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 CB(2)957/10-11(03)號文件 
 

 
 
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  
資料文件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全港性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進度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有關政府進行全港性非物質文

化遺產普查的進度。  
 
 
背景  
 
2. 政府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日向委員會提交文件 (立
法會 CB(2)1090/08-09(01)號文件 )，介紹政府即將展開的香

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計劃，目的是履行聯合國教育、科學

及文化組織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 (《公約》 )第十

一條和第十二條的要求，在各社區、群體和相關的非政府組

織參與下，確認和確定本港各種非物質文化遺產，以編製非

物質文化遺產清單。委員會亦知悉政府已於二零零八年七月

成立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負責就進行全港性普查的

工作向政府提供意見。  
 
3. 根據《公約》的規定，非物質文化遺產指被各社區、

群體 (或個人 )，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實踐、

觀念表達、表現形式、知識、技能以及相關的工具、實物、

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這種非物質文化遺產世代相傳，在各

社區和群體適應周圍環境以及與自然和歷史的互動中，被不

斷地再創造，為這些社區和群體提供認同感和持續感，從而

增強對文化多樣性和人類創造力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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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據《公約》，非物質文化遺產包括以下幾方面：  
 

(a)  口頭傳統和表現形式，包括作為非物質文化遺

產媒介的語言；  
(b)  表演藝術；  
(c)  社會實踐、儀式、節慶活動；  
(d)  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及實踐；以及  
(e)  傳統手工藝。  

 
普查的進度  
 
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在諮詢由專家組成的非物

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的意見後，把全港分為 A、B 兩個調

查範圍，目的是希望由兩間機構同時展開非物質文化遺產普

查工作，以提高效率，加快完成普查。A、B 兩個範圍各涵

蓋 9 個地區如下 : 
 

普查範圍 A (A 區 ): 北區、大埔、沙田、西貢、黃大

仙、觀塘、九龍城、深水埗及油尖旺。  
 
普查範圍 B (B 區 ): 元朗、屯門、荃灣、葵青、離島、

中西區、灣仔、東區及南區。  
 
6. 經公開招標，結果只有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就

B 區提交標書，中心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展開 B 區的普查工作。 
 
7. 康文署於二零一零年二月再就 A 區進行公開招標，然

而亦只有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提交標書。有關 A 區的

普查工作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展開，預計全港的普查工作可於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完成。  
 
8. 普查工作分兩個階段 /部份進行：(a)文獻資料搜集及 (b)
實地考察和口述歷史調查。華南研究中心分別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和二零一零年十二月提交 B 區和 A 區的文獻資料搜集

工作報告，報告主要從大學圖書館、公共圖書館、歷史檔案

館、博物館及政府新聞處搜集香港現存文字記錄、學術出版

刊物、檔案、報章、照片及錄像等資料，初步瞭解各類非物

質文化遺產項目在香港現存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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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至於實地考察和口述歷史調查方面，華南研究中心派

員考察和記錄不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採取「參與觀察」

的實地研究方法，由擁有實地研究經驗的研究人員進行訪

問、觀察及拍攝記錄活動的過程。同時，中心亦會尋找認識

有關項目的人士進行訪問，以瞭解該項目的歷史沿革、內容

形式、傳承人的履歷等。中心已先後提交了兩份實地調查報

告，匯報普查隊在兩個普查區已進行了 274 個項目的調查研

究，包括 A 區 69 項、B 區 150 項，以及跨區或非周期性項

目 55 項。  
 
10. 華 南 研 究 中 心 根 據 已 進 行 的 文 獻 和 實 地 研 究 的 資

料，草擬了一份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初步名單，涵蓋合共

63 項建議主項目，由於個別主項目在不同地點舉行或以不同

形式進行 (如盂蘭節、打醮等 )，因此部分項目下會有多個「次

項目」，兩區合計共 216 個次項目 (見附件一 )。普查隊會作進

一步的調查和研究，或會加入更多建議項目及作修訂。稍

後，華南研究中心會將香港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草擬名單，

呈交予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審定。  
 
公眾參與  
 
11. 為邀請社區人士參與普查工作，康文署和華南研究中

心代表，就 B 區及 A 區分別於二零一零年三月至四月和二零

一零年十一月至二零一一年一月間，出席多個地區組織的會

議，包括 18 區區議會和鄉議局會議，詳細介紹普查的情況，

並邀請議員協助申報區內有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以

便普查隊伍跟進。  
 
12. 政府亦透過新聞發放、海報、單張和網頁等渠道宣傳

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並向同鄉會、商會、街坊福利會、居

民協會等民間團體及地方社團寄發超過一千多封專函，邀請

提供非物質文化遺產之資料。政府亦預備了申報表 (附件

二 )，以便市民和地區團體申報。當普查隊收到申報表後，會

聯絡申報人或組織跟進。至二零一零年底，華南研究中心共

收回 69 份公眾申報表，合共 70 個申報項目，顯示宣傳工作

有一定成效，引起市民對普查工作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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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普查完成之後，康文署將成立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

資料庫，載有列入名單的項目和有關研究資料，供公眾參

閱，並持續更新。  
 
 
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申遺工作  
 
14. 由香港、澳門和廣東省政府透過國家向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申報的粵劇，於二零零九年成功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

產代表作名錄，成為三地共同擁有的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

產。政府繼續積極推動粵劇的傳承和發展，並於 2010-11 年

度向粵劇發展基金注資 6 千 9 百萬元，以支持更多傳承、推

廣和發展粵劇的計劃。康文署、粵劇發展基金及香港藝術發

展局均有主辦或贊助主題性及大型的藝術教育、社區推廣及

觀眾拓展計劃，例如「學校戲曲教育計劃」、「社區粵劇巡

禮」、「高中生藝術新體驗計劃」、「戲棚粵劇齊齊賞」等；我

們也陸續開拓不同規模的場地以配合粵劇的發展需要，包括

將油麻地戲院及紅磚屋改建為戲曲活動中心和興建設有中

型劇院的高山劇場新翼大樓，以及計劃在西九文化區興建戲

曲中心。  
 
15. 香港特區政府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向國家文化部申請

將長洲太平清醮、大澳端午龍舟遊涌、大坑舞火龍和香港潮

人盂蘭勝會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這四項

遺產已在當地社羣中傳承了百多年，給社區人士帶來一種認

同感。配合申報國家級名錄，香港文化博物館於二零一零年

舉辦了一系列講座和考察活動，增加市民對本地非物質文化

遺產的認識。  
 
 
宣傳、保護和傳承措施  
 
16. 政府會緊密監察普查的進展，務求有關工作能於二零

一二年上半年完成，然後成立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料庫，

讓公眾人士可隨時參閱。政府亦會制定有關措施，以推動宣

傳、保護和傳承等工作。我們將按項目的重要性、個別性質

及瀕危程度等不同因素，採取不同層次及聚焦程度的支持保

護措施，包括深入研究、教育、推廣、申遺和傳承等。除政

府提供的財政和人力資源外，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亦有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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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各界及有關團體的參與及支持，以達致保護本地非物質文

化遺產的目標。  
 
17. 政府會以向國家文化部申請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

遺產的四個項目為起點，落實具體的保護和推廣措施，包括： 
 

  舉辦民俗文化工作坊，邀請製作飄色、包山、平安包、

扒龍舟、扎作火龍等的師傅，講解其工藝的特色，並

作示範，教授舞獅、舞麒麟等基本功，讓區內中、小

學生從參與中學習，增強他們對民俗傳統的認識，以

及其社區歸屬感，達致傳承的目標。  
 
  邀請對香港地方傳統民俗文化素有研究的學者，主持

研究計劃，進行全面的文獻、圖書和檔案資料的搜

集，以及進行口述歷史研究，建立資料庫。  
 
  透過出版書刊及展覽，讓公眾瞭解項目的文化內涵。  

 
 
