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
5月15日 星期三

第 502 期
責任編輯：啟能 美編：張俊奇

新．專欄

米埔隴村民祈求留古廟延信仰

到米埔隴村兩間廟宇不是易事，並非交通不便，
而是找尋入口要花一段時間，在該村敬意花炮會財
政楊瑞金帶領下，終於順利到達。這一趟入村路
程，正好反映一段收地歷史。

從青山公路新田段（往上水方向）的石湖圍路進
入不久，右面就是米埔隴上村的入口。兩廟宇在米
埔隴下村，但上村不能通到下村，要在石湖圍路一
直走，從新田公路橋墩下面通過，轉入米埔隴路，
走幾分鐘轉入左邊小路就是下村，兩廟宇在比人高
的圍牆內。

八十年代建公路村落一分為二
楊瑞金說，村落八十年代中被收的地，就是用來

起新田公路，村落就此一分為二。另外同時間有土
地收回做備用地，英雄古廟所在地也受影響，備用
地後來做停車場，英雄廟於1986年在天后宮毗鄰重
建。受土地收回影響的村民約40戶，大多搬往元朗
朗屏、上水祥華。

廟宇入口有門樓對聯曰： 「天后慈懷龍吟鳳鳴綠
水繞青山 英雄豪氣獅吼虎嘯凌雲隴米埔」，點出
廟宇神靈與地方的關係。門頂寫 「天德英雄古
廟」，代表這裏有天后宮、福德祠及英雄廟。楊
說，村民每年都會於農曆三月廿二日慶祝天后誕，
於農曆八月十六日慶祝仙師誕，即英雄廟供奉的神
祀。依據從前報章報道，兩廟早於1960年已有做戲
賀誕，剛慶祝完畢的天后誕已是第六十五屆，即兩
廟最遲於五十年代後期興建。

請36位仙師親臨保佑村民
天后廟的出現，與近海的海陸豐人的天后信仰有

關，他們來到米埔隴後，也一併將信仰帶來。仙師
來歷方面，楊稱，早年有村民陳智清是法師，於馬
來西亞請仙師回來，共有36位，配合當時流行的36
個字花。請回來的仙師都是英雄，保佑村民，廟名
英雄廟。那時生活亦貧困，小孩甚或大人生病了，
沒錢看醫生，法師一般請六壬仙師上身寫符，將符
化後加水，望符水喝後病除。楊說，不少村民從小

都 「契」給天后及仙師，他就
是其一。而英雄古廟大門有對
聯曰： 「英雄義薄蓋雲天 古
廟安屹惠海陸」，這裏惠海陸
意指古廟惠及人士範圍廣大，
包括海上及陸上。

兩族群人士五十年代落戶米
埔隴，原因是當時地理環境不
錯，全是菜園，住下後可務農
為生。查看隴之意思，指通
「壟」，意為田間高地。他們

同時間亦有養豬、家禽及養牛
來耕田。現時在米埔隴上村，
仍有米埔隴蔬菜產銷有限責任
合作社的建築物存在，當然已
停止運作多年。

舞瑞獸及金獅文化
逐漸失傳

由七十年前客家人先落戶之
後海陸豐人移居，發展至今，後者已佔了村民八
成。海陸豐的節慶文化也曾盛行如舞瑞獸。海陸豐
有五獸包括大笨象、蓋仔師、馬騮、金獅、瑞麟，
楊瑞金說，早年村民曾舞海陸豐麒麟參與元朗十八
鄉天后寶誕會景巡遊，亦有舞金獅於三月廿二日晚
參拜大樹下天后廟，但因一些緣故兩活動都先後沒
有參與。現時村中懂舞這兩獸者已很少，村內的慶
祝活動也要找外援幫忙。

他表示，米埔隴祖輩早年來到打拼並建廟保佑村
民，延續家鄉文化，信仰至今未變，很有歷史價
值，政府既稱要保留非物質文化遺產，村民很希望
兩廟能夠保留，最理想自是保留鄉村生活。

七十年前，來自博羅的黃姓及
黎姓客家人落戶鄰近米埔的米埔
隴，後來來了一批海陸豐人，有
姓陳、黃、楊、劉等，形成村
落，兩族群合力創建天后宮及全
港獨有的英雄古廟。米埔隴村上
世紀八十年代中經歷收地做基
建，已失去一半人口，只剩下約
40戶，近年全村再被納入發展備
用地，村落隨時不保，村民希望
保村之餘，最重要是他們的信仰
象徵即兩間廟宇能夠保留。

香港商報記者 鄭玉君

漁民墓區 與世隔絕

張浩林，早年修讀平面設計時，對字體及攝影產
生濃厚興趣，畢業後從事雜誌設計工作多年，後
轉職公營機構當攝影師。年幼時遷居漁港筲箕灣
後，喜歡中國節慶習俗。公餘時除拍攝記錄外也
撰寫投稿，先後有國泰航機雜誌DISCOVERY、
亞洲週刊、相機世界、明報周刊及明報等。

