人們及民間宗教如何適應現代急速改變的步伐，

而並非毫無價值。

為了證明這一點，本人在筲箕灣附近找尋一

些廟宇，並專注在其中一間廟宇進行資料蒐集及實

地研究，探索其內部結構、廟宇的歷史、廟宇內供

奉的神明的背景資料、人們的祭祀方式以及其他資

料。

筲箕灣擁有不少廟宇，其中譚公廟、天后廟、

玉皇廟和城隍廟為華人廟宇委員會所管理，其他的

則為私人廟宇 ( 圖 1) 。 本人認為城隍廟為最容易

蒐集資料以及最能代表廟宇的轉變，因此筲箕灣城

隍廟為這報告的研究對象。

筲箕灣城隍廟位於金華街及東大街之交界，

在電車總站的附近，向着明華大廈的方向走，便會

見到被樹木稍稍遮掩的城隍廟。廟宇由數位工作人

員以及廟祝負責打理，本報告大部份資料由詢問一

名稱為棋姐的工作人員、司祝及前來參拜的信眾所

得到的。

本人用了大約四天到城隍廟考察。在第一天

首先遇到祺姐，她在這裏是當義工的，本人並沒有

詳細詢問她的年齡，但外表上看似 60 歲左右。然

後在第二天遇到了廟祝，他繼承父母的職業並管理

這間城隍廟。他看來大概 40 歲左右，而祺姐稱呼

他為司祝，因此本文亦稱他為司祝。雖然華人廟宇

委員會規定要得到批准才能採訪，但是司祝還是盡

可能告訴我所需的資料。而在第四天本人用了一個

上午來採訪前來參拜的信眾，而當天是農暦初一，

人流較多，因此本人訪問了大約十多名信眾，然而

大部份信眾對本人的採訪十分懷疑，對回答本人的

問題十分審慎，因此本人亦沒有詢問採訪者的姓名

以增加他們的不信任，僅僅表明目的並詢問相關內

容。

二、筲箕灣城隍廟歷史及由來

城隍廟為一所兩進的建築物，大致是座東向

西。城隍廟外建有一圍牆，圍牆的正門位於南方。

( 圖 2)。

我們可以從城隍廟內的碑文了解城隍廟的建

廟歷史。碑文提及城隍廟的前身是福德廟，而祺

姐、司祝亦是這樣說的，有趣的是絕大部份信眾

並不知道這件事。此碑文是華人廟宇委會於 1974

年所立。碑文提及當時筲箕灣城隍廟本是一間於

1877 年由坊眾集資而建成，坐於海邊的一座小福

德廟，奉祀土地神和五通神。土地神為司土之神，

司地方之安寧；五通神為年神、月神、日神、時神

和福神，司民間所求之福與德。廟宇所在負山朝

海，香火鼎盛。華人廟宇委員會於 1928 年接管此

福德廟。後以廟宇殿宇破落，規模狹小，而且因當

時港島區除了文武廟配祀城隍外，並沒有專門祀奉

城隍的廟宇，華人廟宇委員會決定將福德廟擴建，

於 1974 年落成，奉祀城隍，兩旁仍祀土地和五通

神。

第一進的大門門額為「城隍廟」，對聯為「古

廟重新靈爽式憑開福地，四方永賴恩光普照庇烝

民」( 圖 3)。第二進中殿供奉城隍，神位的對聯為

「是非不出聰明鑒，賞罰全由正直施」，橫額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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隍殿」。但是第二進中殿的門額則為「福德祠」，