18. 政府在二零一一年委任新一屆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諮

詢委員會時，亦擴大其職權範圍 (委員會成員及職權範圍見附

件三 )，除了就全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工作向政府提供意見

外，還包括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的編製、向國家或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申遺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措施等方面提供

意見。政府將參考委員會的建議，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制定相

關的保護政策和措施。  
 
 
 
民政事務局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二零一一年二月  



附件一 
香 港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項 目 初 步 名 單  

截 至 2011 年 1 月 26 日  
 

編號 類別（聯合國） 細類（中國） 項目名稱 內容及次項目 

1 口頭傳統和表現形

式 
民間文學 竹枝詞（客家） 內容主要是介紹香港個別地方和鄉

村的特色，以歌唱的形式表達。 

1.1 口頭傳統和表現形

式 
民間文學 ◆ 西貢 西貢客家人傳統的竹枝詞。 

1.2 口頭傳統和表現形

式 
民間文學 ◆ 沙田九約 沙田客家人傳統的竹枝詞。 

2 表演藝術 傳統音樂 山歌（客家） 新界客家人傳統的山歌，以前通常是

三、五成群時齊唱、定情時唱、節慶

時唱的。 

2.1 表演藝術 傳統音樂 ◆ 西貢 西貢客家人傳統的山歌。 

2.2 表演藝術 傳統音樂 ◆ 沙田九約 沙田客家人傳統的山歌。 

3 表演藝術 傳統音樂 哭喪歌（客家） 為西貢客家人傳統的哭喪歌，是客家

村民在喪禮時為去世的親人而唱的。

4 表演藝術 傳統音樂 哭嫁歌（客家） 為西貢客家人傳統的哭嫁歌，是以前

客家鄉村女子出嫁前唱的歌。 

5 表演藝術 傳統音樂 嘆歌（喜慶）（漁民） 為漁民傳統的嘆歌，以前新娘及其女

性親屬於出嫁前兩天嘆唱自己的過

去及未來在夫家的生活祈望。 

6 表演藝術 傳統音樂 鹹水歌（漁民） 為漁民傳統的鹹水歌，以前未婚的男

性或女性會在各自的舢舨上對唱鹹

水歌，以結識異性。 

7 表演藝術 傳統音樂 潮州音樂 香港潮商互助社從三十年代成立至

今，成員定期排練潮州音樂，亦應邀

出席節慶活動表演或到潮汕參與交

流。 

8 表演藝術 傳統舞蹈 舞龍 新界一些宗族、鄉村及群體以舞龍來

慶祝節日、慶典或神誕活動。一些金

龍長數十米，需要數百健兒參與。 

9 表演藝術 傳統舞蹈 舞獅 香港的地方傳統，以舞獅來慶祝節

日、神誕、慶典或婚嫁儀式等活動，

除了不同的舞獅方式外，還有不同的

採青儀式。 

10 表演藝術 傳統舞蹈 舞麒麟 香港的地方傳統，以舞麒麟來慶祝節

日、神誕、慶典或婚嫁儀式等活動，

除了不同的舞麒麟方式外，還有不同

的採青儀式。基本上，舞麒麟可分為

本地、客家及鶴佬三個不同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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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聯合國） 細類（中國） 項目名稱 內容及次項目 

10.1 表演藝術 傳統舞蹈 ◆ 舞麒麟（本地） 新界的一些宗族、本地鄉村及群體以

舞麒麟來慶祝節日、神誕、慶典或婚

嫁儀式等，本地麒麟有其獨特的舞動

方式及音樂節奏。 

10.2 表演藝術 傳統舞蹈 ◆ 舞麒麟（客家） 新界的一些客家鄉村及群體以舞麒

麟來慶祝節日、神誕、慶典或婚嫁儀

式等，客家麒麟有其獨特的舞動方式

及音樂節奏。 

10.3 表演藝術 傳統舞蹈 ◆ 舞麒麟（鶴佬） 隨著海陸豐移民，鶴佬麒麟也傳入香

港，在節日、神誕或慶典時以舞麒麟

慶祝，鶴佬麒麟有其獨特的舞動方式

及音樂節奏。 

11 表演藝術 傳統舞蹈 英歌（潮洲） 自 1967 年至今，元朗潮州同鄉會的

英歌隊每年都參加元朗十八鄉在農

曆三月廿三日天后誕舉行的巡遊活

動。 

12 表演藝術 傳統戲劇 粵劇 廣東、香港、澳門三地政府透過中央

政府共同申報的粵劇，已於 2009 年 9
月正式被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教
科文)組織批准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

遺產代表作名錄》，是香港首項世界

非物質文化遺產。 

13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傳統體育、遊藝

與雜技 
謎語 自二次大戰結束後，謎壇於香港九龍

不同神誕或公眾場合設立，讓市民參

與。 

14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春秋二祭 春分及（或）秋分時，新界宗族（元

朗、大埔、北區等）成員在祠堂內舉

行祭祖儀式；有些宗族在農曆四月及

（或）九月期間（清明節及重陽節），

前往祖先墓地舉行祭祖的儀式。 

14.1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新界鄧氏宗族 新界鄧氏宗族成員（錦田、屏山、厦

村、龍躍頭、大埔頭）和東莞鄧氏於

每年農曆九月十七日及十九日到祖

先墓地進行大型的祭祖活動。 

14.2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厦村鄧氏宗族 每年春分及秋分，厦村鄧氏宗族於友

恭堂舉行祭祖活動。儀式包括獻果

品、宣讀祝文、叩首、分燒肉。 

14.3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屯門陶氏宗族  每年春分及秋分，屯門陶氏宗族於陶

氏宗祠舉行祭祖活動。儀式包括獻果

品、宣讀祝文、叩首、分燒肉、享用

盤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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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聯合國） 細類（中國） 項目名稱 內容及次項目 

14.4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屯門忠義堂 每年春分及秋分，屯門忠義堂成員於

忠義堂舉行祭祖活動。儀式包括獻果

品、宣讀祝文、叩首、分燒肉、享用

盤菜。 

14.5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錦田鄧氏宗族  每年春分及秋分，錦田鄧氏宗族均於

清樂鄧公祠舉行祭祖活動。儀式包括

獻果品、宣讀祝文、叩首、分燒肉。

14.6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上水廖氏宗族 每年春分，上水廖氏宗族於廖萬石堂

舉行祭祖活動。儀式包括獻果品、宣

讀祝文、叩首、分燒肉。每年農曆九

月，成員前往墓地進行祭祖和食盤的

活動。 

15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點燈 農曆正月十五日前後數天，新界宗

族、本地及客家村落會於祠堂、村中

神廳或土地神壇舉行點燈儀式，添男

丁的家庭成員在祠堂或神廳橫樑掛

上巨型花燈，由添丁的家庭成員點燃

花燈及代表新生男丁的油燈。儀式包

括開燈、點燈和完燈三部份。 

15.1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屏山欖口村   元朗屏山欖口村成員於村內進行點

燈儀式。 

15.2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厦村鄧氏宗族 元朗厦村鄧氏宗族成員每年均於村

內神廳、社壇和友恭堂進行點燈儀

式。 

15.3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屯門陶氏宗族  屯門陶氏宗族成員每年均在陶氏宗

祠、三聖宮、青雲觀、后角天后廟及

自己村內的社壇、神廳和祠堂等進行

點燈儀式。 

15.4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十八鄉馬田村  元朗十八鄉馬田村成員於神廳進行

點燈儀式。 

15.5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八鄉元崗村  元朗八鄉元崗村梁氏於梁氏宗祠、眾

聖堂、燈棚、石壇等進行點燈儀式。

15.6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錦田鄧氏宗族 元朗錦田鄧氏宗族於清樂鄧公祠進

行開燈、食燈粥、完燈等儀式。 

16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驚蟄祭白虎打小人 驚蟄當天，一些地區設立拜祭白虎的

臨時壇場，社區成員在臨時壇場拜祭

白虎時，亦有進行「打小人」的儀式。

灣仔鵝頸橋平日也有「打小人」儀式

活動。 

16.1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元朗舊墟二帝廟 驚蟄當天早上，沒有組織的個別人士

