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過去三年疫情，新界不少宗族都停止
大型祭祖活動，荃灣清快塘客家傅氏是
其中一員。傅氏在此期間雖然沒有大型
祭祀，但有維持每年到13處祖先墓地割
草的工作，並奉上清香，由此，今年復
常後的大型拜祭，事情進展順利，所有
墓地少見雜草，拜祭方便；出席人數雖
然較疫情前幾年減少，但大家吃久違
的客家鹹菜豆卜炆豬肉，都感到開懷歡
暢。展望11月，傅氏將會恢復到內地祭
祖，期望屆時會有更多子孫參加。

香港商報記者 鄭玉君

大約 300 年前，十六世祖傅昌榮（傅族始祖在山
西）從廣東省五華縣來到清快塘，見此地好山好
水，適宜安居並開展農耕如種稻，生三子名宏亮、
宏熙及宏光，此後開枝散葉並分支深井、荃灣海壩
及屯門虎地，現今村民逾千，其中以深井聚居最多
村民。傅族為知輩分，每輩會依據特定字命名，以
十五世祖君貴公計起，有字輩對聯如是： 「君昌宏
超應有爵 華元錦秀習文章」，若由昌榮公算起，在
港已繁衍至第十二代文字輩。不過祖居地清快塘，
在上世紀60年代末受當局興建水塘影響，好水之地
不再，村民陸續搬走，變成廢村，目前只有一戶人
家近年返舊居長住。這名居民住所的周邊地方也是
每年村民祭祖聚腳之地，包括有大型戶外搭建廚房
用來炆豬肉。

四十多人分工各司其職
傅氏深井祖堂司理傅志堅說，雖然因限聚等原

因，族人沒有參與祭祖三年，但仍有人每年去割
草，清理祖墳，否則草多至變森林。割草小組成員
四五人，走遍13處墓地，最近的在清快塘，遠的可
至八鄉，割完後會點燃簡單香燭，代表宗親拜祭，
聊表寸心。他又指雖然無祭祀幾年，今年再做一切
如常，靠團體的力量，分擔各職務，包括採購、
廚房、運輸、場地、爐灶、割草、士多管理等，計
及祖堂司理、顧問、監督等，參與的工作人員有四
十多人。

炆千斤豬肉煮120個盆菜
其中廚房工作人員在重陽祭祖日即 10 月 23 日清

早，已到戶外搭建廚房處理盆菜材料，切鹹菜、烚
豬肉及豆卜，烚過的豬肉切件後會炆煮，大約兩小
時接近煮腍時加入豆卜及鹹菜，然後打盆即將煮好

的豬肉分別放入多個鋁盆。主廚傅運芳煮山頭祭祖
盆已十多年，他說四個紅毛泥大磚爐建了二十多
年，從前的很簡陋，只用黃泥蓋石頭，不過從前
用柴作燃料，約十年前改用石油氣。今次祭祖所用
豬肉分量跟以往差不多，約有千斤包括800斤上肉及
200斤腩肉，打盆約120個。他以經驗分享道，炆豬
肉除了一般醬料，要落冰糖，可令肉質軟腍皮融
化。

兵分多隊往拜祭至黃昏
而傅氏祭祖要吃客家鹹菜豆卜炆豬肉，原因是拜

祭地方多，有些路途遙遠，從前交通不便年代，要
走不少路，力氣很重要，於是形成這個慣例，大家
在早上先拜祭在清快塘湖洋咀及草頭坳的十六世祖
傅昌榮及十七世祖傅宏熙，午間吃完盆菜後，分成
多隊前往周邊地方拜祭其餘祖先。大約4時多，各人
回來吃晚餐。

記者這天跟隨傅氏族人到最遠的墓地拜祭，這祖
先是十六世祖傅昌榮的妻子李氏，葬在八鄉滿崗。
傅志堅說，昔年昌榮公子宏熙在滿崗教書，那裏的
父老給他好地方來安葬母親。由清快塘驅車起步，
最少40分鐘才到達。墓地位於一豬場附近，汽車要
在豬場通道駛過才到達，否則就要停在豬場門口，
花10分鐘時間從田基地前往。帶路者是負責割草事

宜的傅天秀，他說拜山前20日去割草，他與幾個人
花了三四天時間，在十幾處墓地割草，由朝做到
黑。割草多年的他，坦言每年都要割，否則雜草多
到嚇死人，遮了整個墓。怪不得昌榮公妻子的墓這
麼整潔，周圍開揚，子孫們誠心上香，祈求福澤綿
綿。

