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圍村民打鋼筋拉繩 登「鳳凰鬱」祭祖
2023年

10月31日 星期二
第 475 期

責任編輯：啟能 美編：張俊奇

踏入農曆九月，又是新界各宗族重陽祭祖時，今年的
特別處，是沒有疫情的緊箍咒下，有村落恢復到偏遠及
崎嶇的地方拜山。記者跟隨其中一條村落大埔頭鄉水圍
到船灣淡水湖 「鳳凰鬱」 祭祖，發覺經過三年時光，上
山路雜草叢生，陡峭的山路碎石也愈來愈多，為令孝子
賢孫安全，村民效法山徑建造者，在地上打入扶手鋼
筋，並拉上安全繩，參與者都大讚比從前安全。

香港商報記者 鄭玉君

踏入農曆
九月，過了
重陽，又是
每年圍村打

醮的旺季，今年2023年歲次癸卯，農曆
十月和十一月，一共有三場十年大醮，
一眾醮迷，又是時候出動啦！

打頭陣的是農曆十月初六至初十（11
月18日至22日）的大埔頭鄉太平清醮。
大埔頭鄉是區內最古老的村落之一，全
皆鄧姓，乃是錦田鄧氏家族皇姑一系的
後人，由一圍一村組成。圍者即水圍，
土人又稱之為老圍，可知其歷史久遠；
至於村就是大埔頭村，古時又稱錦里，
今人言大埔頭，常誤以為只有大埔頭
村，其實不然，主因乃是昔年興建九廣
鐵路，軌道從兩村中間田地穿過，將大
埔頭鄉一分作二，故才惹人誤會。

將設神功戲及大巡遊等
大埔頭鄉醮始於何時，已無紀錄，但

超越百年當無異議，現今的醮場就挑在
大埔頭村前的足球場，這處昔日盡是農
田，後來遭政府收地發展，幸好當年鄉
彥早有遠見，料到要為打醮留空地，遂
要求在村前建一大球場，不讓建屏風樓

遮蔽鄉村，既有風水效果，復有儲地打
醮之能，否則如此盛大的法會，真的不
易覓得合適的場地。

提到覓地打醮艱難，今年滿百年紀念
的元朗街坊十年例醮，其主辦單位——
元朗商會相信就最明白箇中煩惱。元朗
街坊醮是全港唯一由商會主辦的太平清
醮，本屆醮期是農曆十月二十至十一月
初六（12月2日至18日），宗教儀式在
頭七日舉行，手托木偶戲就在頭四日，
而神功戲就在 12 月 16 日至 20 日公演；
另外在12月3日還有一場大巡遊，以及
12月10日的 「獅王大賽」。

商會爭取成功盛會歸一
元朗街坊醮由於不是鄉村醮，並無自

己的田地可用，故歷屆都是
借用區內空地做醮場，然而
這種做法在農村的年代尚
可，但在今日元朗也成了廣
廈千萬間的時候，那就相當
棘手了！據知，今屆商會曾
考慮在水邊村的七人足球場
做醮，但因不夠地方搭戲
棚 ， 一 度 要 「分 體 式 建
醮」，將神功戲移師元朗劇

院上演，真是何其轉折！幸好臨近年
中，柳暗花明，商會終爭回上一屆的場
地——東頭工業區遊樂場做醮，如此醮
戲歸一，盛會終於能夠 「齊齊整整」登
場，方叫人鬆一口氣。

龍躍頭是北區古老大鄉，五圍六村全
皆鄧姓，與大埔頭同出一源。其太平清
醮在農曆十一月初四至初八（12月16日
至20日）舉行。上面提及的兩個醮都是
行全真科儀，但龍躍頭醮卻是遵行正一
之法，由喃嘸主壇。這個醮還有一獨特
處，就是經棚設在松嶺鄧公祠的中堂，
而非另建一木棚，故較喜歡觀賞圍頭喃
嘸大鑼大鼓式科儀的醮迷，記得一到這
個壓軸大醮，在古蹟中感受一下打醮氣
氛了！

癸卯年三場太平清醮壓軸登場
新．專欄

周樹佳，曾當編劇記者，如今是香港
史地掌故研究者、民俗文化課程導
師。著有《香港名穴掌故沉》、
《李我講古》系列、《香港民間風土
記憶》系列、《香港諸神》、《鬼月
．沉》等二十餘書。

村民耗九牛二虎之力，將鋼筋打入山地，並拉起安全繩，供其他祭祖村民以作扶
手之用。

在崎嶇山路，年幼村民須由成人手抱往祭祖地。

從水圍兩祖先合葬墓往外看，可看到赤門海峽。
記者 鄭玉君攝

「鳳凰鬱」 碼頭毀爛不少，祭祖村民上落要小心
翼翼。

大埔頭鄉為本港鄧族 「五元」元亮房支派。鄧族
始祖為鄧漢黻，傳至鄧符協為四世祖，符協生子
陽、布；陽生珪、布生瑞；珪生子元英、元禧，瑞
生子元禎、元亮、元和。自此分五大房支派，合稱
「五元」，其子孫均尊 「五位先祖」為第一世祖。