在二帝廟內進行儀式，把一小片肥豬

肉放在帶來的小紙白虎口中，然後在

廟內地上打紙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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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荃灣 驚蟄當天早上，沒有組織的個別人士

在荃灣香車街路旁進行儀式，把一小

片 肥 豬 肉 放 在 帶 來 的 小 紙 白 虎 口

中，然後在地上打紙小人。 

16.3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元朗水邊村社壇 驚蟄當天早上，沒有組織的個別人士

在元朗水邊村社壇旁進行儀式，把一

小片肥豬肉放在帶來的小紙白虎口

中，然後在地上打紙小人。 

16.4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大澳 驚蟄當天早上，沒有組織的個別人士

在大嶼山大澳不同的土地及社壇內

進行儀式，她們把小片肥豬肉及小紙

白虎放在社壇內，再把印有「抬財消

散」的小紙旗插在小香爐上。 

16.5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上環 驚蟄當天早上，沒有組織的個別人士

在上環太平山街及荷李活道一帶進

行儀式，她們把一小片肥豬肉放在帶

來的小紙白虎口中，然後在地上打紙

小人。現場也有老婆婆受聘為人祭白

虎打小人。 

16.6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灣仔 驚蟄當天早上，北帝廟（石水渠街）

及洪聖廟（皇后大道東）、鵝頸橋的

老婆婆都有提供祭白虎打小人的服

務。而在石水渠街道旁，沒有組織的

個別人士進行儀式，把一小片肥豬肉

放在帶來的小紙白虎口中，然後在地

上打紙小人。 

17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食山頭 農曆四月及（或）九月期間（清明節

及重陽節），新界一些宗族的成員，

帶備生豬等祭品及煮食用具，前往祖

先墓地拜祭；拜祭完畢後，宗族成員

在祖先墓地前烹調生豬祭品及食用

材料，成員以盆菜形式享用。 

17.1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屏山鄧氏宗族 每年農曆九月初五日，元朗屏山鄧氏

宗族維新堂於龍鼓灘舉行祭祖和「食

山頭」的活動。 

18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神功戲 地方人士在神誕或太平清醮時，安排

上演神功戲，通常四至五天，作為酬

謝神恩的慶祝活動。班主組織演員、

樂師、音響人員等為神誕活動演出。

除上演流行的劇目外，還會上演天姬

送子、六國大封相、賀壽及跳加官等

例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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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祭白虎 為 神 功 戲 的 其 中 一 個 宗 教 儀 式 元

素。保佑戲班在新搭建的戲台上演神

功戲時，一切平安順利，通常由三位

樂師及兩位五軍虎（武打演員）參演

「祭白虎」的儀式。 

19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打醮 「打醮」是大型社區性的宗教節日，

書面詞多稱為太平清醮，目的是施化

幽魂，酬謝神明庇佑，不同的地方社

區會以一、五、八年或十年為期舉

行，以宗教儀式潔淨社區，全體社區

成員齋戒，讓社區有一個新的開始。

醮會舉行時，從社區各廟宇請出神像

到醮場，由道士主持宗教儀式施化，

同時上演神功戲，人神共樂。大部份

地 方 社 區 在 農 曆 年 初 選 出 儀 式 代

表，打醮的主要儀式部份則在年底舉

行。 

19.1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長洲太平清醮 由香港長洲太平清醮值理會負責籌

辦每年的太平清醮（海陸豐/鶴佬形

式），儀式包括接神、開光、走午朝、

水祭、走船、會景巡遊、祭幽、謝天

地、搶包山、分發幽包和送神。打醮

期間同時上演神功戲。 

19.2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太平清醮 

(西貢北港) 
西貢北港每十年一屆舉辦打醮，最近

一屆在 2011 年初舉行，儀式包括上

頭表、上二表、上三表、取水、揚幡、

迎神登壇、啓壇建醮、開榜、超幽散

醮、送神等。打醮期間同時上演神功

戲。 

19.3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太平清醮 

(元朗山厦村) 
元朗山厦村每十年一屆舉辦打醮，最

近一屆在 2010 年舉行，儀式包括上

頭表、上二表、上三表、取水、揚幡、

迎神登壇、啓壇建醮、開榜、超幽散

醮、送神等。打醮期間同時上演神功

戲。 

19.4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太平清醮 

(大埔泰亨) 
大埔泰亨每五年一屆舉辦打醮，最近

一屆在 2010 年舉行，儀式包括上頭

表、上二表、上三表、取水、揚幡、

迎神登壇、啓壇建醮、開榜、超幽散

醮、送神等。打醮期間同時上演神功

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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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太平清醮 

(八鄉元崗村) 
元 朗 八 鄉 元 崗 每 八 年 一 屆 舉 辦 打

醮，最近一屆在 2010 年舉行，儀式

包括上頭表、上二表、上三表、取水、

揚幡、迎神登壇、啓壇建醮、開榜、

超幽散醮、送神等。打醮期間同時上

演神功戲。 

19.6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太平清醮 

(南涌鹿頸) 
沙頭角南涌鹿頸（南鹿社）每十年一

屆舉辦打醮，最近一屆在 2010 年舉

行，儀式包括上頭表、上二表、上三

表、取水、揚幡、迎神登壇、啓壇建

醮、開榜、超幽散醮、送神等。 

19.7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太平清醮 

(粉嶺圍) 
粉嶺粉嶺圍彭氏宗族每十年一屆舉

辦打醮，最近一屆在 2010 年舉行，

儀式包括上頭表、上二表、上三表、

取水、揚幡、迎神登壇、啓壇建醮、

開榜、超幽散醮、送神等。打醮期間

同時上演神功戲。 

19.8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太平清醮 

(西貢蠔涌) 
西貢蠔涌每十年一屆舉辦打醮，最近

一屆在 2010 年舉行，儀式包括上頭

表、上二表、上三表、取水、揚幡、

迎神登壇、啓壇建醮、開榜、超幽散

醮、送神等。打醮期間同時上演神功

戲。 

19.9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太平清醮 

(沙頭角慶春約) 
沙 頭 角 慶 春 約 每 十 年 一 屆 舉 辦 打

醮，最近一屆在 2010 年舉行，儀式

包括上頭表、上二表、上三表、取水、

揚幡、迎神登壇、啓壇建醮、開榜、

超幽散醮、送神等。打醮期間同時上

演神功戲。 

19.10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太平清醮（壓醮） 

(西貢塔門) 
西貢塔門於 2009 年年初舉行十年一

屆的太平清醮，打醮期間同時上演神

功戲。於 2010 年舉辦壓醮，上演神

功戲，儀式包括迎神、送神等。 

19.11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朱大仙醮 

(大澳) 
每年農曆三月，由誠心堂值理會主

辦，於大澳龍巖寺進行為期五天的朱

大仙醮，儀式包括開壇、誦經、佛供、

轉運、祭幽、施食、上榜、燄口等。

19.12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朱大仙醮 

(香港仔合勝堂) 
每年農曆五月，由香港仔合勝堂籌

備，於香港仔避風塘內舉行為期四天

的朱大仙醮，儀式包括灑淨、誦經、

開印、大蒙山施食、供天、封印、金

榜開光、水幽、過關、陸幽、讚星轉

運、卜杯、送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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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三角阿媽醮 每年農曆五月，三角天后平安堂於香

