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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座：宗族春秋二祭與中華文化承傳
講者：黃競聰博⼠（⻑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副執⾏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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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座：
宗族春秋二祭與中華文化承傳

講者：黃競聰博⼠（⻑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副執⾏總監）



公眾假期
香港⼀年共有17天的公眾假期，充分
體現香港文化薈萃的特色，既有中國
傳統節日，計有農曆新年、清明節、
佛誕、端午節、中秋節和重陽節；又
有⻄⽅傳統宗教節日，分別是新年、
復活節和聖誕節，還有帶有官⽅色彩
回歸紀念日和國慶日。



悼亡節

清明、重陽和中元是香港三大
悼亡的節日，前兩者主要拜祭
祖先，故《新安縣志》嘉慶年
間版本云：「重陽掃墓，與清
明同。」

清明是紀念先人的節日，又稱
鬼節，號稱中國三大鬼節之首。
香港人習慣在清明節和重陽節
拜祭祖先，中元節則在⺠間有
燒街衣，地區組織會舉⾏盂蘭
勝會，祭祀孤魂野鬼。



祖先崇拜文化起源

遠古時代，人類已有崇拜祖先的信仰。

在華夏文化傳統，人們認為祖先有影響後人生活的靈力，故此
產生各種祈求祖先保佑的文化。



祖先崇拜
文化起源

周朝王室成員奉⾏四時祭禮，以祀先王祖先。

周天子透過適當的禮儀，拜祭先祖，從而確立其管
治的合法性。

後來不同朝代政權均推崇儒家思想的孝道精神，皇
帝按照禮法拜祭先祖，樹立道德榜樣，以達上⾏下
效。

隨着時代的演進，王室祭禮逐漸普及成為⺠間祭祖
的習俗。



祖先崇拜文化起源

中國以農立國，向來有「春祈秋報」的傳統：

春天祈福祈求風調雨順

秋天酬恩慶祝五穀豐登

香港有不少的宗族都會喜歡在春天及秋天
的期間舉⾏⼀些祭祖儀式，這個傳統名為
春秋二祭。



何謂宗族

⼀種以⽗系親屬關係為基礎，管有族產的地⽅社區組織。

基於對共同祖先的崇拜而衍生出⼀系列社會⾏為：
如祭祀祖先、編修族譜、設置族產、建立祠堂……
以促進宗族內部的認同及應對外來的威脅。

自宋朝（公元960—1279年）起不同宗族日漸扎根於現今香
港範圍，例如錦田鄧氏、屯門陶氏、上水廖氏、粉嶺彭氏等。



宗族

設置族產

華南地區：水稻耕作

催生以祖先名義組織的公有族產





《錦田鄧師儉堂家譜》

時值北宋開寶六年（973），鄧氏落戶於新界岑田，該地原稱陳田，現稱錦田。
及後子孫繁衍，分遷香港各地，成為新界五大族之⼀。

四世祖鄧符協原為江⻄省吉水人，於南雄縣作官後，沒有選擇北返家鄉，反而
南遷到新界錦田。鄧符協不但把三代之早墳遷葬香港，更在桂角山下創力瀛書
齋，建南北二圍，位置即今錦田水頭村及水尾村。



