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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澳福利渡浮沉之路

找回身份認同 展現傳統意義

香港潮汕傳統文化協會副會長顏文
龍因小時的家庭變故，對自己潮州人
這個族群身份留下 「野蠻、無文化、
粗魯」 的印象，然而當感情疏離的父
親去世後，他醒覺要找回身份認同，
積極了解潮州文化、歷史，還成為大
江埔潮僑盂蘭勝會骨幹成員，今屆勝
會前，他遠赴汕頭潮南，學習糖塔製
作技藝，此外亦走入學校，指導家長
與學生們製作潮州祭品如孤蕾粿、紅
桃粿、糖塔。文化傳承無疑已成為使
命，對於香港日漸萎縮的盂蘭勝會，
只能盡量做好，力挽狂瀾！

香港商報記者 鄭玉君

記者五年前在勝會認識祖籍普寧的顏文龍，當時
已留下深刻印象，因為他看來年青，實際亦只有約
40歲，在會場內活躍，示範炒潮州麵、維持化大士
及派米秩序、主持搶孤小型比賽等。這麼賣力的中
生代，在一眾年紀偏大的籌辦人員中顯得突出。

盂蘭勝會逐漸萎縮
盂蘭勝會在六七十年代最興盛，2014年亦躋身香

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內。其中 「香港潮人盂蘭勝
會」更早於2011年列入國家級非遺名錄。但盂蘭勝
會也像一些傳統文化，走入萎縮階段。其可見情況
諸如籌辦者老化，很少年輕人參與、資金不足，疫
情及隨而來的經濟不振，令籌款困難、場地在城
市發展下愈見減少，如互助委員的結束令屋苑的勝
會幾乎全部消失等等。

顏文龍參與籌辦勝會的日子雖不長，但也深深感
受到這些衝擊。他說，城市發展、政府政策這些外
間原因，難以梳理，但人力、資金方面可以想方設
法解決。他覺得若有後生願意參與籌辦，應給予機
會及支持，他也是這樣過來的。資金不足就要想想
如何節流，如他參與的大江埔盂蘭，大會每年都向
外間公司租棚及搭棚，為省支出，今年自己買鋁合
金材料找人搭棚，雖然一下子支出增多了，但長遠
而言省了材料費。

製孤蕾粿是在做善事
面對籌辦盂蘭勝會的嚴峻環境，他認為有關組織

要互相支援，例如可共同採購及作出一些合作。他
今年與裘錦秋中學（屯門）的學生及家長共同製作
了二千個孤蕾粿，除了供應給大江埔勝會，也送給
西貢、元朗及深井的勝會，減省他們的一些支出，
原來小小的一個孤蕾粿，也要花費十元。

在裘錦秋中學（屯門）的潮州祭品製作工作坊，

記者也有到場觀看。總結它的意
義不只是製作食物那麼簡單，而
是深具文化意義。約20名家教會
家長及學生主力製作孤蕾粿，另
製作少量紅桃粿、糖塔。在過程
中，顏文龍主要向他們解說孤蕾
粿的意義所在。 「孤蕾粿用在施
孤、施食法門上，是積功德，供
下三界的眾生享用，在做的時候
也要心存善念，觀想這些可以利
益眾生，以解餓鬼道不能食之
苦，這是從佛教觀點去理解，你
們是做緊善事。」

文化傳承須了解其意義
顏對記者表示，做傳統文化傳

承工作時，如各種儀式，須知道
其背後意義和目的，否則別人只
會認為是迷信行為。有不少人覺
得盂蘭勝會是鬼節，主要拜鬼，但實際並非這回
事。他最初也不甚了解，後來知道這是潮州傳統文
化的展現。潮州盂蘭當初在鄉下時只是祭祖。後來
大量潮州人來港，一些人境遇不好客死異鄉，而潮
州人在港沒有祠堂、廟宇，於是年度盂蘭勝會成為
同鄉拜祭這些好兄弟的場合，這種善行又可凝聚潮
籍人士。

顏說，盂蘭的核心是 「孝、悌」，孝是用心侍奉
雙親，悌是兄弟和睦友愛，盂蘭節是紀念已亡親

故。他小時對父親造成的家庭破碎感到憎恨，連帶
潮州人這個身份也嫌棄。但文化之根仍在血內流
動，如他總喜歡到泰國，在唐人街看到潮州食物如
粿、發糕，就必定吃一些。他與父親的關係在其成
年出來社會工作一段時間後有緩解，他曾與父親回
鄉奔喪，其父亦將他大學畢業的相片擺放在家中。
2017年父親過世，他突然覺得要找回自己的根，如
今潮州人在他眼中是很有文化修養，良好保存了中
土文化（如祭祀）。

筆者近年間中會探訪新界東北部分村落，如鎖羅
盆、榕樹凹、谷埔等，每次都感疲憊，因為到這些
地方總要走不少路，因陸路沒有交通(沒有馬路)，水
路則要拿禁區紙後自己租船到達，諸多不便。想來
這些村落都在沙頭角海沿岸，水路不是最理想的出
行之途嗎？是的，曾幾何時是水路出行，但都已是
數十年前之事。

