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錦田鄧族點燈在疫情期間大受影響，規模大為縮
減。今年全面復常，新丁有九名（有些是因疫情未
能點燈的老丁），其中到長房清樂鄧公祠（思成
堂）點燈者有五人，到二、三、四房鎮銳鋗鄧公祠
（茂荊堂）點燈者有四人。鄧族各房子孫分布錦田
幾條圍及多條鄉村，今年新丁有六人居於吉慶圍。
正月十二是吉慶圍開燈日。

在圍門協助點燈事宜的 70 歲父老說，吉慶圍自
2020 年以來已沒有點燈，所以今年新丁是累積數
目，原本有八人，但有兩人家中有白事，明年才辦
點燈，其中有新丁已達七歲之齡。開燈由早上9時
開始，由神廳起，跟住到圍門土地、社壇、圍門
躉、井頭，六名新丁的家人已預先在家點亮走馬
燈，之後到該五個地點點亮紙花燈及拜祭，每一地
點拜完後都會一齊打響自攜的銅鑼，一時鑼聲四
起，喜樂之聲遠近可聞。完成拜祭後就分燈肉，即
豬肉，今年丁頭各出三斤熟肉，18斤豬肉分給185
個門頭（戶籍）。父老說，正月十五圓燈當天，化
燈由社壇始，之後是圍門躉及井頭、圍門土地、神
廳、丁頭家。

水尾村筵開逾百席盆菜宴
正月十二清樂鄧公祠思成堂開燈，祠內大花燈下

掛大芋頭，寓意多子多孫。正月十五圓燈日早上
吃丁粥，10時祠堂內已出現拿丁粥的人龍，粥以大
頭菜、雞肉和排骨熬製，村民及村外人均可享用。

每張桌座無虛席，桌上擺放的紅色長盒內有12格或
8 格，放有雞鴨、冬菇、臘腸等菜餚，人人大快朵
頤。

清樂鄧公祠及洪聖宮廣場可說是錦田鄧族慶新春
活動的重點區域。水尾村同慶堂花炮會正月十四晚
在祠堂舉行聯歡晚宴，筵開百多席，擺滿祠堂內
外，席間有舞龍舞獅助興，約千人所享用的盆菜是
村民用柴火煮出來，款式多達十樣，可謂十全十
美。水尾村居民代表鄧達兼說，去年已恢復煮一些
盆菜慶祝，今年全面復常，已達到疫情前逾百圍的
目標。到正月十五晚上，在天后廟廣場賀元宵食燈
粥並舉行競投各式福品。

水頭村歌唱表演慶洪聖誕
水頭村正月十五亦復辦洪聖誕，上午11時水頭村

金龍醒獅團往鎮銳鋗鄧公祠採青，然後返回洪聖宮
廣場表演。洪聖宮香火鼎盛，六隻燒豬排開供奉洪
聖爺，12個花炮會敲鑼打鼓還炮上香謝神恩，並往
附近的祠堂叩拜。

下午1時開始抽炮，水頭村洪聖誕大會統籌鄧錦
良宣布由今年開始各花炮會送來的燒豬不會接收，
請各自原隻抬回自己炮會享用。鄧錦良稱，水頭村
正月十五元宵節是慶祝洪聖誕並配合歌唱助興已歷
史悠久，由五十年代末開始請歌伶唱粵曲，直至今
天慶祝洪聖誕必有歌唱表演。他由1984年接手做統
籌至今已40年，並說昔日親友習慣正月十五來看搶

花炮兼來拜年，多年來活動得到叔伯父老支持，如
今期望村中後輩接棒。各花炮會醒獅隊麒麟隊輪流
在廣場表演採青，並抽出花炮名次，第一炮得主北
圍村青年會，第二炮為八記車房，第三炮為水頭村
同樂堂。

錦田鄉各村於甲辰年新春期間全面恢復因三年疫情停辦或縮減規模的賀歲節
目，陸續舉行點燈、盆菜宴及舞龍舞獅等活動，可謂各村各自精彩。其中水尾村
和水頭村正月十四晚及十五元宵節日夜都繽紛，水尾村在清樂鄧公祠辦聯歡盆菜
宴、在天后宮廣場食燈粥，水頭村慶祝洪聖誕及元宵。兩村活動吸引錦田鄉各村
村民和外來者參與，清樂鄧公祠及洪聖宮廣場人山人海，喜氣洋洋。

香港商報特約記者 梁美儀 記者 鄭玉君

清樂鄧公祠的丁粥多料好味，人人大快朵頤。
吉慶圍開燈，祭品份數顯示有六名新丁，拜祭期

間，新丁家人添燈油及上香。 記者 鄭玉君攝 水尾村同慶堂花炮會在思成堂舉辦聯歡晚宴賀新春。

水頭村慶祝洪聖誕，各花炮會醒獅隊表演採青。
特約記者 梁美儀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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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鄭玉君報道：幾成荒村、常
住民三人的沙頭角客家村谷埔，正月十五當天近二
百名村民回來聚餐，還有消失三十年的麒麟再現，
並巡遊村內各處，有出席村民表示，活動由外間人
士發起，對此表示感謝，很懷念昔日新年熱鬧情況
較現時多三倍的歲月，期望谷埔可盡快改善交通如
街渡復航，令回來修整舊屋的願望變成事實，谷埔
才復興可期。