港仔避風塘內舉行三角阿媽醮，儀式

包括開壇、開光、解洗、打武、水幽、

禮斗、放生、過關、行朝、祭幽等。

20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太平洪朝 每年農曆正月，新界北區宗族舉辦太

平洪朝，儀式活動有酬神、問杯、化

榜、扒船等。 

20.1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粉嶺圍 每年農曆正月十五日及十六日，粉嶺

圍彭氏宗族於村內舉行太平洪朝，儀

式活動有搶雞毛、扒船、迎神開燈、

唱麻歌、劈沙羅、朝井等。 

20.2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上水金錢村 每年農曆正月，侯氏宗族於村內舉行

太平洪朝，儀式活動有扒船、劈沙羅

等。 

21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盂蘭 在農曆七月期間，香港不同社區均舉

辦盂蘭勝會，向陰間的幽魂分衣施

食，也同時酬謝神明庇佑。基本上，

盂蘭勝會可分為「本地傳統」、「潮人

傳統」、「鶴佬傳統」和「漁民傳統」

四類。 

21.1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盂蘭勝會/ 打盂蘭 

(本地傳統) 
為廣府人的傳統，儀式活動包括豎

幡、開壇、請神、誦經、祭幽等。 

21.1.1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田灣邨坊眾盂蘭勝會（於香港仔田

灣邨舉行） 

21.1.2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香港仔、黃竹坑、鴨脷洲、華富邨

街坊盂蘭勝會（於香港仔黃竹坑舉

行） 

21.1.3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赤柱街坊盂蘭勝會（於赤柱舉行）

21.1.4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筲箕灣南安坊坊眾會盂蘭勝會（於

筲箕灣舉行） 

21.1.5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華富邨華昌樓盂蘭勝會（於香港仔

華富邨華昌樓舉行） 

21.1.6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高林道院正善精舍成益殯儀盂蘭

勝會（於長洲海濱亭舉行） 

21.1.7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華富邨華泰樓盂蘭勝會（於香港仔

華富邨華泰樓舉行） 

21.1.8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華富邨華生樓盂蘭勝會（於香港仔

華富邨華生樓舉行） 

21.1.9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華富邨華景樓盂蘭勝會（於香港仔

華富邨華景樓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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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0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田灣區街坊協進會盂蘭勝會（於香

港仔田灣舉行） 

21.1.11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香港仔水陸居民聯合社中元法會

（於香港仔舉行） 

21.1.12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青衣擔桿山盂蘭勝會（於青衣舉

行） 

21.1.13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西灣河街坊盂蘭勝會（於筲箕灣西

灣河舉行） 

21.1.14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坪洲悅龍聖苑盂蘭勝會（於坪洲舉

行） 

21.1.15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小西灣居民協會盂蘭勝會（於小西

灣舉行） 

21.1.16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中區正街水陸坊眾盂蘭勝會（於中

區舉行） 

21.1.17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坪洲洪文建醮（於坪洲舉行） 

21.1.18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中區卅間盂蘭勝會（於中區舉行）

21.1.19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梅窩中元法會（於梅窩舉行） 

21.1.20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啓業麗晶街坊盂蘭勝會（於九龍灣

舉行） 

21.1.21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竹園南邨富、貴、榮園樓互助委員

會盂蘭勝會（於竹園南邨舉行） 

21.1.22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黃大仙新蒲崗鳯凰邨街坊盂蘭勝

會（於黃大仙新蒲崗舉行） 

21.1.23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李鄭屋麗閣蘇屋元洲海麗邨坊眾

盂蘭勝會（於長沙灣舉行） 

21.1.24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順安邨街坊盂蘭勝會（於觀塘順安

邨舉行） 

21.1.25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橫頭磡邨樂富邨竹園天馬苑街坊

盂蘭勝會（於樂富舉行） 

21.1.26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觀塘商販協會盂蘭勝會（於觀塘舉

行） 

21.1.27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德教保慶愛壇盂蘭勝會（於觀塘舉

行） 

21.1.28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旺角街坊盂蘭勝會（於旺角舉行）

21.1.29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長沙灣街坊福利會盂蘭勝會（於長

沙灣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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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盂蘭勝會 

(潮人傳統) 
為潮人族群的傳統，在農曆七月期間

舉行，儀式活動包括請神、誦經、豎

幡、投福物、祭好兄弟、派米、祭幽、

送神。有些社區同時上演神功戲。 

21.2.1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石籬潮僑盂蘭勝會（於荃灣石籬邨

舉行） 

21.2.2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葵涌潮僑盂蘭勝會（於葵涌舉行）

21.2.3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荃灣潮僑盂蘭勝會（於葵涌舉行）

21.2.4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潮洲南安堂福利協進會盂蘭勝會

（於筲箕灣舉行） 

21.2.5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西環盂蘭勝會（於西環舉行） 

21.2.6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錦田八鄉大江埔潮僑盂蘭勝會（於

元朗錦田八鄉大江埔舉行） 

21.2.7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香港仔田灣邨、華貴邨、華富邨潮

僑坊眾盂蘭勝會（於香港仔華貴邨舉

行） 

21.2.8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元朗潮僑盂蘭勝會（於元朗舉行）

21.2.9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柴灣潮僑盂蘭勝會（於柴灣舉行）

21.2.10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潮洲公和堂盂蘭勝會（於大坑舉

行） 

21.2.11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荃灣潮僑街坊盂蘭勝會（於荃灣舉

行） 

21.2.12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三角碼頭盂蘭勝會（於上環舉行）

21.2.13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東頭村盂蘭勝會（於樂富東頭村舉

行） 

21.2.14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粉嶺潮僑盂蘭勝會（於粉嶺舉行）

21.2.15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慈雲山竹園邨鳯德邨潮僑街坊盂

蘭勝會（於慈雲山舉行） 

21.2.16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觀塘順天邨潮僑盂蘭勝會（於觀塘

順天邨舉行） 

21.2.17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李鄭屋麗閣邨潮籍盂蘭勝會（於長

沙灣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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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8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牛頭角潮僑盂蘭勝會（於牛頭角舉