並刻有「光緒乙巳重修」，而對聯為「福兼洪範五，

德備達尊三」( 圖 4)。光緒乙巳即 1905 年。第二

進左殿供奉福德 ( 圖 5)，神位的對聯為「果是年高

多福德，唯從心正集禎祥」，橫額為「福德祠」。

右殿神位的對聯為「縱橫浩氣淩宵漢，淡盪琼花耀

火輪，橫額為「五通殿」，供奉 5 個神像，神像前

則為觀音像 ( 圖 6)。右殿第二進的對聯為「五族共

和尊聖禮賢昇平日，通祐環球息災解厄藉財神」，

上款為「民國二十八年己卯仲春吉旦」。

而透過觀察廟內及廟外，我們可見不少改建

的痕跡，例如城隍像前是福德廟的門框，這門框清

楚刻着光緒乙巳 (1905) 重修，得知福德廟在 1905

年重修前已經存在。以上證據顯示了該廟改建的方

式，改建時把福德像搬至旁邊而再置入城隍像。改

建的方法是把原本的福德廟的屋頂及牆身全部拆

除，留下了門框，然後沿着門框向外擴建，最後加

上了新的門框。而祺姐及司祝亦是這樣說的。

三、廟內的神像

1. 城隍

城隍廟內的主神為城隍，因此城隍神像在廟

的正中間而面對門口，而放置神像的神枱亦是廟內

最大及最華麗的。

關於城隍的背景資料，根據廟祝所說，城隍

是管理地府的神明，其職位僅次於閻羅王，城隍的

職責主要為管理陰府及亡靈鬼魂，同時亦管理人間

的秩序以及某一個城市的秩序，人們拜祭城隍主要

是祈求城隍保護以免受鬼魂的干擾以及和先人溝

通，同時亦會祈求平安及學業進步。

根據廟祝所說，華人廟宇委員會把舊福德廟

改建為城隍廟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因城隍的職位比

福德大，但港島區卻沒有城隍廟而有不少的福德

廟，例如耀東山上的福德廟，因此便把這裏的福德

廟改建為城隍廟。

筲箕灣的城隍起源故事有不同的版本。根據

其中一位信眾的說法，筲箕灣的城隍本身為水鬼，

但因心地善良而不願尋找替死鬼，感動了閻羅王，

因此閻羅王給予祂城隍一職。而根據華人廟宇委員

會官方的說法，筲箕灣的城隍是舊時城牆的化身，

古人相信萬物有靈，崇拜自然的思想令保護人民的

城牆（城）和護城河（隍）得以化為神靈。

2. 五通神及觀音像

而五通神亦被稱為五通財神，而且五通財神

神像歷史十分悠久，亦是從一開始福德廟建成時

已存在。褀姐說五通財神分別為文財神、武財神、

天財神、淨財神及橫財神。但碑文所寫的五通神是

年神、月神、日神、時神和福神，司民間所求之福

與德，和祺姐所說得有出入。此處的五通財神並非

指五路財神　　趙公明，而信眾拜祭五通財神通常

為祈求財運，學業以及事業。至於五通財神的起源

故事，褀姐、司祝及受訪的信眾亦不知道。觀音是

佛教的其中一個菩薩，而在香港的民間宗教信仰中

亦有信眾信奉觀音。雖然觀音廣為人知，但祺姐、

廟祝及受訪的信眾對觀音的起源故事並不清楚，只

知道觀音的特點，例如慈悲為懷、慈祥、「心地好」

等等正面特質。而信眾們拜祭觀音基本上是祈求平

安，值得一提的是大部份信眾認為觀音是有求必應

的。

根據本人幾天的觀察，所有信眾在入廟參拜

時必定先參拜城隍，然後觀音。從以上資料，本人

認為大部份人對觀音的印象為一位廣為人知、法力

無邊的神明，但甚少人深入了解觀音的背景。 

3. 福德

根據祺姐及廟祝所說，福德神是指職位較高

的土地神，與在家中及店舖門外見到的土地神神牌

不一樣，福德正神基本上是管轄一個地區，而城隍

則是福德神的上司，職位較福德神高一級，將福德

廟改建為城隍廟是一種升級，亦是合情合理的。而

信眾拜祭福德神基本上是祈求財富（求財）、幸福

（求福）以及祈求自身能成功地行功德（求德）。

4. 十王殿及其他地府神

祺姐和廟祝說城隍的兩側為十王殿及其他地

藏菩薩，而根據祺姐和廟祝所說，十王殿內的眾多

神像在 1877 年興建福德廟已經存在，有部份神像

是從其他更古老的廟搬過來的，因此當中大部份的

神像連廟祝也不知道其來歷及身份。根據祺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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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十王是指管理地府的十大地藏，其中一個是包