鄧氏五大房秋祭



厦村友恭堂





新安縣全圖

1866年，意大
利傳教⼠獲朗
他尼經實地勘
察，歷四年始
成，終繪成
《新安縣全
圖》。





錦田鄧氏

屏山
鄧氏

厦村
鄧氏

屯門陶氏



大埔頭
鄧氏

泰亨文氏

新田
文氏

粉嶺彭氏

上水廖氏
上水侯氏

龍躍頭鄧氏



竹園蒲崗林氏

荃灣陳氏

瀝源曾氏
大圍
韋氏



• 新界不止五大族

• 香港不止新界有宗族

• 新安縣不止現今香港



宗族祭祖
在香港，每年春分及秋分之時，或農曆四⽉及九⽉，⼀些宗族族人會特
意聚集起來，進⾏祭祀以表達對先祖的敬意。

宗族的祭祖形式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

第⼀類是墓祭：子孫前往祖先墓地拜祭

第二類是祠祭：是子孫齊集在祠堂中拜祭



宗族
祭祖
墓祭：子孫前往
祖先墓地拜祭

竹園蒲崗林氏祭祖



蒲崗竹園村林氏

蒲崗竹園村林氏奉天后元君為姑婆。早在宋朝年間，林氏家族已定居於彭埔圍，
即今日大磡村附近。後歷遷海之禍，建有蒲崗村和竹園村兩條村。1938年，
香港華人廟宇委員會接收了大廟，林氏因而失去原有祭祀空間。隨著戰亂和城
市發展，蒲崗村已清拆，竹園易名為黃大仙，林氏家族成員亦散居各地。

現時，林道義祖堂族人在春秋二祭時主要拜祭黃大仙祠旁的祖墳；另外亦會在
春祭時前往大廟拜姑婆，秋祭時則登山拜祭三位祖先。





宗族
祭祖
祠祭：子孫齊集
在祠堂中拜祭

厦村鄧氏祭祖



九龍城汾陽郭氏祭祖大典



宗族祭祖

有些宗族仍重視傳統祭祖禮儀，設有禮生頌讀祝文，由族⻑擔任主祭，
形式參考《朱子家禮》進⾏。所謂各處鄉村各處例。每⼀個宗族會因應
自己的經濟能力、傳統習俗和生活模式等因素，形成各自獨特的祭祖儀
式。



宗族祭祖

每年二⽉初二上水廖氏舉

⾏春祭。



宗族祭祖

上水廖氏

《萬石堂春秋忌辰二祭
對聯總部》
春祭擺物品圖則啟列

廖萬石堂祖先流傳下來
的祭品以及擺放⽅式



豬頭脾⼀副

生⽺⼀只
生豬⼀只少牢之禮



宗族祭祖

上水廖族在二⽉初二舉⾏春祭，
祭品琳琅滿⽬，儀式非常講究。
在祭祖之前，族人先⾏到左廳，
拜祭對廖族有貢獻人物的牌位，
然後再拜簡公。接拜祭地脈龍神，
主祭正式拜祭五祖祖先之後，其
他族人的子孫按輩份高低輪流拜
祭祖先。