行） 

21.2.19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彩雲邨潮僑天德伯公盂蘭勝會（於

彩虹舉行） 

21.2.20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旺角潮僑盂蘭勝會（於旺角舉行）

21.2.21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藍田潮僑街坊盂蘭勝會（於藍田舉

行） 

21.2.22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紅磡三約潮僑街坊盂蘭勝會（於紅

磡舉行） 

21.2.23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油麻地旺角區四方街潮僑街坊盂

蘭勝會（於佐敦舉行） 

21.2.24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觀塘潮僑工商界暨街坊盂蘭勝會

（於觀塘舉行） 

21.2.25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秀茂坪潮僑街坊盂蘭勝會（於秀茂

坪舉行） 

21.2.26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深水埗石硤尾白田邨潮僑盂蘭勝

會（於深水埗石硤尾舉行） 

21.2.27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土瓜灣區潮僑工商盂蘭勝會（於土

瓜灣舉行） 

21.2.28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沙田潮僑盂蘭勝會（於沙田舉行）

21.2.29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長沙灣潮籍盂蘭勝會（於長沙灣舉

行） 

21.3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盂蘭勝會 / 醮 

(鶴佬傳統) 
為鶴佬人的傳統，在農曆七月期間舉

行，儀式活動包括破土、請神、開壇

建醮、行朝、誦經、走午朝、放生、

祭幽等。 

21.3.1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香港惠東平海水陸居民盂蘭勝會

太平清醮（於鴨脷洲舉行） 

21.3.2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南丫島北段盂蘭勝會（於南丫島舉

行） 

21.3.3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坪洲中元建醮（於坪洲舉行） 

21.3.4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香港仔惠陽大洲水陸居民盂蘭勝

會（於香港仔舉行） 

21.3.5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香港海陸豐盂蘭勝會（於石排灣舉

行） 

21.3.6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油塘高超長龍田村盂蘭勝會（於油

塘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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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7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天神老爺盂蘭勝會（於油塘舉行）

21.3.8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慈雲山鳯德竹園惠僑街坊盂蘭勝

會（於慈雲山舉行） 

21.4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盂蘭勝會 

(漁民傳統) 
為漁民的傳統，在農曆七月期間舉

行，儀式活動包括開壇、豎幡、誦經、

遊水陸、祭幽等。 

21.4.1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青山灣水陸居民盂蘭勝會（於屯門

舉行） 

21.4.2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大澳水陸居民盂蘭勝會（於大澳舉

行） 

21.4.3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長洲水陸盂蘭勝會（於長洲舉行）

22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北帝誕（長洲） 長洲北帝誕演戲值理會每年籌備農

曆三月初三日北帝誕的慶祝活動，並

聘請戲班上演神功戲，儀式包括請

神、賀誕和送神。 

23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龍母誕 每年農曆五月初八日，社區成員籌辦

龍母誕，酬謝神恩。 

23.1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坪洲 由坪洲悅龍聖苑主辦，正誕當天有花

炮會賀誕活動。 

23.2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荃灣 由荃灣龍母佛堂主辦，正誕當天有供

諸天及轉運儀式活動。 

24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七姐誕（坪洲） 每年農曆七月初六日，坪洲社區成員

籌辦七姐誕，酬謝神恩。 

25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土地誕 農曆正月或二月，不同的社區會籌辦

土地誕，慶祝土地神的生日，多以花

炮、舞獅或聚餐競投福物等形式慶

祝，也有聘請喃嘸先生舉行宗教儀

式。 

25.1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西區常豐里 西區常豐里於農曆二月聘請喃嘸先

生主持兩天的儀式活動，包括接神、

豎幡、開壇、行朝、禮斗、結懺、幽

科等，並籌辦競投聖品。 

25.2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厦村田心村 元朗厦村田心村成員於農曆正月舉

行為期兩天的土地誕，儀式活動有請

神、舞獅、舞麒麟賀誕、祝壽、分燒

肉等。 

25.3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大澳福德宮 農曆正月，大澳福德宮演戲值理會籌

辦神功戲，正誕當天有花炮會賀誕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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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土地婆婆誕 

(西區常豐里) 
西區常豐里社區成員於農曆二月聘

請喃嘸先生主持宗教儀式，以祝壽及

聚餐競投福物的形式來慶祝土地婆

婆的生辰。 

26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觀音誕 農曆二月或六月，不同的社區會籌備

觀音誕，慶祝觀音壽辰或得道的日

子。 

26.1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觀音誕（大澳） 每年農曆六月十九日，大澳觀音誕漁

民會於羌山觀音寺負責籌辦觀音誕

慶祝活動。 

27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地藏王誕 隨海陸豐/鶴佬移民於 1960 年代定居

香港而發展的神誕慶祝活動，有神功

戲、道士宗教儀式和社區巡遊活動。

27.1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荃灣石籬邨 每年石籬邨地藏王寶誕的舉辦日期

均由卜杯決定，由石籬邨地藏王誕值

理會有限公司籌辦慶祝活動，上演神

功戲，儀式活動包括請神、菩薩開

光、上榜、化馬、巡遊、送神。 

27.2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觀塘翠屏邨 每年農曆九月為觀塘翠屏邨地藏王

誕，由觀塘惠海陸慶善堂有限公司籌

辦神功戲，儀式活動包括請神、巡遊

等。 

28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天后誕 農曆三月廿三日或在一些選定的日

子裡，很多地方社區組成演戲值理會

籌辦神功戲慶祝天后之生日，交換花

炮為其中一項慶祝活動，有些地方舉

行巡遊活動。 

28.1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糧船灣 糧船灣社區每年都籌備天后誕，慶祝

天后生辰，每兩年有一大規模的慶祝

活動，天后海上巡遊活動於農曆三月

廿二日舉行，在農曆三月廿三日前後

籌辦神功戲。 

28.2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十八鄉 每年農曆三月廿三日，元朗十八鄉的

居民組成花炮會參加十八鄉天后誕

的慶祝活動。1960 年代初開始有會景

巡遊活動，巡遊隊伍有花炮，舞獅、

舞龍、英歌等。巡遊結束後，舉行花

炮抽簽，各花炮會在晚上聚餐慶祝，

不少同時舉行競投福物的活動。 

28.3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石澳、大浪灣、鶴咀 每年農曆十月，石澳村、大浪灣村、

鶴咀村籌辦天后誕，有上演神功戲，

儀式活動包括接神、燒媽衣和送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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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長洲西灣 每年農曆三月，長洲媽勝堂成立值理

會籌備每年長洲西灣天后誕，儀式活

動包括請神、花炮會賀誕、送神、競

投聖品。 

28.5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西貢佛堂門 每年農曆三月廿三日前，西貢佛堂門

太平清醮值理會聘請喃嘸先生主持

為期四天的太平清醮，在天后誕當

天，來自不同地方的花炮會會前往天

后廟進行賀誕活動。 

28.6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香港仔 每年農曆三月廿三日，由香港仔水陸

居民聯合會主辦香港仔天后誕的慶

祝活動，儀式活動包括請神、巡遊、

競投聖品、送神。 

28.7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馬灣 馬灣鄉事委員會籌辦每年農曆三月

廿三日的天后誕慶祝活動，上演神功

戲，儀式活動有接神、賀誕、送神。

28.8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荃灣 荃灣鄉事委員會籌辦每年農曆三月

廿三日的天后誕慶祝活動，上演神功

戲，儀式活動有接神、賀誕、送神。

28.9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屯門后角 屯門區恭祝天后寶誕委員會籌辦每

年農曆三月廿三日的天后誕慶祝活

動，上演神功戲，儀式活動包括賀

誕、花炮會巡遊等。 

28.10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元朗屏山 每年農曆三月廿三日，由元朗屏山鄉

事委員會籌辦天后誕，有花炮會賀誕

的活動。 

28.11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青衣 青衣天后管理委員會籌辦每年農曆

四月初三的「青衣水陸居民慶祝天后

聖母寶誕」，上演神功戲，儀式活動

有請神、花炮會賀誕、送神。 

28.12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屯門三洲媽 屯門三洲媽天后廟管理委員會籌備

每年農曆四月十二日天后誕的慶祝

活動，聘請劇團上演神功戲，儀式活

動包括迎神、遊神、賀誕及送神。 

28.13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南丫島索罟灣 南丫南慶祝天后寶誕演戲籌備委員

會籌辦每年農曆四月十八日天后誕

的慶祝活動，上演神功戲，正誕當天

有花炮會賀誕活動。 

28.14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汾流 大嶼山汾流演戲值理會負責籌備每

年農曆四月廿三日天后誕的慶祝活

動，於大澳上演神功戲，儀式活動包

括接神、賀誕、抽花炮、聚餐、競投

聖品和送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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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5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鯉魚門 每年農曆四月下旬，由鯉魚門街坊值