墓地環境如「大鵬展翅」
由元亮祖起，傳至七世祖觀孟，觀孟生有金、

玉、堂、滿四子。八世祖滿公明朝年間到水圍（又
稱老圍）開村，距今有600多年。滿公子宣護，生子
敬羅、敬文、敬章。十世祖敬羅搬往大埔頭村，敬
章留在水圍、敬文歿。而玉祖後人則聚居大埔頭村
尾。

水圍村民祭祖地 「鳳凰鬱」，安葬祖先十二世祖
少湖及其子十三世祖渭陽，他們都是敬章公一脈。
大埔頭鄉鄧族二十四傳子孫鄧錦富說，該墓為合葬
墓，已有幾百年歷史，據村中長輩說，昔時經濟條
件較好，有田產，聽從風水人士指點，在 「鳳凰
鬱」找到好地方，環境像雀鳥，稱 「大鵬展翅」，
將兩位祖先遺骨移至墓地合葬。水圍祭祖歷史久
遠，過去三年因疫情影響，無安排子孫前往拜祭，
今年復常，共有六十多人（村民、親友）參與。

確保村民上斜坡安全
10月15日（農曆九月初一）早上9時許，眾人分

乘僱來的大巴及小巴，由水圍及大埔墟出發往馬料
水公眾碼頭，乘搭租用專船到 「鳳凰鬱」，船程近
一小時，該地因水淺，大家須轉乘駁艇上岸，用於
上岸的碼頭呈半毀爛狀。由碼頭走到山上的墓地，
步程約10分鐘，但因山勢坡度大又滿布碎沙石，走
來頗危險。為安全計，數周前，幾名村民做先頭部
隊，清理山路周邊比人高的雜草，同時帶來鋼筋，
沿斜坡山路，每隔一小段距離，用大鐵鎚將鋼筋打
入硬泥地，但大約只做了一半工夫，相連鐵鎚的木
柄打斷了，不得已要到祭祖當天繼續餘下的工夫，
只見手持鐵鎚的村民不斷捶打鋼筋入地，不一會已
滿頭大汗，要坐下休息。當全部鋼筋都打入地後，
村民就拉上安全繩，這樣無論上
下山都安全多了。

政府地圖稱為「鳳凰笏」
從地理上看，墓地位於只有幾

十米高山坡地，但已可望到前方
赤門海峽上的水警檢查站。現時
政府地圖上及坊間稱 「鳳凰鬱」
為 「鳳凰笏」，但依據水圍兩祖
先合葬墓地之碑文，寫明地名為
「鳳凰鬱」，而立碑時間為清嘉

慶四年（1799 年）。地名如何由
「鬱」變 「笏」，相信要做一些

考證。鄧錦富則說，聽長輩說，
從海上遠處看， 「鳳凰鬱」形貌
像隻鳳凰，又多樹草，十分茂

密，或許就是 「鬱」
之來由。

鄧錦富說，早年先
輩到 「鳳凰鬱」拜山
辛苦多了，因為其時
沒有船，要走路，足
足要用兩天一夜。那
時只有五六個村裏壯
丁，作為村民代表去
祭祖，他們會擔挑生
豬肉及雞等祭品，還
有 自 己 途 中 要 吃 的
米、醃菜、豬肉等食
物，煮食用具，夜宿
山頭時的遮檔物如銅
油布，天濛光從村出
發，經三門仔，沿海
邊山路到雞井，時
已下午，就在雞井
煮食，再行一段路就
到 「鳳凰鬱」，在那
裏煮食及夜宿，翌日
起來拜山。完成後走
回頭路，到雞井煮
午飯，返到家時已黑
鼆鼆。之後有帆船，
但要看風駛，即使
只用一天時間，多數
要深夜才回到家。

到六十年代，祭祖
變得沒那麼辛苦，所
用的是機動帆船，每艘可載三四十人，要租兩艘，
因出席者有五六十人，時年十歲、首次隨長輩拜山
的鄧錦富十分興奮，因為參與者會有一元早餐錢。
那時還有煮山頭，早上11時到 「鳳凰鬱」後，一批
人抬金豬上墓地拜祭，一批人在碼頭煮食，材料
主要有豬肉、門鱔、豆卜、腐竹、筍蝦（或鹹酸

菜）、魷魚。三時煮好大家共享，4時半回程，6時
返抵大埔。但隨時日推移，祭祖活動趨向簡單，
食山頭已消失三十多年，改為上酒樓吃飯，抬到墓
地的金豬變為乳豬，金豬留待大家在船上吃。這艘
船也不同往昔，已由有冷氣的渡輪取代，所以在採
訪水圍到 「鳳凰鬱」祭祖的後半場，記者也感到舒
服自在。

「鳳凰鬱」 帶弧形的海灣風平浪靜，駁船駛離時水花不大。

大埔頭鄉2013年屆太平清醮，鄉民與承壇道侶的合照。 周樹佳提供圖片

元朗街坊十年例醮去年於舊墟大王古
廟打緣首（拜神代表）。

龍躍頭鄉打醮在天后宮外上二表的場
面。

「鳳凰鬱」 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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