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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水上婚禮體驗水上婚禮 保育水鄉大澳保育水鄉大澳

巨型貔貅展結束 廣結國術界新知舊雨
【香港商報訊】記者鄭玉君報道：本月5日至7

日在尖沙咀文化中心舉行的 「貔貅舞專題研學及龍
獅麒麟文化展」雖然已經結束，但是在會場展出的
世界紀錄作品巨型貔貅，未來仍有機會跟大家見
面，紀錄申請人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計
劃將作品暫時存放在學校，未來適時或開放參觀，
讓大眾認識這項傳統優秀文化。而是次展覽獲得內
地文化界青睞，極有可能會在內地再辦。

該展覽由鷹鶴國術總會主辦，目
的是讓多些人認識龍獅麒麟貔

貅文化，特別是貔貅，更成
為專研項目；其實相關的貔
貅展，前年已辦了一次，
今年是第二次。那麼重視
推廣貔貅，原因是舞貔貅
雖然已經列入非物質文化遺

產清單，但它正處式微階段，少人認識亦少人學。
而鷹鶴國術總會主動做大型展覽推廣貔貅，與該會
是歐紹永門派弟子有關。

獲認證為「世界最大的貔貅紮作」
總會主席陳漢傑說，師父歐紹永在上世紀六十年

代就開始舞貔貅，十分重視推廣，但年事已高將推
廣重任交給他；第一次展覽歐師傅因健康緣故未能
出席，今次精神奕奕與家人一同赴會。在6日的典
禮上，歐師傅與數十名國術界來賓會面，共同欣賞
徒弟、徒孫的傑作，也成為眾人的打卡對象。

展覽中的巨型貔貅已獲世界紀錄協會的世界紀錄
證書。高2.54米、寬2.19米的它，認證為 「世界最
大的貔貅紮作」，由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
學聯同協辦單位大嶼山少年警訊合力紮作，主要紮
作人為林運義，林是陳漢傑弟子，即是歐紹永的徒

孫。

暫存學校冀日後再辦展覽推廣
門派弟子推廣舞貔貅文化不遺餘力，年屆82歲

的歐紹永對記者表示，應該是那麼做的，因為傳承
傳統文化就要肩負推廣責任。他說自己上世紀六十
年代開始舞貔貅，當時全香港大概只有他舞，並一
路推廣到現在幾乎沒有斷過。他指巨型貔貅一眼望
落去很大，感覺很創新。對於見到那麼多新知舊
雨，他感到很開心。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校長許振隆表
示，貔貅是中國五大瑞獸之一（龍、鳳、龜、麒麟、
貔貅），不過在香港較少人認識，他希望透過紮作巨
型貔貅這活動，能夠作出推廣，讓多些人認識，而讓
學生直接參與，動手製作，可讓他們從中了解中華傳
統優秀文化，包括紮作工藝、上色美學、瑞獸在節慶

中的作用等。他說，巨
型 貔 貅 暫 時 存 放 在 學
校，日後在適當時間考
慮開放給社區或社會各
界去認識和參與，讓成
果同社會大眾分享。陳
漢傑則透露，已有本地
團體希望再辦展覽，亦
有內地文化界人士表達
相同興趣，他會審慎考
慮，目標是希望多些本
地及內地人士認識龍獅
麒麟貔貅文化。

位於大嶼山西部的大澳以漁村起家，到現在雖然漁業式微，但舊時的文化和生活模
式仍存在，很多有心人都想保育它，不被現代社會急速發展淹沒。由2000年起，每年
以表演形式舉辦水鄉傳統婚禮；另外五年前政府設立 「大嶼山保育基金」 （基金），
一些團體在基金支持下推出研究和保育大澳的項目。以往三年在疫情阻隔下，不少涉
及大量群眾的保育活動受影響。幸疫情過後逐漸復常，去年底大澳水鄉傳統婚禮復
辦，大澳漁民在廣場攤位熱情地教遊人整鹹鮮魚、鹹蛋黃、蝦醬等，更用傳統舢舨載
人遊涌，讓大家體驗大澳人的生活。 香港商報特約記者 張浩林 記者 鄭玉君

大澳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曾盛產黃花魚及
花膠，主要族群是蜑家漁民，其後捕魚業萎
縮生活困難，漁民要上岸或離開大澳另尋生
計，故漁民數目日漸減少。一般而言，當時
香港的漁民要結婚並非易事，因為結婚排場
大花費多，給女家的禮金動輒五六萬元，因
此後來出現過 「姑換嫂」的情況，其實是交
換女兒來抵消禮金，後來大澳的蜑家漁民水
上婚俗亦日漸式微。查考舊時婚俗可分前期
的合婚及過文定，之後訂了好日子，漁民新
郎要三日三夜來進行脫殼，改大字，過大禮
及迎親婚宴等儀式，其間還會敲擊噹噹來
助興，而漁民新娘在出嫁前及當日與女親友
一起嘆唱，道出新婚感受及祈望，嘆唱亦即
唱鹹水歌，蜑家鶴佬各有自己的嘆唱傳統。

三日三夜儀式濃縮至一天表演
2000 年大澳鄉事委員會及大澳漁民互助

社，首次合辦 「大澳水鄉傳統婚禮展繽
紛」，目的是以表演形式來推廣漁民水上婚俗，
還可以吸引遊客，經報道後反應良好，此後成為年
度項目。但由2020年起的三年時間因疫情停止。去
年12月16日，水上婚禮終於復辦。