理會籌辦慶祝活動，上演神功戲，儀

式活動有請神、巡遊、送神。 

28.16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南丫島鹿洲 每年農曆五月初一日，鹿州天后誕籌

備委員會主辦天后誕的慶祝活動，有

花炮會賀誕的活動。 

28.17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屯門沙洲 每年農曆六月初八日，屯門沙洲天后

宮管理委員會主辦天后誕的慶祝活

動，儀式活動有請神、賀誕和送神。

29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金花娘娘誕（坪洲） 每年農曆四月十七日，坪洲社區成員

籌辦金花娘娘誕，酬謝神恩。儀式包

括誦經、上香、奉獻祭品、化寶、撒

豆米、祝壽及化大衣予菩薩的儀式。

30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侯王誕 地方社區組成演戲籌備委員會籌辦

神功戲慶祝楊侯王（楊亮節）之生

日，交換花炮為其中一項慶祝活動。

30.1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東涌 東涌侯王誕演戲值理會負責組織每

年農曆八月十五日侯王誕的慶祝活

動，上演神功戲，儀式包括接神、花

炮會賀誕、送神等。 

30.2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大澳 大澳寶珠潭楊公侯王演戲值理會主

辦每年農曆六月初六日侯王誕的慶

祝活動，聘請劇團上演神功戲，儀式

活動包括接神、誕會賀誕、競投聖品

等。 

31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魯班誕（西環） 每年農曆六月十三日，香港魯班廣悅

堂 有 限 公 司 籌 辦 魯 班 誕 的 慶 祝 活

動。儀式活動包括開位、禮懺、祭幽。

32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譚公誕 每年農曆四月初八日，社區成員均籌

辦譚公誕，酬謝神恩。 

32.1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筲箕灣 筲 箕 灣 社 團 聯 合 會 負 責 籌 辦 譚 公

誕，聘請喃嘸先生主持儀式，亦有巡

遊慶祝活動。 

32.2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黃泥涌 黃泥涌街坊值理會籌辦譚公誕，上演

神功戲，儀式活動包括請神、巡遊、

賀誕和送神。 

33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洪聖誕 農 曆 二 月 十 三 日 或 在 特 定 的 日 子

裡，很多地方社區組成演戲值理會籌

辦活動慶祝洪聖誕，多以神功戲或交

換花炮的形式來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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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鴨脷洲 香港仔鴨脷洲同慶公社籌辦農曆二

月十三日洪聖誕的慶祝活動，上演神

功戲，儀式包括請神、巡遊、送神。

33.2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河上鄉 每年農曆二月十三日，上水河上鄉侯

氏宗族舉行「搶花炮」活動，慶祝洪

聖誕。 

33.3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西貢滘西 西貢滘西洲居民每年籌辦農曆二月

十三日洪聖誕的慶祝活動，上演神功

戲，儀式活動包括啓壇、請神、水幽、

過關、大幽、禮斗、還神，正誕當天

亦有花炮會賀誕。 

33.4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西貢布袋澳 每年農曆八月，西貢布袋澳值理會組

織籌辦神功戲，慶祝洪聖誕，正誕當

天有花炮會賀誕。 

34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端午節 每年農曆五月，很多社區均舉辦龍舟

競渡的活動，以慶祝端午節，個別社

區亦會舉行富傳統特色的龍舟活動。

34.1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大澳龍舟遊涌  每年農曆五月初四及初五日，大嶼山

大澳扒艇行、鮮魚行和合心堂三個漁

業行會都舉行傳統性「龍舟遊涌」活

動。 

34.2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大埔遊夜龍 大埔石氏家族每年農曆五月初五凌

晨於吐露港，舉行龍舟遊海面儀式。

34.3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龍舟競渡 

(南丫南) 
由南丫南鄉事委員會籌辦。 

34.4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龍舟競渡 

(坪洲) 
由坪洲漁民協會龍舟競渡籌備委員

籌辦。 

34.5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龍舟競渡 

(香港仔) 
由香港仔龍舟競渡大賽委員會、南區

龍舟競渡委員會合辦。 

34.6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龍舟競渡 

(大澳) 
由大澳鄉事委員會、龍舟競渡委員會

主辨。 

34.7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龍舟競渡 

(長洲) 
由長洲鄉事委員會、長洲龍船會和長

洲平安堂龍船值理會主辦。 

34.8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龍舟競渡 

(東區) 
由柴灣漁民娛樂會主辦。 

34.9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龍舟競渡 

(西貢) 
由西貢區龍舟競渡籌備委員會主辦。

34.10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龍舟競渡 

(沙田) 
由沙田體育會主辦。 

34.11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龍舟競渡 

(屯門) 
由屯門區龍舟競賽委員會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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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2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龍舟競渡 

(梅窩) 
由梅窩鄉事委員主辦。 

34.13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龍舟競渡 

(大埔) 
由大埔區龍舟競賽委員會、大埔體育

會合辦。 

34.14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龍舟競渡 

(赤柱) 
由赤柱居民會主辦。 

35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舞火龍 每年中秋節（農曆八月十五日）期

間，地方社區組織「舞火龍」活動，

社區成員參與火龍扎作、火龍開光、

舞火龍、送龍等儀式活動。 

35.1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大坑舞火龍 每年農曆八月十四、十五及十六日，

大 坑 坊 眾 福 利 會 籌 辦 大 坑 「 舞 火

龍」，中秋節前數天扎作火龍，再「舞

火龍」三天，巡遊大坑社區。 

35.2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薄扶林村舞火龍 薄扶林火龍會負責籌備每年中秋節

的「舞火龍」活動，薄扶林村成員於

當晚「舞火龍」，巡遊薄扶林村。 

36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張飛誕 每年農曆十二月十九日，筲箕灣南安

坊坊眾會籌辦張飛誕，活動有巡遊、

抽花炮、競投福物，並聘請喃嘸先生

主持宗教儀式。 

37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真君誕（青衣） 青衣真君演戲值理會負責籌辦每年

農 曆 三 月 十 五 日 真 君 誕 的 慶 祝 活

動，儀式包括接神、花炮會賀誕、送

神、競投福物。 

38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李靈仙姐誕 

（薄扶林村） 

每年農曆四月十五日，薄扶林村街坊

主辦李靈仙姐誕的賀誕活動，酬謝神

恩。 

39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扒天機 農曆正月，社區成員以一隻紙船向每

家每戶收集香燭衣紙及代表不潔淨

的東西，然後在社區範圍外火化，用

意是潔淨社區。 

39.1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厦村田心村 在農曆正月，元朗厦村田心村成員帶

著紙扎船，在村內向每家每戶收集象

徵不潔淨的東西及香燭衣紙，然後焚

化。 

39.2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 大埔泮涌扒船 在農曆正月，大埔泮涌成員帶著紙扎