拜祭簡公是因為表達對簡氏讓出
土地的感激。相傳在廖氏到達上
水之先，簡氏早已定居於此。簡
氏後來慷慨讓出土地與廖氏，因
此廖氏族人⼀直⼼懷感激。



厦村鄧氏2020年
春分祠祭
以下舉厦村祠祭為例，作為了解祭祖儀式及流程
的參考



厦村鄧氏2020年春分祠祭
程序 說明

祭禮
開始

眾⽗老陸續進入
祠堂，於正廳聯
誼。在後進的神
龕前祭壇上備妥
各式祭品，包括
五生五熟、五色
水果等。



厦村鄧氏2020年春分祠祭
程
序

說明

祭
禮
開
始

兩⽗老點燃大香
及蠟燭，插上香
爐，象徵儀式開
始。

程序 說明

祭禮
開始

兩⽗老點燃大香
及蠟燭，插上香
爐，象徵儀式開
始。



厦村鄧氏2020年春分祠祭
程
序

說明

祭
文
昌

主祭與陪祭、禮
生、執事等人前
往禮賓樓拜祭文
昌帝君。

程序 說明

祭
文昌

主祭與陪祭、禮
生、執事等人前
往禮賓樓拜祭文
昌帝君。



厦村鄧氏2020年春分祠祭
程序 說明

祭
文昌

⼀執事跪地誦讀
祭文昌祝文，主
祭奉上香燭衣紙
樂手在旁奏起簫
及嗩吶。拜祭完
畢，⽗老們返回
祠堂後進。



厦村鄧氏2020年春分祠祭
程序 說明

詣
天地
神位
前
鞠躬

奉祀主跪在祭壇
前，與神龕上各
祖先牌位⼀同⾯
向天井⽅向，參
拜「當天（即上
天）」。此時正
廳眾⽗老已換上
⻑衫，準備祭祖
。



厦村鄧氏2020年春分祠祭
程序 說明

三獻
禮

宣讀
祝文

祭壇前奉祀主轉
為⾯向神龕，開
始三獻禮。



厦村鄧氏2020年春分祠祭
程序 說明

三獻
禮

宣讀
祝文

先有初獻⾏禮：
祭者向神龕鞠躬
跪地、叩頭、上
香、以酒灌地。
宣讀祝文後再有
亞獻、終獻。



厦村鄧氏2020年春分祠祭
程序 說明

三獻
禮

宣讀
祝文

先有初獻⾏禮：
祭者向神龕鞠躬
跪地、叩頭、上
香、以酒灌地。
宣讀祝文後再有
亞獻、終獻。



厦村鄧氏2020年春分祠祭
程序 說明

眾子孫分
奠

三獻完畢，正廳內眾⽗老根據輩份由
高至低排先後次序，經天井左側前往
祭壇拜祭祖先。



厦村鄧氏2020年春分祠祭
程序 說明

眾子
孫分
奠

拜祭前，各人均
沾碌柚葉水洗手
祭後各人獲分胙
⾁錢⼀份，七十
虛歲以上者可請
人代領。



厦村鄧氏2020年春分祠祭
程序 說明

喧嘏
辭

眾⽗老拜祭完畢
位於前廳的中門
隨即關上，執事
向眾人宣讀嘏辭
讀畢，奉祀主以
酒灌地，中門復
開。執事燒化冥
鏹，樂手奏嗩吶
奉祀主再向神龕
叩拜，禮成。



厦村鄧氏2020年春分祠祭
程序 說明

分胙 祭祀完畢，眾⽗
老於正廳右側分
食燒⾁。



宗族祭祖場面中的人、事、物



祭禮執行人
主祭：族中輩份及年紀 大者，代表全族拜祭

陪祭：陪同主祭拜祭

禮生：又稱唱禮，負責主持程序，須朗聲指示祭者、執事及樂手在各儀式中所需⾏動，
包括奏樂、下跪、進獻祭品、朗讀祝文，以及安排⽗老依輩份上前拜祭等

執事：負責宣讀祝文、提示祭者上前拜祭等。執事須在祭禮中適時遞上酒、香、飯、
⾁等祭品予主祭

樂手：奏嗩吶及簫，打鼓、鑼和鈸

有些宗族對於有份參與春秋二祭的人⼠有明確規定，例如年滿⼀定歲數的男丁⽅可參
與；有些則沒有門檻，同族的男女老幼均可參與。



主祭
主祭：族中輩份
及年紀 大者，
代表全族拜祭

陪祭：陪同主祭
拜祭

合稱「奉祀主」



主祭
2020厦村春祭當
日主祭未克出席，
故共有4位陪祭



主祭、禮生和執事

禮生：又稱唱禮，負責主持程序，須朗聲指示祭者、執事及樂手在
各儀式中所需⾏動，包括奏樂、下跪、進獻祭品、朗讀祝文，以及
安排⽗老依輩份上前拜祭等

執事：負責宣讀祝文、提示祭者上前拜祭等。執事須在祭禮中適時
遞上酒、香、飯、⾁等祭品予主祭

禮生可理解為祭禮的主持，執事則為助手



主祭、禮生和執事

禮生角色十分重要，

除了要熟練祭禮流程、

亦要隨機應變，

視祭者情況改變

儀式實際執⾏⽅法，

如跪地、叩首等



主祭、禮生和執事

禮生角色十分重要，

除了要熟練祭禮流程、

亦要隨機應變，

視祭者情況改變

儀式實際執⾏⽅法，

如跪地、叩首等



主祭、禮生和執事

樂手：奏嗩吶及簫，打鼓、鑼和鈸



神主牌

香港大型的祠堂常置有木製的神龕，供奉了歷代
祖先牌位。

排列⽅式參照自周朝宗法制度的「左昭右穆」:

以始祖為中⼼，第二代為昭，放左邊；第三代為
穆，放右邊，依次排序。

拜祭祖先時，子孫也按次序排列⾏禮，強調序齒
輩份。





音樂

古人相信祭祀配以音樂，有助與神明、祖先溝通。

在實際功能上，宗族祭祖儀式常配置樂師演奏，
有提示儀式流程的作用，亦為祭祖場合營造了莊嚴的氣氛。

程序 說明
祭
文昌

⼀執事跪地誦讀祭文昌祝
文，主祭奉上香燭衣紙，
樂手在旁奏起簫及嗩吶。
拜祭文昌完畢，⽗老們返
回祠堂後進。

程序 說明
喧嘏辭 …執事向眾人宣讀嘏辭。讀

畢，奉祀主以酒灌地，中門
復開。執事燒化冥鏹，樂手
奏嗩吶，奉祀主再向神龕叩
拜，禮成。



祭品

祠堂的神龕前多安放香
爐，供子孫⻑期敬奉香
火，藉着嬝嬝清煙把思
念傳遞給先人。



祭品

宗族祭祖的祭品種類豐
富，部份宗族亦會講究
盛載祭品的器皿，擺置
⽅式也會配合風水術數。

常見的祭品有茶、酒、
湯、飯、原隻燒豬和五
生五熟。



祭品

常見的祭品有茶、酒、
湯、飯、原隻燒豬和五
生五熟。

五生五熟：生⾁及內臟，
分為十碟，生熟各佔⼀
半。



祭品

昔日宗族在祭祀後，會
即場烹調祭品，並設宴
共享，古人相信吃過受
祖靈眷顧的祭品，等同
獲得祖先的祝福。



胙肉

胙⾁即用作祭祀的豬⾁。

祭祖儀式過後，族中合
資格的男丁會獲分胙⾁，
俗稱「太公分豬⾁」。

分享胙⾁代表接受祖先
的恩澤，增加宗族成員
歸屬感，有助團結宗族。





胙肉

有些宗族分發額外的胙
⾁，確認部份族人在族
中的特殊地位，如輩份
高或其祖先有重大貢獻
的後裔可獲額外的胙⾁。

部份宗族改以「豬⾁錢」
代替。



祝文

祝文，或稱祭文，是祭祖儀式唸誦的文辭。

⼀般為表達對先祖的恭敬，感激他們的福澤眷顧，
也祈求祖先往後繼續扶助、祝福子孫。

拜祭不同對象時祝文內容亦有所不同，但⼀般都
先歌頌祖先偉大，然後請其繼續保佑族人繁衍。



祝文，或稱祭文，是祭祖儀式唸誦的文辭。

⼀般為表達對先祖的恭敬，感激他們的福澤眷顧，
也祈求祖先往後繼續扶助、祝福子孫。

拜祭不同對象時祝文內容亦有所不同，但⼀般都
先歌頌祖先偉大，然後請其繼續保佑族人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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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文

拜祭不同對象時祝文內
容亦有所不同，但⼀般
都先歌頌祖先偉大，然
後請其繼續保佑族人繁
衍。



圍頭話

圍頭話是早期新界居⺠流⾏的⽅⾔之⼀。

圍頭話與廣府話十分相近，前者只有六個聲調，
較廣府話九聲簡單。

自1940年代起，圍頭話就逐漸式微。

雖然現時圍頭話不再是圍村居⺠的主要溝通語⾔，
但每逢春秋二祭，部份宗族仍堅持用圍頭話進⾏祭祀儀式。

圍頭話是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項⽬之⼀。

讀祝文



祭祖過後，「祭主」在墓旁空地即席烹煮
盆菜，供族中成員享用，名為「食山頭」。

無論祭品或儀式，墓祭和祠祭的形式基本
相同，惟「食山頭」這特色習俗卻是墓祭
獨有。

食山頭



族人先將原隻生豬連同
其他祭品抬至祖先墓前
拜祭，拜祭後隨即搭起
爐灶，把生豬斬件，配
以魷魚、筍蝦、枝竹等，
加入南乳即場煮熟，平
均分配到多個盆中，讓
眾人⼀同在山上席地而
食。

