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天后誕

天后，是守護漁民和航海者的神祇，又稱「天后聖母」、「媽

祖」、「娘媽」等。相傳天后生於公元 906 年，她由出生至滿月

都沒有啼哭過，故取名為林默娘。默娘有預測天氣的能力，並會

在發生海難時前往救人。她一生沒有結婚，在二十八歲時羽化升

天。香港位於南中國珠江口東側島嶼，歷年來漁業發達，人們都

視天后為守護者。今天，最少有四十座天后廟，遍佈香港的每一

個角落。每年農曆三月二十三日天后誕，香港各區的天后廟均有

慶祝活動。

天后崇拜

天后誕是信眾慶賀天后生辰的重要日子，是天后崇拜的最大節日，也是

朝廷和地方官員參拜天后的時候。除大型拜祭儀式外，往往還有以廟宇為中

心的巡遊、廟會、花炮和神功戲等社區活動。

天后巡遊是天后誕的重要活動。據說乾隆皇下江南時看到天后出巡的盛

況，賜予黃袍，故後來民間又稱天后巡遊為「皇會」。現代的天后巡遊，一

般把天后廟的神像放在人抬着走的神龕裏，由信眾組成巡遊隊伍前呼後擁，

按照指定路線巡遊。巡遊隊伍中常伴隨有舞獅和化裝表演等活動，熱鬧非

常。除陸上的天后巡遊，也有海上的巡遊。賀誕者會於帆船和駁船上掛滿色

彩繽粉的旗幟，很多船上亦有舞獅，熱鬧非常。

天后誕活動一般都在農曆三月廿三日當天舉行，唯獨長洲之天后誕卻在

三月十八日。原因據說是當年往返西灣天后廟進香之路缺乏街燈照明，坊眾

往看神功戲亦不方便，故特將賀誕日期提前數天，利用月光照明。

（何志平：《天上人間：香港民間信仰文化札記》，頁59-61。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2008年。）

      神功戲

	 香港的廣府人（包括本地及客家）多以天后為其主保菩薩，以下是

1990 年度神誕粵劇演出的統計，可見天后誕的神功演出最多。

神 誕 名 稱 演 出 台 數 天 數

天后誕 23 1 0 5

洪聖誕 5 2 3

土地誕 6 2 0

侯王誕 2 1 0

關帝誕 3 8 . 5

地藏王佛祖誕 2 6

齊天大聖誕 2 5

北帝（玄天上帝）誕 1 5

真君大帝誕 1 5

觀音誕 1 5

譚公誕 1 5

三山國王誕 1 4

達摩先師誕 1 4

太陰娘娘誕 1 4

先師誕 1 3

金花夫人誕 1 3

樊仙誕 0 . 5 3

文昌誕 0 . 5 1 . 5

總數 53 2 2 0

1990 年度神誕粵劇演出統計

（陳守仁：《神功戲在香港：粵劇、潮劇及福佬劇》，頁 14。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6 年。）

神功戲是為慶祝神誕或大型傳統節慶而舉行的戲曲演出活動，目的是

「為神做功德」，是中國傳統戲劇的主要演出形式之一。為天后而演的神功戲

     

8 9香 港 傳 統 文 化 節 慶 活 動

書冊1.indb   8-9 10/25/13   5:43 PM



稱為「天后神功戲」，一般五天為一「台」，劇種不限，在粵港澳上演的普遍是

粵劇。演出的劇目，則有一些固定的內容，如《六國大封相》、《天妃送子》等。

（何志平：《天上人間：香港民間信仰文化札記》，頁 60。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2008 年。）