沙頭角海灣街渡已成歷史
查看資料，未成禁區前的沙頭角海灣，有不少街渡

穿梭，來往於沙頭角碼頭、鳳坑、谷埔、鎖羅盆、荔
枝窩、三椏村及吉澳等村莊，但50年代成禁區後，生
活開始困難，人口漸漸流失，終於多條街渡停辦，至
本年5月2日前，只剩下吉澳街渡。為何特別說出這日
期呢？因為此後連吉澳街渡也停辦，沙頭角海灣街渡
正式走進歷史。

在它停辦之前約一周，筆者趁休假，抓緊機會首
次乘搭。運輸署資料顯示，由吉澳村公所營運的街

渡每天有4班對開沙頭角及吉澳，鴨洲會否開出按
需求而定。街渡只有一條，單程票價 20 元。在船
頭，可看到它的名稱 「吉澳天后宮福利渡 KAT
O WELFARE FERRY」，船隻編號 AM50061T，
它有天后宮福利渡之名，因多年來靠廟宇香油補貼
維持營運，便利村民出入。

吉澳街渡歷史悠久，早年由私人辦，到六十年代
末，吉澳村公所獲政府發出街渡航線牌照，以吉澳
天后宮之名，營運來往沙頭角及吉澳(經鴨洲)的街
渡。5月停航的船隻已是第三代。據島嶼研究網絡
的資料，這艘第三代吉澳福利渡於2003年在內地江
門建造，一年後投入服務，可載八十多人。

它的歷史雖然不長，但古樸味道十足。筆者坐過
後，不禁發出讚嘆之聲，連說 「好靚」幾次，因為
只有一層的船艙很寬闊，多排背靠長都是木造
的，分布兩邊，中間是通道，艙的地板及牆也是木
質。這種設計筆者從未在其他曾乘搭的街渡見過。
在船艙近船頭的一塊銀色反光掛板更充滿人情味，

其刻字牌頭寫 「吉澳村公所天后宮暨福利渡值理
會籌建新街渡樂捐芳名」，刻下的芳名有很多，估
計有五六百人，所捐款項除港元，還有寫的是英
鎊、澳元、歐元等，板下方寫由吉澳村公所值理
會、幾個旅歐吉澳組織、歐澳多個國家的鄉親籌
集，於二零零四年十月一日立。這些資料反映吉澳
福利渡如何受村民重視。

船公司開設專線但客量不足
然而長年辛勞執勤的吉澳福利渡，漸見殘破，漏水

愈趨嚴重，它本已入不敷支，還要花巨款維修，加上
船長年事已高，無奈迎來停運命途。不過，在其停航
前其實已有安排，不致令吉澳村民沒有船搭。沙頭角
禁區本年初進一步開放，有船公司開設 「沙頭角至荔
枝窩/鴨洲/吉澳」專線，方便旅客循環跳島遊。

從前載人、運貨、送垃圾的吉澳福利渡不用工作
後，被拖往吉澳水月宮對開的避風塘暫放，但七月
初筆者往沙頭角遊玩時，有居民告之它已入水，正
在沉沒。據悉，村公所已聯絡海事處將福利渡拖
走。約十日前筆者到吉澳看望它最後身影。孤寂的
福利渡半沉在碧波中，設在客艙頂的駕駛艙仍在，
相信不用多久時間，它會完全消失。

對於福利渡的離去，筆者相信居民難免有複雜情
緒，因為曾經有幾千人居住的吉澳，現在常住人口
雖然只有幾十人，但很多在外居住者會趁假期返吉
澳度假、探親，福利渡曾滿載過多少歡欣與離愁。
另外，重要原因是船公司開設的專線票價頗為昂
貴，單程要40元，比福利渡貴一倍。雖然設有2元
長者優惠，較福利渡的長者優惠15元為便宜，但回
鄉度假探親者不少還青壯。

當然這條專線其實是希望吸引遊客乘搭，但客量
實在不足，筆者在平日搭過幾次，人數都不多於十
人，有船員稱周六日會好一些，試過有百多人，但
整體都是 「蝕住做」。經營困難下難言減價。有村
落代表人士認為，當局應該補貼船公司，或對沙頭
角禁區再進一步開放以增加多些遊客。

香港商報記者 鄭玉君

顏文龍(右)在大江埔盂蘭勝會中擔任司儀，揮灑自如。

裘錦秋中學（屯門）家教會家長及學生合力製作孤蕾粿，同時間了解它
的文化意義。最後排黑衫者為導師顏文龍。 記者 鄭玉君攝

裘錦秋中學（屯門）中一生呂旨杰(中)製作糖塔
有天分，在今年大江埔盂蘭勝會的盂蘭文化市集示
範糖塔製作過程。

倒模做出紅桃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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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文龍(右)指導家長搓麵粉團。

吉澳水月宮(左)對開的避風塘，成為福利渡(右)最後
棲身地。

福利渡四月底時經過鴨洲時身影。

船艙多排木造背靠長具古樸美，只能緬懷中。

半沉沒福利渡，設在客艙頂的駕駛艙暫時仍在，紅色船名清晰可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