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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助 



圍頭話和客家話都是香港開埠前早已通
行的本土語言，承載著本地原居民的傳
統習俗和歷史。如今這些本土語言在香
港大小鄉村仍能聽得到，只是對成⻑於
市區的人來說卻又無比陌生，更隨年月
面臨即將消失的命運。這些語言都是香
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香港歷史中不
可或缺的⼀塊拼圖，絕對值得我們全力
去保護和推廣。 
 
本故事集共收錄四十個短篇小故事，從
元朗吉慶圍走到西貢鹽田梓，由舞麒麟
講到吃山頭，故事涵蓋童話故事、民間
傳說、古蹟歷史、傳統風俗、鄉村生
活等主題。希望讀者可以透過文字、插
圖、錄音、語言入門基礎知識，認識本
土語言，了解香港本地鄉村文化。 

本檔案為網上閱覽版，只包含故事篇章，
方便離線閱讀。印刷版及網頁版另外附
有發音教學、網上動畫。 

 
網頁版 

https://chaaklau.github.io/hki-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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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劉擇明 
 
 
 
 
本書是「香港本土語言（客家話及圍頭
話）有聲故事書數位化及出版計劃」的
成品，旨在透過故事呈現本土語言的面
貌，並加深大眾對語言保育的意識。從
策劃到出版，歷時大約三年，期間我們
整理了四十個圍頭話、客家話故事，並
為故事內容錄音、轉寫、註釋，製作成
實體書及電子書；其後更選取部份故事
製作成動畫短片，額外編寫教學材料。
兩個版本的材料既可用於家庭內的語言
傳承，也可用作語言教材。今次計劃也
帶動了不少技術發展，為日後拼音轉寫
和語音辨識的工具建立基礎。 

對我而言，出版並不是計劃的終點，而
是推廣的第⼀步。畢竟只有書本和錄音
不足以推廣傳承本土語言，鼓勵大家傳
承語言比出版故事艱巨得多。我認為當
務之急有以下三點： 
 
推廣本土語言首先要提升能見度 
香港的語言面貌本來是多姿多彩的，但
城市會把語言淹沒。香港就像⼀個語言
大熔爐，大眾視「搣甩」鄉音為融入香
港的必要過程。這個背景下，過去數十
年，「鄉下話」被完全滅聲，在公眾場
合是不存在的，香港變得好像只有⼀種

以廣州音為準的標準廣東話。我⼀直讀
本地學校，成⻑過程中從來沒有任何語
言上的掙扎：因為大家要「埋堆」，口
音不同的話會被排擠，大家很⾃然就全
都講市區通用的、收音機和電視能聽到
的廣東話。對於我這個世代的市區人而
言，的圍頭話、客家話恐怕大家連聽都
沒有聽過。要大眾明白港島、九龍本來
也是講「鄉下話」的地方，相信還須普
及教育。 
 
 
 



建立對本土身份的歸屬感 
今天的市區、新市鎮開埠以前就分佈着
大大小小的村落；香港的新舊移民來⾃
五湖四海，也帶着⾃身的語言、方言來
到香港。為方便溝通也好，為融入社會
也好，不少人逐漸遺忘了⾃己的根。祖
父輩、曾祖父輩籍貫是甚麼？講甚麼語
言？以往這是人人皆有的認知，但今時
今日這個族群的邊界變得模糊。新舊移
民和原居民都各有其原籍，與香港人身
份理應沒有衝突，要是連族群認同都可
以丟棄，就更遑論語言傳承了。 
 
建立香港社會的語言多元意識 
語言傳承不能單靠本土語言的群體，而
是需要整個香港社會的參與。香港的
「城市認同」和「廣東話」掛勾，是本

土語言息微的主因。我們不可能奢求每
⼀個市區人流利使用圍頭話或客家話，
但作為香港⼀份子，絕對應該了解香港
有其他甚麼聲音，不要讓本土語言無聲
無息、不留痕跡地消失。 
 
我在市區⻑大，圍頭話、客家話都不是
我的母語。從研究角度而言，不少語言
本來就是由外人去做記錄，然而原居民
人材輩出，怎會輪到我去做這件事呢？
因此過程中我時刻提醒⾃己的限制，懷
着謙卑的心去學習。作為研究者，我的
參與就是記錄與形式轉化，讓內容並非
單純以文字方式保留，而是用數碼人文
的原則，提供文本、拼音、翻譯、錄音，
並製作電子版方便傳閱。降低學習門檻