船，在村內向每家每戶收集象徵不潔

淨的東西及香燭衣紙，然後焚化。 

40 社會實踐、禮儀、節

慶活動 
民俗 主保瞻禮 

（西貢鹽田梓） 
 

西貢鹽田梓的主保瞻禮在每年的五

月舉行，是一個天主教的社區儀式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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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有關自然界和宇宙

的知識和實踐 
傳統醫藥 涼茶 涼茶已有悠久的歷史。香港亦有不少

涼茶舖，如恭和堂、春和堂單眼佬

等，由於衞生管理的規定，現今的涼

茶全在中央工場生產。製法為洗淨藥

材和浸水，然後依次放入藥材煲涼

茶。 

42 有關自然界和宇宙

的知識和實踐 
傳統醫藥 跌打 跌打師傅發展及累積了使用不同草

藥及醫療方式來醫治骨折及肌肉受

傷的方法。 

43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美術 牙雕 從前香港曾有四大象牙店，名為恆

安、曾琼、廣發祥和德祥。1990 年代

禁運象牙前，約有一千多人從事牙雕

行業。禁運實施後，行業消失，現尚

有一些退休之牙雕師傅。 

44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技藝 傳統圍村建築修繕工藝 傳統圍村建築修補工藝在香港新界

已有悠久的歷史，共分為四樣類別，

包括泥水（起牆、天花等工程）、木

工（所有木材的切割、組件、上色）、

灰塑（外牆立體的裝飾及上色）及壁

畫（外牆與建築內部畫上圖案）。 

45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技藝 棚屋建築技藝 大澳的棚屋為漁民的居所，已有數百

年的歷史，棚屋基本上以木料，蓋建

在海邊高低潮間之沙灘上，棚屋師傅

掌握了全套蓋建棚屋的技藝。 

46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技藝 戲棚蓋搭技藝 在籌辦神誕或太平清醮時，地方群體

多安排上演神功戲，作為酬謝神恩的

慶祝活動，因而需要蓋搭臨時戲棚作

為神功戲的臨時舞台，大型的戲棚可

容納數千名觀眾。現今的華人世界

內，只有香港延續著蓋搭戲棚的傳

統。 

47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技藝 扎作技藝 扎作技藝在香港源遠流長，紙扎製成

品包括大士王、花炮、花牌、花燈、

獅頭等。這些製品會在不同場合使

用，如神誕、節慶、太平清醮等。扎

作品是由竹篾所扎成的立體外型，然

後是上色和組裝。通常這些製品會在

儀式後焚化。 

47.1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技藝 ◆ 大士王扎作 大士王為太平清醮及盂蘭勝會儀式

上的核心紙扎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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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1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技藝  ◆天寶樓（為盂蘭勝會製作大士王，

扎作工序有大士王身體各部份及剪

貼配搭鎧甲。天寶樓為一紙扎工藝

店。） 

47.1.2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技藝  ◆大澳（為盂蘭勝會製作大士王，扎

作工序有大士王身體各部份、上色、

裝篏及剪貼配搭鎧甲。） 

47.1.3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技藝  ◆坪洲（為盂蘭勝會製作大士王，扎

作工序有大士王身體各部份、上色、

裝篏及剪貼配搭鎧甲。） 

47.2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技藝 ◆ 花炮扎作 
(祺麟店) 

花炮為一盛載神像的裝置，神誕時，

花炮會把花炮連同神像送到廟宇。祺

麟店為一花炮扎作工藝店。 

47.3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技藝 ◆ 花牌扎作 
(李炎記) 

傳統花牌是恭賀用的大型裝飾，常見

於太平清醮及神誕活動場地、鄉事委

員會委員就職禮、圍門重修、新廈落

成及婚禮等。李炎記為一花牌扎作工

藝店。 

47.4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技藝 ◆ 花燈扎作 很多地方展示花燈來慶祝中秋節，花

燈以竹及紗紙製成。 

47.4.1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技藝  ◆天寶樓（為慶祝中秋節的展示性花

燈。扎作工序有開蔑、剪紗紙、扎作

外殼、芒布、裝飾、裝篏。天寶樓為

一紙扎工藝店。） 

47.4.2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技藝  ◆寶華（為慶祝中秋節的展示性花

燈。扎作工序有開蔑、剪紗紙、扎作

外殼、芒布、裝飾、裝篏。寶華為一

紙扎工藝店。） 

47.5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技藝 ◆ 獅頭扎作 舞獅活動用的獅頭以竹枝及紙張扎

作而成。 

47.5.1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技藝  ◆雄獅樓（扎作技巧包括開蔑、扎作

外殼、芒貼獅頭、抓籐皮、畫花、寫

字、貼料等。雄獅樓為一紙扎工藝

店。） 

47.5.2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技藝  ◆馬田村（為配合馬田村參與是年的

十八鄉天后誕而扎作的獅頭，用以表

演醒獅來慶祝天后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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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聯合國） 細類（中國） 項目名稱 內容及次項目 

48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技藝 飄色製作技藝 飄色為每年長洲太平清醮的一個元

素，長洲各社團（如北社街、興隆街、

長洲體育會等）均設計自己的飄色，

參與正醮當天的會景巡遊，為一套具

有地區傳統特色的製作技藝，一台飄

色的製作分為「上色心」、「下色心」

和「色櫃」三個組成部份。 

49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技藝 樂器製作（古琴） 蔡福記從事樂器製作，1940 年代從潮

汕搬到香港，樂器製作技藝已傳至蔡

福記的第三代。 

50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技藝 神像鏡業 坊間流行將神像繪畫在鏡上作為供

奉的對象，神像鏡也有用於花炮中，

在神誕時送還廟宇。元朗一家繪畫神

像鏡的店舖自 1960 年代開始經營。 

51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技藝 雨傘製作 香港仍有舖頭製作雨傘，歷史悠久。

51.1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技藝  ◆何希記（從 1940 年代底在香港島

獨力經營至今，何希記掌握全套製作

雨傘的工序。） 

51.2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技藝  ◆梁蘇記（梁蘇記已有百多年的歷

史。以家庭式作業生產，主理原料選

購、雨遮設計、改良、生產到門市銷

售等程序。） 

52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技藝 刨花油製作 以刨花浸油的產品，可以作為頭髮定

型劑。惟生產刨花油的「朱義盛」已

於近期結業。 

53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技藝 農業  

53.1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技藝 ◆ 水稻 稻米生產曾是本港重要的農業經濟

活動，有一套生產方式。1970 年代，

稻米生產已接近絕跡。今天，綠田園

基金邀請導師示範與講解種稻程序。

53.2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技藝 ◆ 蜂蜜製作 以前在新界農村，有少數農戶在家外

空地建立木箱養蜂，出產蜂蜜自用或

出售。農民發展了一套養蜂的知識系

統。 

54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技藝 畜牧業  

54.1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技藝 ◆ 養雞 1950 年代，新界養雞業蓬勃，自 1970
年代起開始推廣相關飼養雞隻的知

識。香港發展了一套飼養雞隻的知識

系統。 

54.2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技藝 ◆ 養豬 1950 年代，新界養豬業蓬勃，香港發

展了一套飼養豬隻的知識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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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聯合國） 細類（中國） 項目名稱 內容及次項目 

55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技藝 曬製鹽技藝 大嶼山大澳的鹽業於 70 年代停產，