青天，而地藏基本上是地府內的官，專職審判死者

的罪。

十王殿的右下角供奉齊天大聖、白虎星君以

及地主神。而根據司祝所說，白虎星君為天上眾多

星宿的神明之一，主要職責為驅除邪氣，因此信眾

拜祭祂通常是為了驅除身邊的小人及防血光之災。

至於齊天大聖，雖然廟宇內放置了其神像，甚至在

大聖寶誕中會有人專門前來城隍廟內參拜，但褀

姐、司祝及大部份的信眾不知道齊天大聖的職責，

只知道齊天大聖是指西遊記中的孫悟空，有些信眾

甚至不知道廟宇內有大聖神像。

至於那片寫着「五方五土龍神，前後地主財

神」是代表着地主神，根據其中一位信眾的說法，

五方五土龍神代表着該地的龍神，前後地主財神則

代表着該地的地主神，這神牌與在家中及店舖門外

的地主神牌一模一樣，地主神是管轄房屋的神明，

和土地神不同是祂只管理一間房屋，而龍神則是管

理龍脈的神明，廟宇內的龍神及地主神是管理廟宇

及該地的龍脈，而信眾大部份不清楚祂們的背景。

5. 太歲殿

司祝說由於最近廟附近的街市因空置多年而

被政府關閉，人流亦減少了很多，有見及此，華人

廟宇委員會在這幾年放置不少新神像以吸引更多

信徒在城隍廟參拜，其中新添的太歲殿吸引了不少

信眾前來進行攝太歲的祈福活動。

由於太歲殿是近幾年新添的，因此司祝對太

歲的認識較為深入。根據廟祝所說，太歲其實是指

60 名來自星宿的神明，他們生前為文武將軍，死

後被升格為星宿神明，專門管理凡間的事務，而每

一年則有一名太歲當值，而 60 名太歲的首領是一

名叫做斗姆的星宿女神。

而每一年中會有某一個生肖犯太歲，即是屬

於那個生肖的人會觸犯當年當值的太歲，因此該生

肖的人會在那一年遇到不少的厄運及災難，犯太歲

的人需要在該年拜祭該年當值的太歲，其拜祭儀式

稱之為攝太歲。凡犯太歲的人在攝太歲的那一年年

尾亦會前往太歲殿進行感謝太歲的祭祀儀式，稱為

還太歲。大部份信眾亦會在為其他神明上香時順手

為太歲上香。

6. 天官神牌、石敢當及石獅子

根據其他信眾所說，天官賜福的神牌是在

1877 年已安放在福德廟，代表老天爺、蒼天以及

天官，基本上這份神牌所代表的神明是管理天府及

人們的福氣的，「天官賜福」這一句亦因此而得來

的，亦因此天官是職位最大的神明。就我所見，大

部份筲箕灣的廟宇都有這塊神牌，而信眾為廟內所

有的神明各上三支香後，剩下的所有香燭便會插在

天官賜福前的香爐中。

根據祺姐所說，土地神以及石敢兩個神位在

1877 年已安放在福德廟內，並在加建為城隍廟後

搬至外圍，寫着「本坊社稷正神」的是土地神的神

牌，雖然廟內已經有福德神，但廟宇的土地仍需一

位土地神看管，而福德神則看管整個社區的土地，

而旁邊兩塊極為不顯眼的石頭正是石敢當，若不是

神牌前設有兩個香爐，應該沒有人會留意。而根據

祺姐所說，石敢當是石靈的一種，除此之外關於石

敢當的資料則一無所知，部份信眾們甚至不知道這

兩塊石頭是石敢當，基本上其香火亦是信眾順手加

添上去的。

據廟祝所說，石獅子能鎮壓及驅趕邪靈及幽

魂夜鬼，這對石獅是加建成城隍廟時加添的，至於

為何會在樓梯旁加添兩隻石獅子，司祝並不清楚。

本人猜測是因樓梯的上方是社區的分電箱，這電箱

對社區的電力運作十分重要，因此需要兩隻石獅子

保護免受鬼魂作祟，香火亦是信眾順手加添上去

的。

四、祭祀活動

信眾們主要去到廟內進行四種的祭祀活動，

分別為上香、求籤、攝太歲、購置蓮花燈以及燒元

寶，廟宇亦透過舉行祭祀儀式活動來獲取收入。

1. 上香 

信眾通常會在廟內的售賣處購買香燭，然後

點燃香燭並在神像前拿着香燭鞠躬三次，然後將

其中三支香燭插在神像前香爐中，根據觀察所見，

信眾會先向城隍上香，然後觀音，之後其他神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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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序便各有不同。他們會先在廟內的神像上香，然