清快塘傅氏祭祖復常
疫情三年堅持割草清理祖墳

傅運芳（右）講解炆豬肉竅門。

清快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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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專欄

「戲棚搭建技藝」早於 2014 年便獲錄入《香港
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根據項目描述，那是
指地方神誕、醮會時舉辦的神功戲的臨時戲棚。它
除了可作為神功戲的舞台，也可以作為觀眾、樂
師、職員的工作及活動場所。

「戲棚搭建技藝」的核心技術是 「搭棚」技藝。
「搭棚」技藝仍然常見於今日香港建築工程，是一

種臨時搭建的輔助性設施。它的主要功能是為建築
工人提供高空工作的站立點和設備承托點。 「搭
棚」技藝在香港仍然是主流的建築技術，然而它在
內地卻因為腳手架技術迭代，近二十年漸漸淡出人
們視線。

鋸鉗為主要工具
搭建 「竹棚」用到的材料很簡單，就只有竹枝、

膠/竹篾（隨膠篾的流行，近二十年都不多見竹
篾的使用了）、安全尼龍網和鐵絲（用於拉綁尼龍

網）。它需要的工具也不多，主要是搭棚
刀、搭棚鋸和小型鉗。搭棚刀是用於
裁剪膠篾的長闊度；搭棚鋸則用來裁
斷竹枝，而近年來已改用新型的木工
鋸；小型鉗則是用來裁剪鐵絲。

至於手套，原來以前老師傅是沒有
佩戴手套的習慣，因為感覺不方便。
但是，隨工業安全意識的加強，現
時業內的施工安全準則已列明所有師
傅在施工時都應佩戴手套。

預留約1.2米空間站立
傳統工序一般從浸泡竹篾開始。師傅會在施工前

一晚浸泡竹篾，使其稍為軟化和有彈性，然後翌日
早上稍稍晾乾。不過，由於現在已改用膠篾，所以
這步驟已經不再需要了。

正式搭建時，師傅通常會從底部開始，環繞建築
物外圍搭建竹架（圍棚）。如果是大廈的裝飾工
程，師傅還可以在外牆尋找支撐點。但是，如果在
建築工地，由於這時候大廈還沒有建起，所以師傅
只能尋找 「鐵頭」（外露的鋼筋）或自行安裝 「鐵
仔」（將細型大鐵絲弄成子的形狀勾建築物內
部的鋼筋作固定）作為臨時支撐點，把竹棚紮上
去，再用竹枝作固定。

至於紮膠篾的技巧則更為複雜。師傅會以 「上
下」和 「左右」兩種方式交替進
行，並在同一個位置重複五次，使
膠篾能穩固地紮緊竹枝。而距離方
面，師傅會在水泥牆與棚架之間預
留約1.1米到1.2米的空間，以便工
人在內部站工作。

港九搭棚同敬會
「搭棚」看似簡單，但技術含量

卻不低。筆者因為調研需要，訪問
了港九搭棚同敬會的陳榮安、何耀
森兩位師傅。港九搭棚同敬會創建

於上世紀初，原為當時廣州搭棚師傅創建的同敬
堂。1911年，部分來港的搭棚工人為繼承廣州同敬
堂精神，創建了香港同
敬堂和新同敬堂，其後
演變成今日的港九搭棚
同敬會。陳榮安、何耀
森兩位師傅日常的會務
工作，除了為工人維權
外，也要負責技術教學
工作，絕對是敬業樂業。
註： 「搭棚工藝」 已

錄入澳門非遺清單。目
前，它不屬於香港首份
非遺清單之列，只有「戲
棚搭建技藝」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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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棚技藝之演變

▼近百傅族子孫拜祭十六世祖傅昌榮。
記者 鄭玉君攝

▲▼十六世祖傅昌榮的妻子李氏，葬於八鄉滿
崗，墓地周邊經割草後開揚，方便子孫拜祭，上圖
為未割草前模樣。

樓宇外牆的竹棚樓宇外牆的竹棚。。

▶左為小型鉗，右為
搭棚刀，後者可折疊。

◀10年前還在
使用中的舊式竹
鋸，現在大多數都
換了新式竹鋸。

港九搭棚同敬會的陳榮安（左）、何
耀森（右）兩位師傅。 葉德平提供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