演出神功戲需要蓋搭一個臨時的戲棚，通常是在廟宇面前的空地上，使

廟內的菩薩可以直接欣賞演出。若果因地方安排令到戲棚的位置遠離廟宇，

便要在戲棚外另蓋一個神棚或在戲棚內設置懸在半空的包廂，安放天后的行

身，讓她觀看劇目。神棚前設有香案，讓信士放置祭品。香案前就是信士跪

拜的地方。在神棚兩旁也放有由廟裏搬來的「肅靜」「迴避」牌匾及各類型的

裝飾兵器。

（廖迪生：《香港天后崇拜》，頁 71。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0 年。）

摸龍床

每年這天，港九新界及離島不少居民，甚至紀律部隊人員都前往參拜

天后，至於水上人家更是奉祀虔誠。其中尤以元朗十八鄉的盛大會景巡遊，

以及前往佛堂門大廟進香 1，更見熱鬧，小輪船公司亦派出專船載客前往大廟

（佛堂門）進香。

道眾前往大廟前的準備頗多，除了必備的元寶、蠟燭、香枝、自製聚寶

盤外，亦帶有燒肉、肥雞、紅雞蛋、壽包、生果、白酒、粟米油、棋子餅等

等，品種甚多。有些如啤梨、奇異果等物相信天后生前亦未品嚐過；一些善

信更親自托上十餘斤重的燒豬，自碼頭拾級而上，穿插於人群中。

進香同時，不少道眾會求籤或問筊 2，冀望求個好運。拜祭之後，就會摸

摸龍床。有人摸到一粒蓮子，預卜今年抱孫，因為蓮子即年生貴子之謂。若

1	 佛堂門大廟，獲古物諮詢委員會評定為一級歷史建築物（具特別重要價值而必須盡可能予以保存

的建築物）的佛堂門天后古廟建於南宋咸淳二年（1266 年），是全港天后廟中最古老、規模最大

的一間，故稱大廟。

2	 筊，占卜吉凶的器具。原用蚌殼兩片擲地，看其俯仰而定吉凶，後改用竹木削成蚌形代替。《清

平山堂話本．楊温攔路虎傳》：「獻臺前，案上放靈神杯筊。」

在繡被中摸得「齋菇」，則弄璋有望。有人摸得一粒花生，預卜今年生意興

隆，因花生即生意如錦上添花之謂。摸到銅錢者，表示今年將有大財到手。

廟內設龍床，由來極古。因為世人相信，神仙也要休息，所以全國各

地，都有很多仙人下榻的古蹟。摸過仙人的床，就算摸不到什麼，手氣亦必

佳。士人必然金榜題名，商人必定手風順，買哪一種貨都賺錢。

記載仙人下榻的事，以《水經注》為最早，記云︰「夷水右經石室，南

村人駱都，小時到此室採蜜，見一仙人坐在床上。」

另《神仙傳》等書，都有不少敍述神仙休息的事，所以世人一直認為，

神靈都有一張床來休息，經過神仙卧過，必有靈氣，因此在觀音誕、天后

誕、龍母誕，善信到廟內上香時，都會到龍床摸一摸，以便增加運氣。

而在大廟，更流行一種叫「菠蘿雞」的飾物，經商的人都樂於「請」回

店舖懸掛，據聞可令生意財源滾滾。

（謝永昌、蕭國健：《香港民間神靈與廟宇探究》，頁 21-23。香港：香港道教聯合會，2010 年。）

   佛堂門大廟

（轉載自「山野樂逍遙」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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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花炮