食山頭







食山頭

時至今天，不少宗族因為資源
所限或衛生問題，改為墓祭後
返回祠堂或村內設宴，甚或放
棄這個習俗。

重陽節早上上水廖氏浩浩蕩蕩
從村公所出發，乘搭旅遊巴，
到金錢村後山祭祀開基祖仲傑
公，參與者還包括鳳溪學校師
生，場⾯非常熱鬧。及後，廖
族和鳳溪師生會到鳳溪學校草
地上品嚐盆菜。



祭祀祖先
上水廖氏







自上世紀六、七十年
代，香港經濟起飛，
大部份宗族成員的經
濟生產不再與聚居地
結合。

不少年輕的宗族成員出
外尋找工作機會，或嚮
往城市生活，因而搬出
市區居住，甚或移居海
外。

圍村人口流失



雖然部份族人仍會不
時回村中過節及參與
祭祖，但整體來說，
參與村中事務的族人
數量相對減少，增加
傳承祭禮文化的困難。

圍村人口流失



據族中年輕⼀輩的觀
察，其同齡族人大部
份對宗族祭祖文化興
趣不大。

即使有年輕族人願意
學習，不少祭祖文化
實踐亦難以單靠文獻
習得，須靠族人間口
耳相傳。

知識與經驗失傳



口耳相傳往往需要與
時間競賽，隨着具有
相關知識的⽗老過身，
年輕族人便失去承傳
知識的渠道，宗族祭
祖文化便很容易因此
而失傳。

知識與經驗失傳



⻄⽅宗教影響或令族人
對祭祖儀式卻步：

部份族人因信奉⻄⽅宗
教，把祭祖視之為「迷
信」，因而拒絕參與。

但與此同時，現今香港
社會講求男女平等，部
份宗族祭祖不再分男女
老幼，如竹園林氏家族
則歡迎「外嫁女」去拜
祭祖先。

觀念轉變



生活習慣轉變

受廣府話普及的影響，年輕⼀輩減少使用圍頭話溝通，甚或
不懂聽說圍頭話。

在這樣的情況下，祭祖內涵產生變化，傳承人減少，儀式亦
趨向簡化。

日常對答



祭祖文化傳承

宗族春秋二祭、食盆

2017年成功申報為「香港
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
錄」項⽬





二. 分享：
以宗族春秋二祭為題的多媒體教學素材

講者：朱詠筠⼩姐（⻑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項⽬經理）

結合影片及其他多媒體素材，學生對傳統文化能更真確、立體地理解



影片１
非遺尋源．香港祭祖文化

網址：https://youtu.be/lbsRFWYiZtc

影片⻑度：4:45

內容重點：香港宗族春秋二祭簡介
香港宗族春秋二祭於2017年被列入香港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之中。宗族祭祖的傳統可以回溯至中國自古以來「春祈秋報」的傳統，古人會
分別在春天耕作前、秋天收成後，向神明及先祖尋求或酬謝庇佑。時至今天，
不同的宗族發展出不同的祭祖文化。



影片２
非遺尋源．厦村鄧氏祭祖文化傳承

網址：https://youtu.be/p3BT5HjAFUo

影片⻑度：6:51

內容重點：祭祖文化的承傳﹑元朗厦村鄧氏為例，族內各個
成員對文化傳承的觀察及看法

隨時代變遷，該如何傳承宗族春秋二祭是每個宗族都要⾯對的問題。元朗厦村
鄧氏有着代代相傳祭祖儀式及文化，例如是讀祝文、唱禮等等。而族內各個成
員對文化傳承有各種觀察及看法：有人對未來充滿信⼼，有人則希望族人能更
主動去保存及推廣。族中各人又如何看待祭祖文化的承傳？