後再向廟外的神像上香，當信眾為所有神像上香，

餘下的香燭便會插在天官神牌前的香爐。而在收廟

時司祝及廟內的工作人員便會把所有香爐內的香

燭全部清走，惟獨城隍神像前的香爐會留下三支香

燭，根據祺姐所說是因為城隍為廟內的主神，因而

留下三支香燭以示尊重。

2. 求籤

求簽則是信眾拿着籤筒，跪在城隍神像面前，

心中想着向神明詢問的問題，並上下搖動籤筒直至

掉落一支竹籤，竹籤是神明的回應，信眾會拿着竹

籤找解籤師傅解籤，而同一支籤的解答會根據解籤

師傅、心中所求的問題、以及信眾的時辰八字，即

是生日等等的個人資料而有所不同。信眾只能向城

隍求簽，廟宇並沒有提供其他神明的籤筒。

3. 攝太歲

拜太歲則是在信眾犯太歲的那年某一個月進

行，信眾會在廟內購買一份攝太歲用的元寶衣紙，

並在元寶上寫下自己的姓名及出生日期，然後信眾

會跪在太歲神像面前，元寶會放在香爐前，並把四

個五元硬幣並列放在當值太歲像的腳底下。根據司

祝所說，此舉動是為了提高信眾的財運。然後司祝

便會開始進行儀式，司祝會敲着銅鑼並為信眾念

頌禱文，而在禱文中提及信眾的時辰八字及生肖，

為信眾消災解厄，禱文念完後整個儀式便完成。那

四個五元需留在信眾身上，以保佑信眾的財運。信

眾須在年尾回來廟中舉行儀式以感謝太歲的保佑，

而這過程稱為還太歲。

4. 購置蓮花燈

而五通神、城隍、福德及太歲的神像前通常

會放置多盞蓮花燈，蓮花燈上可寫上信眾的姓名、

其家人的姓名、以及願望，以祈求神明的保佑，而

信眾則每月需繳交蓮花燈的租金。

5. 化元寶

而信眾可在售賣處購買元寶衣紙，元寶衣紙

是一些紙製的祭品，信眾們會拿着元寶衣紙跪拜神

像，並透過燒掉元寶衣紙獻上祭品祈求神明的保

佑，或是把元寶衣紙燒掉，把這些祭品獻給死去的

親人。司祝及廟內的工作人員會收集信眾的元寶衣

紙，並在當日某一個時間把所有信眾的元寶衣紙在

化寶爐內燒掉。

6. 信眾

而前來城隍廟參拜的信眾主要為年紀較大的

老人家。根據我的觀察，於農曆十一月十五日的那

一天，在早上 8:30 至 11:30 之間大概有三十多人前

往該廟拜祭。根據司祝所説人數眾多是因為信眾主

要會在每月的農曆初一及農曆十五的時候來城隍

廟參拜，但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而人流減少了很

多。而在三十多人之中大概有十位中年或年青人，

當中有父母帶着子女來到廟中參拜。而香油錢方

面，30 人當中大約有四至五人會在投入大約 $5 至

$20 的香油錢。有些市民並不會進入廟內，僅僅在

廟的門口合上手掌，微微地鞠躬便急急地離開。大

部份前來參拜的信眾並不清楚廟內其他神明的資

料，前來參拜是因為聽說只要向廟內的神明參拜便

能獲得保佑。而在完成參拜活動後離開廟宇時，信

眾需敲擊廟內的鼓以及鐵鐘，以向神明表示他們要

離開了。

五、筲箕灣城隍廟在結構上及形式上的轉變

根據本人所蒐集到的資料，本人發現筲箕灣

城隍廟由 1877 年至現今經歷了不少轉變，不論是

廟宇的外觀結構，及拜祭的形式及規矩等等，而造

成這些轉變的原因正正是因為筲箕灣在社區及地

理上所經歷的急速轉變，而我們可以從廟宇轉變所

留下的痕跡中推斷出筲箕灣所經歷的變化，可以說

是這廟宇是一個歷史文物，見證了筲箕灣的社會變

遷，並非毫無價值。

1974 年落成的城隍廟是基於 1877 年興建的福

德廟改建而成的。根據祺姐所說改建的形式，基本

上是把福德廟的屋頂拆走並從外圍興建一座新的

城隍廟，基本上是新的城隍廟內有一個舊的福德

廟，而本來的福德像則搬遷至旁邊，原本的位置則

由城隍像取代。

在實地考察中，棋姐曾提到人們對神明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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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存有敬畏之心，所以部份的信眾會迴避本人的採