由元朗十八鄉鄉事委員會籌辦的天后會景巡遊 3，每年都有二十多個花炮

會節目 4，人數多達五千人以上。

（謝永昌、蕭國健︰《香港民間神靈與廟宇探究》，頁 23。香港︰香港道教聯合會，2010 年。）

「搶花炮」又稱為「燒炮」5，是從前慶祝天后誕的一個主要活動。活動的

過程是把代表菩薩的花炮分配給信眾。然後在翌年的天后誕由信眾交回再重

新分配。

在香港，花炮是一個用竹枝紙張紮成的裝飾物，中央放着天后菩薩的木

像或繪圖。至於裝飾物本身，則由花紙和紙紮的神仙塑像組成。花炮的外形

大小不一，有獨立一個的，也有由兩層、三層，甚至五層裝飾物組成的。近

年大多數的花炮都是三層的。

（廖迪生：《香港天后崇拜》，頁 79。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0 年。）

花炮雖然大小不同，但大都有「紫微星」、「八仙」、龍、燈籠等基本紮

作裝飾。一些加上「福祿壽」和「觀音」等瓷像，也有把「一帆風順」的骨

3	 會景巡遊與古時各地盛大的迎神會相類似，在廟宇神明的帶領下，不同的社會群體於地處區域巡

遊一周，由此安撫邪靈以避疫病災禍。聞名的元朗十八鄉會景巡遊自 1963 年以來均選在農曆三

月二十三日天后誕舉行，參加者往往多達數千人，其中由小孩扮演古今不同人物的「飄色」、舞

獅舞龍、潮籍人士跳的「英雄舞」和巡遊結束後的「抽花炮」活動等，歷來都吸引了不少中外遊

客觀看。

4	 在香港，大多數花炮會組織是為了慶祝單一個菩薩的誕辰，天后誕花炮會的活動，時間主要集中

在天后誕當天和誕期的前後數天。活動的目的就是去賀誕參神，在誕期過後，花炮會就不會有其

他特別的宗教活動了。當然，個人可以參加一個或以上的花炮會，參與不同地方廟宇的賀誕活動。

（……）花炮會多以「堂」為名，例如龍珠堂、兄誼堂、合心堂等。一些則會以自己鄉下的名稱

來作為花炮會的名字，例如「惠潮花炮會」、「東莞同鄉會花炮會」、「寶安同鄉會花炮會」等。

有些大型的花炮會更會註冊成為一間「有限公司」，以獲得組織群體的合法地位。花炮會活動的

高潮就在賀誕的那一天，很多花炮會都會組織醒獅或麒麟隊伍去送還及迎接花炮，一些大規模的

花炮會更會以舞龍的方式來慶祝。以元朗十八鄉的天后誕巡遊為例，各個花炮會會刻意地創造他

們的特色和建立自己的象徵。他們穿着統一的服飾，有自己花炮會的獅子或麒麟。例如元朗潮僑

花炮會，成員把自己的面塗上油彩，然後沿途表現舞蹈。他們以造形、舞動方法及音樂形式來表

現自我，顯示成員們對自己社會及文化背景的認同。［廖迪生著《香港天后崇拜》，頁 55-58。

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0 年。］

5	 「搶花炮」的形式在香港經歷了很多變化，初期的「炮」是由爆竹造成，燃點後彈到空中，故又

稱為「燒炮」。

器放在花炮上面的。不會缺少的是賦有「生殖象徵意義」的薑和紅雞蛋。人

們希望這些經過朝拜儀式的「神物」會為擁有者帶來好運。

（廖迪生：《香港天后崇拜》，頁 82。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0 年。）

搶花炮的活動在正誕的當天中午舉行。代表各花炮的竹枝，由火藥炮

彈到天空，搶到從天空掉下來的竹枝的人，便可以獲得竹枝所代表的花炮。

由於竹枝墜下的位置不能預測，花炮會成員便會分散在不同的位置以求奪得

花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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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的花炮。人們認為每一個花炮的「神聖力量」都不一樣，一些地方的人

認為三號花炮是最好的，而一些地方的人會認為「頭炮」（第一個花炮）及

「結炮」（最後一個花炮）是最好的。為了爭取他們理想中的花炮，竹枝墜地

之處，人群蜂擁而至，扭作一團，花炮會之間往往會因而發生衝突。參與搶

花炮活動的，也並不局限於花炮會成員，個人亦可參與，只要奪得代表花炮

的竹枝，任何人都可以得到花炮。但搶花炮活動在七十年代開始便漸漸地減

少，代之而興的是以抽籤形式去決定花炮誰屬。

花炮獲得分配後，花炮會會員先到天后廟內上香及燒一些金銀衣紙，以

示對天后的感謝，然後派獅子、麒麟等迎接花炮。在離開廟宇之前，也會抬

着花炮衝向廟的正門三次或把花炮搬到廟前作「三鞠躬」，拜謝天后。

（廖迪生：《香港天后崇拜》，頁 86。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0 年。）

在送還花炮的時候，各花炮會帶備金豬、果品、紅雞蛋、衣紙等酬謝天

后。花炮會的成員也藉此機會朝拜天后，祈求保祐。

（廖迪生：《香港天后崇拜》，頁 87。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0 年。）

雖然人們平時也可以到天后廟參拜天后，但很多信眾都會集中在天后誕

當天到天后廟拜神。在一些地方，人們把天后的行身接到戲棚來欣賞神功戲

的演出，人們也會集中到神棚朝拜天后，因為這是一個天后與信眾最接近的

日子。

（廖迪生：《香港天后崇拜》，頁 98。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0 年。）

問題討論

1. 每年的什麼時候是天后誕？

2. 天后誕舉行神功戲的目的是什麼？

3. 為什麼要把得到的花炮送還天后，然後又再重新分配呢？

三、太平清醮

「醮」原是道教中祭祀鬼神的一種儀式，後來漸漸演變為民

間傳統習俗。相傳早在漢代已有打醮的儀式，而醮其實有不同的

種類，包括後輩對長輩表示恭敬的功德醮、祝壽的壽醮、防火或

滅火的火醮、求福求壽的保福醮等。香港大部分打醮活動都以太

平清醮為名，其主要的功能是期望潔淨社區中的污穢物，趕走鬼

魂；此外，清醮的另一個目的是酬神謝恩，祈求神明在儀式完成

後會保祐居民，使所有人獲得神祇的赦罪和重生，諸事順景，闔

境平安。概言之，醮是通過一個祭祀活動來酬謝神恩，祈求國泰

民安的盛大活動。2011 年，長洲太平清醮更被列入第三批國家級

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打醮的由來及其類別

醮是一種禱神的祭禮，據古書所載︰「黃帝遊洛水，見大魚，殺五牲以

醮之」。流傳下來，醮已成為屬於某個社區範圍內成員的一種祭祀活動，是

一個酬謝神恩，祈求潔淨、赦罪和再生的節日慶典。

（陳瑞璋：《認識中國傳統節日和風俗》，頁 64。香港：萬里機構，2001 年。）

醮祭的種類繁多，研究「醮」的著名台灣學者劉枝萬教授指出，台灣最

常見的醮有平安醮、瘟醮、慶成醮、火醮等四類。在台灣南部的醮多定期舉

行，而北部的則不定期。在香港，除了沙頭角吉澳、西貢高流灣及塔門等社

區稱為「安龍清醮」外，大部分的醮都稱為「太平清醮」。「太平清醮」或「安

龍清醮」都是一種保平安的「祈安醮」。

（蔡志祥：《打醮︰香港的節日和地域社會》，頁 10。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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