之餘，也要讓本土語言有更高的能見度，
甚至成為潮流。 
 
除了參與大部份故事採集的鄧以楷外，
籌劃出版期間，我們得到學者、原居民、
民間人士、出版和技術相關的不少人協
助，在此致以謝忱。最後要感謝資助計
劃的衞奕信勳爵文物信託看見並重視本
土語言的價值，支持我們為之作視聽及
文字紀錄。 
 
人類本來就是天生的 polyglot（多語
者），衷心希望海內外與香港有關連的
人，能多認識圍頭話、客家話；家中講
圍頭話、客家話的人，亦需努力製造環
境，⼀同維持語言的多樣性，讓本土語
言得以傳承下去。



序 — 鄧以楷 
 
 
 
 
有幸參與「本土語言（客家話及圍頭話）
有聲故事書數位化及出版計劃」，要感
謝的人很多。首先要感謝劉擇明博士給
我這個寶貴的機會，去研究圍頭話和客
家話這兩種充滿獨特色彩的本土語言。
⾃己本身也算是圍頭人，然而⼀直在市
區生活，幾乎完全沒有接觸過圍頭話，
實在有點不好意思，也深感遺憾。這次
可以重新研究圍頭話，可謂追本溯源。 
 
感謝屏山的⼀眾家人，包括多次協助錄
圍頭話的忠哥和潔姨。沒有他們聲演這
些圍頭話故事，這本有聲書就沒有可能

完成；也感謝在計劃剛開始時提供錄音
和故事材料的鄧啟明先生和鄧東江先生。 
 
感謝鄧聯興先生提供錄音和資料之餘，
帶我到龍鼓灘觀摩煮山頭這個屏山鄧氏
仍然保留的習俗。之前⼀直只從文獻資
料了解，已經覺得相當不容易；實地見
證鄧聯興先生和⼀眾同工就地搭爐烹數
上百斤豬⾁，更覺得神乎其技。提起豬
⾁，我也是因為參與這個計劃才參與人
生首次太公分豬⾁，算是開了眼界。 
 

感謝鄧學華先生提供圍頭話錄音之餘，
深入講解新界鄧族的根源，讓我了解箇
中千年的悠久歷史以及相關傳說。我也
是透過這次研究才知道新界鄧族除了元
朗三大分支外，尚有粉嶺龍躍頭和大埔
頭等地其他分支，而香港鄧族也曾經在
宋朝年間出過⼀位稅院郡馬。 
 
能夠完成是次計劃，也要感謝我的中學
同學鄧國邦先生及其父親鄧世澤先生。
尤其感謝世伯提供錄音之餘，不厭其煩
抽空帶我遊歷錦田和吉慶圍相關的古蹟，
包括二帝書院、廣瑜鄧公祠和樹屋等。



希望日後有機會親身觀摩錦田鄉太平清
酬的盛況。 
 
之前任職新聞編輯時，比較少機會用到
的田野調查和訪問技巧，想不到這次研
究就大派用場。不僅到訪了錦田，也去
過沙田曾大屋和上水塱原濕地等地實地
考察，同時訪問了多位⻑輩，可算補償
了之前沒太多機會外出採訪的遺憾。這
次也有機會接觸元朗以外的圍頭話和圍
頭文化，感謝侯更燊先生和侯玉嫦女士
提供圍頭話錄音之外，和我分享了上水
河上鄉和燕崗村的風俗和文化。 
 
另外，之前在嶺南大學修讀中文文學碩
士時，曾完整旁聽許子濱教授任教的音
韻學。萬萬沒有想到，當時所學的知識

能應用在工作上；讓我更易掌握圍頭話
的特點，例如元音變化，以及 /h/ 輔音
的在特定情況下會讀成 /f/ 輔音等（例
如圍頭話的「開」讀成「灰」）。在此
再次感謝劉擇明博士，為沒有受過語言
學本科訓練的我，補足了不少相關學問。 
 

除了圍頭話外，這次研究也接觸了⼀直
沒有太多機會碰到的客家文化。不論是
客家話、客家習俗，還是那些⼀直流傳
的客家故事，都十分有趣。而又意想不
到的是，客家文化原來⼀直在身邊，無
論是現居附近的九華徑新村，抑或祖家
元朗的大旗嶺村，原來都是客家村落，
可惜之前⼀直未有特別留意。希望日後
可以繼續接觸更多客家話客家文化。 

 

這次研究收集到的故事，無論是圍頭話
還是客家故事，很多都能反映昔日新界
農家生活又有深厚寓意，也有⼀些有趣
的典故和傳說。例如圍頭傳說大埔從前
有老虎出沒，居民要「大步」離開，所
以大埔前稱「大步」；客家故事中的
〈熊家嫲〉、〈狗徑索〉等都是極有特
色的故事。希望各位可以從中感受兩種
本土語言和文化獨有的味道。 