訪，因他們害怕得罪神明。司祝亦有提及城隍廟是

一間陰廟，即是祭祀掌管地府的神明的廟宇，而祭

祀掌管人間及天界的神明的廟宇則是陽廟，將福德

廟改建為城隍廟即是由陽廟轉化為陰廟，此舉動是

否有得罪福德神之嫌疑？這是值得進一步思索的

問題。

另外，前文亦提及該廟在結構上有兩次較大

的改變，第一次是把原有的福德廟改建為城隍廟，

第二次則在廟內加添太歲殿。本人認為這兩次改變

都是為了吸引信眾。本人初步估計，第一次的改變

是因為筲箕灣本來是一個小漁港，因英政府的填海

及把筲箕灣發展為一個工業中心，本來居住在筲箕

灣的漁民漸漸搬遷至其他地方，因此祭祀的人流漸

漸減少。華人廟宇委員會便將該廟改建為城隍廟，

以吸引人流。

至於為何加建太歲殿，司祝說是為了吸引更

多信眾。本人推測可能因為在最近的十幾年廟宇附

近的筲箕灣街市的結束，讓本來到筲箕灣街市購

物並順路在城隍廟上香的信眾放棄在城隍廟上香，

因此人流再一次減少。有見及此，正如司祝所説，

華人廟宇委員會在城隍廟內加添了太歲殿，以吸引

更多的人前來城隍廟參拜。可見兩次改變皆是因為

社區內的改變而導致人流減少。這方面須要日後更

詳細的探討。

而在祭祀儀式上及規矩上，筲箕灣城隍廟產

生了很多的改變，例如本身筲箕灣城隍廟並不飼養

流浪貓狗，但現時廟內放養了一隻名為阿花的貓。

阿花是被祺姐餵飼的流浪貓狗中的其中一隻，而過

了一段時間後，其他流浪貓狗各散東西，唯獨是阿

花留在廟內，因此祺姐收留了這隻小貓，而司祝亦

對此沒有意見。阿花日間會在廟內活動，晚間便會

在廟外圍休息。而阿花亦有不少粉絲，不少的信眾

亦會專門來城隍廟探望阿花。

寺廟附近有流浪貓狗是一件十分常見的事，

例如筲箕灣南安里附近的三烈廟附近以及耀東福

德廟附近的亦有流浪貓狗聚集，但是廟宇並不會容

許流浪貓狗進入廟內，而筲箕灣城隍廟容許阿花進

入廟內正是一個形式上的改變，本人推斷是因為以

往廟宇的規矩並沒有順利地傳承，本人所訪問的司

祝年紀較為年輕，該司祝的父母本來亦是城隍廟的

廟祝，而基本上他承接廟祝一職時其父母亦沒有敎

導太多廟宇的規矩，由此可見，隨着時代的改變一

些舊廟宇的規矩亦逐漸消失。

祭祀方式亦隨着時代而改變，例如本來獻給

神明的元寶衣紙是須由信眾本人在化寶爐中燒掉

的，但現今是交給廟祝及工作人員統一地燒掉。而

最近幾個月廟內更加添了一個新的環保化寶爐。燒

元寶的形式改變以及添加新的化寶爐是因為政府

規限要減少廢氣的排放。另一方面，攝太歲的方式

亦有本來由信眾念誦禱文以及信眾需要穿上太歲

衣，轉變為由廟祝念誦禱文，以及不需要穿上太歲

衣。

本人推斷以上的改變是因為社會及人們思想

上的轉變，例如人們對環保的追求以及對流浪貓狗

的保護意識，加上一些舊的規矩跟不上人們思想上

的轉變，簡單來說則是代溝，現時的人並不了解舊

時所定規則及祭祀形式的目的意義，即使有文書記

載亦不感興趣，也不會主動地去調查，再加上文字

記載亦十分稀少，廟祝之間的傳承亦只靠親身面

授，因此一些「繁文縟節」因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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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筲箕灣主要廟宇位置圖。

圖2、筲箕灣城隍廟的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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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廟宇第一進大門圖。

圖4、廟宇第二進門口對聯及廟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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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福德神龕圖。

圖6、五通神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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