影片３

非遺尋源．屏山鄧氏食山頭

網址：https://youtu.be/rjWP06s3T6Q

影片⻑度：4:42

內容重點：食山頭﹑傳承人對文化傳承的堅持
是日秋分，代表秋天已過⼀半，亦是農作物收成的時節。香港不少宗族都有春、秋
二祭的傳統，在秋天拜祭祖先，正有感謝先人庇佑了大半年之意。當中還有些宗族
會「食山頭」，即族人在祖墳前拜祭祖先後，即席將剛才用以拜祭的生豬煮成盆菜，
並席地而食。以下紀錄片我們請來有幾十年「煮山頭」經驗的鄧聯興先生，為我
們講解食山頭的習俗。對於每年辛辛苦苦上山煮山頭、每次煮二百多斤豬⾁的背後，
他自有⼀套理念，推動他每次都用⼼做到 好。



影片４
非遺尋源．九龍城汾陽郭氏祭祖

網址：

https://youtu.be/MY7I-KMTeyU

影片⻑度：5:15

內容重點：城市祭祖風貌
九龍城汾陽郭氏祭祖於2014年被列入香港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之中。每
年農曆12⽉，郭汾郭氏後人都會⼀連兩日在九龍城的亞皆老街⾜球場舉辦盛大
的祭祖大典。祭典保留不少特色傳統，例如以生豬、生⽺作為祭品的「少牢之
禮」，以及總動員列隊從球場出發，到祖堂把祖先木主帶回祭典會場的「請祖
出遊」等等。歲⽉流轉，這⼀幕幕難得的城市祭祖風貌，都是郭氏後人⾯對各
種挑戰後，⼀代代努力傳承下來的成果。



影片５
非遺尋源．祭．春秋

網址：https://youtu.be/cXsQsIer-FQ

影片⻑度：24:50

內容重點：香港宗族春秋二祭簡介﹑元朗厦村鄧氏為例﹑祭祖儀
式的各個細節﹑傳承祭祖文化所⾯對的問題
祭祖文化，源遠流⻑。當中香港「宗族春秋二祭」更是內涵深厚的香港非物質文化
代表作之⼀。要以合適的禮儀祭祀祖先並不簡單，元朗厦村鄧氏則至今仍保留了不
少古禮，如以「五生五熟」作祭品，禮生唱禮，宣讀祝文等等。透過祭祀，除了能
團結族人之外，更能表達族人對歷代祖先的崇敬及感謝。

對於傳承祭祖文化，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族人對未來充滿信⼼，有族人則覺得可
以做多⼀步以保存及推廣。而要在現今社會推廣傳統文化，不免會有各種困難，但
厦村不少族人仍有⼼有力、持之以恆。今次記錄片為大眾解說祭祖儀式的各個細節，
以及理清傳承祭祖文化所⾯對的問題。



其他影片

⼀脈相承：傳承•傳情
網址：https://youtu.be/clAy1f2ooms

活力非遺地道色彩
網址：https://youtu.be/am7j8iuKdc8

非遺之最：「何謂非遺？」
網址：https://youtu.be/3AYIfUqkpH0

內容重點：非物質文化遺產



其他學與教資源網頁簡介

非遺通勝⻑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

網址：

http://cache.org.hk/blog/cache-ich/

內容重點：非遺簡介、教學資源等



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網頁

網址：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zh_TW/web/icho/home.html

內容重點：非遺簡介、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和代表作名錄、政府就保護
非物質文化遺產所作的措施介紹等



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料庫

網址：http://www.hkichdb.gov.hk/zht/index.html

內容重點：非物質文化遺產項⽬資料，宗族春秋二祭資料﹑相片



中央圖書館網上資料庫

網址：https://mmis.hkpl.gov.hk/zh/ich

內容重點：非物質文化遺產

項⽬資料，宗族春秋二祭資

料﹑相片



三. 問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