香港有兩個地方
叫大頭洲，一個在
港島石澳後灘，另
一個是西貢內海的
小島。後者位處滘

西洲及創興水上活動中心的中間，全島是山地斜坡，
十分荒涼沒有人居住，西北面是漁民墳場及有一個公
眾碼頭，但沒有街渡來往交通不便，故添加了些神秘
色彩，後來更有人稱大頭洲為鬼洲，但坊間所說的鬼
洲是萬宜水庫東壩及破邊洲對開的一個小島。

四五十年代非法葬屍
城市人一般對漁民墳場所知不多，除大頭洲外還有

青山灣，三門仔及青衣島等幾個漁民墳場可供漁民安
葬。上世紀四五十年代，香港的漁民大多是十分貧窮
及備受歧視，故當時漁民有嬰兒夭折甚至老人家離
世，在迫不得已下用布或草蓆包捲好屍體後，乘夜用
搖櫓舢舨把屍體運往偏遠灣頭或無人荒島草草埋葬，
這是法律不容許的。後來漁民生活逐步改善，非法葬
屍也不再出現。但漁民要穿梭往來不同漁場及灣頭，
故祖先也分散安葬在不同地方，後人祭祖要東奔西
走。及至上世紀八十年代，西貢鄉事委員會及漁民代
表，向政府成功爭取到大頭洲部分地方作為西貢漁民
墳場，那才有個固定安葬先人及祭祖的地方。

下葬大頭洲漁民墳場必須往西貢民政事務署申請，以及找西貢
當區漁民代表確認死者的漁民身份。漁民的治喪法事叫打水佬齋
或水佬法事，與陸上的大致相同，由道教喃嘸師傅主持儀式。昔
日個別漁民治喪各有各例故有不同做法，例如先人遺體要留在船
上，喪禮法事也要在船上進行。後人從山溪取水回船，由已婚女
兒為先人洗臉，女性先人則要再梳理頭髮，用生魚過河為先人招
魂，用鴨把先人靈魂帶回家，外嫁女要還米債，女性家屬為先人
唱歎歌，有錢者可請人代唱，還需要大量不同紙紮祭品如代表先
人的人形紙紮，先人死後第九日至第十八日才會回魂，故漁民十
分重視三七。先人下葬了，後人返回船上要清洗船身甲板去除噩
運，以上種種現在已經改變或簡化甚至消失了。

沒有街渡來往祭祖不便
西貢的蜑家漁民在農曆三月清明及九月重陽都會掃墓祭祖，

鶴佬漁民則在農曆八月初一拜先人。清明節當天早上大批孝子
賢孫帶備香燭鮮花、金銀寶冥及三牲水酒，在西貢公眾碼頭排
隊落船，這些船是個別家庭或家族所租用的，來回船費要一二
千元，就算清明節也沒有街渡來往西貢與大頭洲。

從海上看去，大頭洲碼頭不斷有載人船艇往返，掃墓子孫人頭
湧湧氣氛熱鬧。山坡上布滿了錯錯落落重重疊疊的山墳，掃墓人
龍則斷斷續續時動時停，其間見到不少燒香燭的子孫在傳統中式
墳墓前拜祭，另外有些在墓頂加上十字架，由此可知這些漁民生
前是信奉基督教或天主教的。每個墓碑上都刻有SK兩個英文字
母，那是西貢的英文簡寫，其後有阿拉伯數目字，這是政府部門給
每個墳墓的編號以防非法下葬。除漁民身份外，大頭洲漁民墳場與
其他墳場是沒有分別的，也沒有半點詭異恐怖，但近年西貢漁民減
少到大頭洲漁民墳場安葬先人，因為下葬條文過時苛刻及含糊，沒
有街渡交通不便租船費用偏貴，後人亦漸老，登山掃墓不再容易。

逾一甲子歷史的米埔隴村天后宮及英雄古廟。

楊瑞金指村民希望保留兩廟宇，因為它們都是很有歷史價值的非物質文
化遺產。 記者 鄭玉君攝

米埔隴村今年慶祝天后誕筵開四十多圍，約500
人參與，較疫情前的千人參加為少。

楊瑞金提供圖片

天后誕慶祝活動上舞海陸豐麒麟。

英雄廟供奉的部分仙師神位。

米埔隴上村入口掛有慶祝天后誕的花牌，顯示賀
誕已來到第六十五屆。

米埔隴村天后宮及英雄古廟位置示意圖

▲大頭洲的漁民葬區。 張浩林提供圖片

▲大頭洲碼頭聚集了不少掃墓人士。

◀後人墳
前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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