鄉郊保育辦公室的鄉郊保育資助計劃，近年撥款
資助有關谷埔的保育，元宵當天的《麟谷祥聚——
谷埔新春節慶》活動，便是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
的 「《共敘谷埔》於谷埔共創、共享、共學、共
樂」的項目。

冀街渡復航重建祖屋才有望
谷埔歷史逾300年，1957年時有500多人居住，但

上世紀六十年代起，村民陸續搬到市區或移民英美
等地，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仍有百多人居住，惟上世
紀九十年代街渡停航後，人去樓空，現時常住居民只
有三人。今次元宵聚餐是近十年內最大型的活動。

四十多歲的吳麗嫦在市區及沙頭角長大及生活，
未曾在谷埔生活，她說父母年輕時已搬往市區謀
生，但仍會回家鄉，因此她自五歲起不時到谷埔。
她記憶中的谷埔新年是家家戶戶都煮特色菜，麒麟
有幾隻，都是村民自己舞，那時仍有百多人住，熱
鬧情況是現在的三倍。與她一同參與活動的吳母
說，谷埔變得荒涼，都因交通不方便，兩母女都希
望街渡復航（1998 年停辦），有交通才可談重建
祖屋問題。

今次客家麒麟巡遊谷埔，舞者為村外師傅，麒麟
是全新的，超過 200 位中小學生、海外與本地村
民，共同參與製作和設計屬於谷埔的麒麟，並由理
工大學送贈予谷埔村。其中早年移英、現為英國伯
明翰華聯社中文學校校長的宋玉錢，麒麟頭上的對
聯由他所題： 「谷村遊子闖四海 埔眾五洲展輝
煌」，表達村民飄洋過海的情況。年屆 73 歲的
他，近20年來每年回鄉最少兩三次，感嘆家鄉五
十年如一日，沒有馬路，沒有街渡，碼頭亦水淺難
泊船，這些都須要盡快改善。

村民在村中士多 「重聚」 用餐。 記者 鄭玉君攝

消失消失3030年年 谷埔麒麟再巡遊谷埔麒麟再巡遊

錦田鄉兩村賀歲 元宵夜繽紛

【香港商報訊】特約記者梁美儀報道：甲
辰年正月二十日（2月29日）沙田大圍村慶祝
立圍450周年，侯王宮外人潮如鯽，村民擠滿
空地紛紛上香並拉放花炮，熱鬧歡騰。

沙田大圍村村公所為慶祝立圍，門前懸掛
巨型花牌，上書大圍村立圍450周年誌慶。上
午 11 時村民在村公所集合，兩隻大燒豬先
行，在大圍村醒獅隊帶領下鼓樂喧天，從第
一街舞向積存圍，積存圍的圍門屬二級歷史
建築，通過圍門到達侯王宮。侯王宮供奉楊
侯大王、車大元帥和福德公，並掛有四盞丁
燈，是為過去兩年村中出生的新男丁點燈，
其中一位新男丁的媽媽抱嬰兒來祈福。祭
桌上放有九碗粉仔和九碗湯圓、雞及生果，
三位村長與村民誠心拜祭。眾人離開侯王宮
跟拜圍門神祇，再往大圍村口拜護圍佑
土，最後大隊回到村公所廣場祭祀立圍伯
公、大王伯公和社壇伯公。

歷年最大活動青少村民齊參與
新界鄉議局副主席、沙田鄉事委員會主席

莫錦貴與三位村長及鄉親一齊切燒豬，他並
為金龍點睛。莫錦貴說今次是歷年立圍紀念
日最大型的公開活動，高興看見許多青少年
村民參與，希望藉此讓村中年輕一輩了解大

圍村的歷史並傳承下去。金龍點睛後再依
照醒獅路線去積存圍及侯王宮拜祭，圍繞
大圍村一圈後回村公所。眾人踴躍解囊放
於採青盤內，醒獅在歡呼聲中採青。村公所
廣場筵開十多席，坐滿老幼村民，村民烹煮
懷舊粉仔，材料有粉、肉碎、肉片、冬菇和
蝦米，記者嘗過粉仔非常美味。

大圍村建於1574年（明朝萬曆二年），是
沙田區歷史最悠久及規模最大的村落。原居
民村長韋國明稱，以往立圍紀念日都是村民
自資圍內歡聚，近年因疫情都沒有聚會。今
年恰好是立圍450年，村長們提議阿公出錢搞
大型公開慶祝。他說大圍村是雜姓村，共有
16個姓氏，韋姓佔半數，現時原居民
男女合計逾千人，包括嫁入來的
媳婦。

立圍450年 大圍村湧人潮

新界鄉議局副主席、沙田鄉事委員會主席莫
錦貴（中間白衫者）與三位村長及鄉親合照。

特約記者 梁美儀攝

睽違30年的麒麟走在鄉間小路，舞者為外間師傅，尾隨者是年長村民及外來者，但上世紀80年代時
（左圖，村民何瑞庭提供圖片），尾隨舞麒麟的多是小孩，這是當年婚嫁活動時拍下。

大圍村醒獅隊帶領村民由積存圍舞向侯王宮
拜祭。

水頭、水尾村位置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