婚禮一如以往，三日三夜的儀式要濃縮到一天去
表演，假戲真做。當天正午時分，地上陳列大批
賀禮，新郎、新娘、姊妹、大妗、老爺、奶奶及親
朋戚友全是表演者，與長者及中學生組成的噹噹
大樂隊合共六七十人，在關帝廟前廣場集合及拍照
留念，之後列隊前往主禮場地，其間吸引不少遊人
圍觀及拍照，氣氛熱鬧。婚禮期間的噹噹大樂
隊，是指敲細銅鑼的噹噹聲，打大銅鑼的響，
協調兩者可打出噹噹的聲響，就算是表演，這也
能夠代表大澳漁民的水上婚俗。

男家撐兩隻小艇過大禮
當天下午天氣轉壞，溫度下降密雲風大，遊人頓

時少了一截，新娘與姊妹、大妗及親友乘小艇返回
漁船，拍攝到新娘在船上待嫁出門的一刻，不久男

家親友撐兩隻並排小艇，載三十六盒聘禮，金
豬椰子及禮餅果品等，還有噹噹助興，熱熱鬧鬧
過大禮。之後新娘穿上紅色大襟衫，頭蓋紅色紗
巾，面目若隱若現，與大妗乘坐小艇返回主禮台，
這表達新娘第一次的過門。在台上，新郎用紙扇於
新娘頭上輕敲三下寓意聽教聽話，再揭開頭上紅色
紗巾（鶴佬漁民也有相同婚俗），表演完畢新娘返
回漁船。

下一環節，是新郎乘舢舨到漁船接新娘過門，
真實的大澳水上婚俗新娘是有兩次的過門，因主禮
嘉賓未到，舢舨須停泊岸邊等候，而新娘則凍得要
命，故不久要上岸飲熱薑茶保暖。所有過大禮的東
西如禮餅金豬果品等陳列台上，供人參觀拍照，新
郎新娘於台上向十多位嘉賓及角色扮演者逐一敬
茶，但同時也收到不少紅封包。儀式完結後，所有
嫁娶禮餅果品分派給在場人士，可謂皆大歡喜。

12月30日，大澳文化協會舉辦舢舨遊涌，協會獲
基金撥款約200萬元，由2023年8月份開始，進行
為期 20 個月的 「大澳傳統舢舨教育和參與項目計

劃」。用人力搖櫓驅動的木舢舨，曾經是大澳漁民
的捕魚謀生工具，更是平日穿梭河涌不可或缺的交
通工具，前述的婚禮也得用它（白事也用）。但隨
漁業式微，及後河涌兩岸有大橋連接，舢舨的重
要性日漸減退，傳統木造舢舨已全消失，木舢舨早
已變為纖維舢舨。

重製木舢舨七旬居民親搖櫓
協會早前已找當地的三利船廠製造一隻木舢舨，

它並且成為舢舨遊涌的王牌（活動其他舢舨是纖維
船）。記者很幸運有機會坐上這艘新造木舢舨，搖
櫓者是72歲的叉叔，他小時就已學懂搖櫓，大概玩
了幾年，長大後已無搖櫓，這次可說是重出江湖。
他記得木舢舨從前是重要的捕魚工具，他父親及大
哥就是用它去謀生。坐在木舢舨遊涌，叉叔搖動櫓
柄來推動船前進，比用槳省力，舢舨很平穩緩進，
沒有摩打聲，可用心細賞棚屋、紅樹林的風光。

舢舨遊涌全程大約15分鐘，遊人大多依依不捨，
但大澳鄉事委員會廣場有好節目等待他們參與。活

動名 「大澳漁業技術和海產品製作觀摩與特色小食
品嘗」，讓人近距離接觸當地的標誌性海產品以及
其背後源頭。活動搞手是香港科技大學。科大2022
年1月獲基金撥款245萬元，進行為期兩年的 「社區
主體及跨代合作為本的文物保育：大嶼山散頭農民
村落與大澳漁民社區的個案研究」項目，當天的活
動是壓軸，亦是接觸最多群眾的公開項目。鄉委會
廣場的幾個攤位，主持人都是大澳漁民，教授做鹹
蛋黃、織麻繩漁網、醃製 「一夜情」即鹹鮮魚、拋
漁網，講解蝦醬是怎樣煉成的。這些名產、名物，
構成了大澳的過去，期望延續保存下去。

撐兩隻並排小艇撐兩隻並排小艇，，新郎接新娘往主禮台新郎接新娘往主禮台。。 特約記者特約記者 張浩林攝張浩林攝

新郎於新娘額頭用紙扇輕
敲三下，寓意聽教聽話。

敲擊噹噹是大澳水上婚俗獨有。 遊人坐上新造木舢舨遊涌。 記者 鄭玉君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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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大的貔貅紮作」 申請人香港教育工作者聯
會黃楚標中學校長許振隆（中），主要紮作人林運義
（左），與鷹鶴國術總會主席陳漢傑（右）在作品前
留影。 展覽有龍獅麒麟貔貅表演。

鷹鶴國術總會永遠監督歐紹永（右四）與來賓大讚展覽精彩。
記者 鄭玉君攝

展覽設有工作坊展覽設有工作坊，，
小孩對手繪貔貅興致小孩對手繪貔貅興致
勃勃勃勃。。

大澳位置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