至今仍有退休鹽工可以憶述產鹽的

程序。 

56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技藝 蝦膏蝦醬製作 以季節性的細小銀蝦製成蝦膏及蝦

醬等調味品，漁民保留了製作蝦膏蝦

醬的技藝。 

57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技藝 鹹魚製作 漁民保留了用鹽醃魚的製作技藝，工

序包括藏魚、起魚及曬製。 

58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技藝 魚膠製作 人們相信某些魚鰾有醫療功能，稱魚

鰾為魚膠。漁民發展了一套曬製魚膠

的工藝。 

59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技藝 潮洲糖餅 潮州人喜愛潮式糖餅糕飽，也有特別

為祭祀用的糖餅。貴嶼和記隆製造潮

式糖餅糕飽，至今已由第二代接管經

營。 

60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技藝 龍鬚糖技藝 龍鬚糖為傳統流行小食，擺賣龍鬚糖

之小檔攤多見於醮會或神誕活動的

場合。 

61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技藝 吹糖技藝 用不同顏色的糖漿以手工的方式，製

成不同外形的小糖點。擺賣吹糖之小

檔攤多見於醮會或神誕活動的場合。

62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技藝 盆菜 / 食盆 新界很多有幾百年歷史的圍村，至今

仍保留以「盆菜」宴客的傳統，地方

稱之為「食盆」。盆菜的食物，首先

獨立烹調，然後依次分層放入一個大

盆中，每盆足夠 8 個人食用，盆菜的

烹調方式，可以應付大量參與者的需

求。 

62.1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技藝 ◆ 屏山鄧氏宗族 元朗屏山鄧氏宗族每逢宗族成員結

婚、添丁、祭祖等活動，均邀請其他

成員於鄧氏宗祠參與「食盆」。在多

數祭祖活動或人生禮儀中，成員均以

盆菜來招待參與的成員。 

62.2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技藝 ◆ 十八鄉馬田村 元朗十八鄉馬田村於節慶活動時舉

行「食盆」，村民掌握一套傳統的烹

調方法。 

63 傳統手工藝技能 傳統技藝 菜茶 隨海陸豐/鶴佬移民傳入香港的菜茶

傳統，在正月時，用來招呼客人的小

食。 

 
 



附件二 

香 港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項 目 申 報 表  
 

將 下 面 填 妥 之 表 格 ， 以 傳 真 、 電 郵 方 式 或 親 身 交 回 本 中 心 。  

電 話 ：  2358-8026、 2358-8939 

電 郵 ：  hkher i tage@ust .hk 

傳 真 ：  2358-7774 

地 址 ：  香 港  
 九 龍 清 水 灣  
 香 港 科 技 大 學  
 學 術 大 樓 1021 室  

 

若 表 格 欄 位 空 間 不 足 ， 請 另 加 附 頁 。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類 別 （ 請 以表 示 ） ︰  

□  口 頭 傳 統 和 表 現 形 式  
（ 如 圍 頭 話  /  畬 話 、 竹 枝 詞 、 鶴 佬 話 、 客 家 話 、 漁 民 話 等 ）  

□  表 演 藝 術  
（ 如 南 音 、 道 教 音 樂 、 祭 白 虎 儀 式 、 鹹 水 歌 、 麒 麟 舞 、 木 偶 戲 等 ）  

□  社 會 實 踐 、 儀 式 、 節 慶 活 動  
（ 如 螳 螂 拳 、 點 燈 、 盂 蘭 勝 會 、 打 小 人 、 天 后 誕 、 盆 菜 、 太 平 清 醮 等 ）  

□  有 關 自 然 界 和 宇 宙 的 知 識 和 實 踐  
（ 如 中 藥 製 作 、 跌 打 、 傳 統 中 醫 藥 、 龜 苓 膏 、 浸 酒 、 漁 民 有 關 自 然 界 和 宇 宙 的

知 識 等 ）  

□  傳 統 手 工 藝  
（ 如 蒸 籠 製 作 、 涼 果 醃 製 、 龍 鳯 木 雕 、 染 布 工 藝 、 捕 魚 技 藝 、 臘 味 傳 統 製 作 工

藝 、 篆 刻 、 籐 編 器 物 等 ）  
 

 

▲  必 須 填 寫  
△  如 有 傳 承 人 必 須 填 寫  

1  項 目 名 稱
▲   

2  流 傳 地 區
▲

（ 或 傳 承 人 居 住 地 ）   

3  活 動 日 期 （ 農 曆 /西 曆 ）、 地 點 、 場 合  
（ 申 報「 社 會 實 踐 、 儀 式 、 節 慶 活 動 」類

別 請 同 時 填 寫  「 香 港 周 期 性 地 方 傳 統 活

動 時 間 表 」 ）  

 

4  活 動 動 機 、 目 的
▲   

5  活 動 內 容
▲

、 形 式 、 結 構 、 組 織 、 禁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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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項 目 的 源 流 （ 口 頭 傳 說 ）、 沿 革   

7  活 動 過 程（ 詳 細 描 述 過 程 及 繪 畫 場 地 平 面

圖 ）  
 

8  項 目 傳 承 人 簡 歷 和 傳 承 履 歷  
（

△
如 有 傳 承 人 必 須 填 寫 ）  

 

9  項 目 傳 承 人 個 人 資 料  
（ 出 生 年 份 、 通 訊 地 址 、 聯 絡 方 法 ）  
（

△
如 有 傳 承 人 必 須 填 寫 ）  

 

10  傳 承 人 的 特 長 、 風 格 、 貢 獻  
（

△
如 有 傳 承 人 必 須 填 寫 ）  

 

11  相 關 器 具 、 製 品 、 作 品 的 簡 介  
（ 如 有 ， 請 提 供 照 片 ）  

 

12  保 護 和 傳 承 遺 產 項 目 的 機 構   

13  保 護 和 傳 承 遺 產 項 目 的 困 難   

14  政 府 在 保 護 和 傳 承 遺 產 項 目 的 工 作   

15  文 獻 資 料  
（ 如 有 ， 請 提 供 簡 單 資 料 ）  

 

16  照 片 紀 錄  
（ 如 有 ， 請 提 供 簡 單 資 料 ）  

 

17  錄 像 紀 錄  
（ 如 有 ， 請 提 供 簡 單 資 料 ）  

 

18  其 他 事 項  
（ 如 有 ， 請 提 供 簡 單 資 料 ）  

 

 
 

填 表 人 資 料 ：  

 

姓 名 ：             代 表 地 區 （ 如 適 用 ）：               

 

聯 絡 地 址 ：                                 

                                 

                                 

 

電 話 ：             電 郵 地 址 ：                 

 

簽 署 ：             日 期 ：                   

 

*  根 據 「 個 人 資 料 （ 私 穩 ） 條 例 」， 申 報 者 所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料 只 會 用 作 處 理 有 關 「 香

港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普 查 」 研 究 之 用 。  



附件三  

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  

 

主席  
余少華教授  
 
委員  
陳蒨教授  
陳捷貴先生， JP 
鄭培凱教授  
劉唯邁博士  
梁紹傑教授  
李小良博士  
麥勁生教授  
文潔華教授  
吳鳳平博士  
潘展鴻先生， JP 
蕭國健教授  
丁新豹博士  
楊秀珠教授  
民政事務局代表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代表  
 
秘書  
博物館總館長 (文化博物館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職權範圍  

(一 ) 監督全港性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工作的進行，並就普查工作向政

府提供意見；  

(二 ) 審核全港性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的調查報告結果及建議，並提交

供政府考慮；  

(三 ) 就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的編製及更新提供意見；  

(四 ) 就揀選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申請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

產，以至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遺，向政府提供意見；  

(五 ) 就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措施提供意見，包括研究、宣傳、弘揚、

傳承和振興等各方面；及  

(六 ) 就政府提出其他有關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事宜給予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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