 

這些故事如果欠缺精美插圖，定會失色
不少，所以十分感謝⼀眾本地畫師參與。
感謝兩位好友 Ivan Ip 和 Mushi  Lai 各
⾃為三個故事繪畫精美的插圖，也感謝
同事 Grace Chan 找來好幾位畫師協助；
大家的插圖都十分精彩，希望各位讀者
會喜歡。 



這次研究⾃然也有美中不足之處，首先
是因為新冠肺炎疫情耽誤了不少時間，
令田野訪問難以進行，直至疫情稍緩之
後才能追回進度。另外，這次收集到的
圍頭話材料，比較集中於元朗屏山、錦
田和上水河上鄉，未能觸及廈村、粉嶺
和大埔頭等地，因此也十分希望日後繼
續有機會收集更多地區的圍頭話錄音和
故事。而進行田野訪問期間，深深感受
到圍頭話的保育情況不甚理想，尋訪能
說圍頭話的⻑輩⾃是不容易，不少⻑輩
都表示已久久未說過圍頭話，也發現年
青⼀輩幾乎完全不懂圍頭話了。 

 

正因為圍頭話的保育情況不太理想，所
以很希望這⼀本有聲書能令更多人對圍
頭話產生興趣，並為保育這種充滿特色
的本土語言發揮⼀點點貢獻，同時也希
望繼續有機會參與圍頭話相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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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頭話篇 1 

皇姑嫁睇牛仔 
插畫：Susan Ho 
 
 

宋朝⼀位公主因戰亂流落民間，輾
轉嫁予元朗錦田鄧族農民。 
 
 
 
 
 
 

公主竟然唔係嫁王子，而係嫁咗俾個睇
牛仔喎？點解宋朝⼀位公主會嫁咗俾錦
田圍村嘅睇牛仔呢？相傳就係噉嘅： 
 

 
 
宋朝嗰陣時打仗，好多皇室成員流落來
民間。其中⼀個公主就同佢嗰啲隨從走
難落來香港錦田圍村。

嗰陣時錦田好荒蕪，公主落到來呢好悶，
冇咩嘢可以做。 

 

 
佢都想學多啲話嘅，同圍村嗰啲睇牛仔
傾下偈解下悶噉囉。 



圍頭話篇 1 

皇姑嫁睇牛仔 
插畫：Susan Ho 
 
 
宋朝⼀位公主因戰亂流落民間，輾
轉嫁予元朗錦田鄧族農民。 
 
 
 
 
 

 

噉佢就問其中⼀個睇牛仔：「你冇嘢做
㗎？帶我去溜，同埋遊山玩水啦。」如
是者，睇牛仔就帶公主出去玩喇。 
 

 
 
公主有日想出去后海灣溜。嗰陣係用兩
個大盆⼀前⼀後噉紮住，用⼀支竹篙噉
撐出海嘅。啲隨從本來唔想俾睇牛仔噉
樣帶公主出去嘅，始終有危險㗎嘛。 
 
不過又唔想公主唔高興，又見睇牛仔幾
老實。噉就同兩個講話：「潮水漲，你

兩個就返來喇喎。唔好漂咗出去后海灣
出面喎！」隨從又同睇牛仔講：「唔好
撐公主去深水嘅埞方喎！」 

 就係噉，睇牛仔攞咗支竹篙⼀撐，就由
錦田河⼀路撐出去后海灣。噉點都有啲
風浪，好在公主有睇牛仔陪住，冇咁驚，
最終兩個喺潮水漲滿之前安全返上岸。 

 
  



圍頭話篇 1 

皇姑嫁睇牛仔 
插畫：Susan Ho 
 
 
宋朝⼀位公主因戰亂流落民間，輾
轉嫁予元朗錦田鄧族農民。 
 
 
 
 
 
 
 

 

公主日日同睇牛仔出去玩同埋傾偈，慢
慢學識講圍頭話，仲鍾意埋個睇牛仔，
噉就嫁咗俾佢囉。 
 
到天下和平，當時皇帝揾返公主，確認
佢皇族嘅身份，計輩份係⾃己姑姐，所
以係「皇姑」，仲封埋睇牛仔係駙馬。

 
 
 
 
 

 



圍頭話篇 2 

大埔有老虎 
插畫：Sharon 
 
 

據說大埔名稱的由來，與古時這⼀
帶常有老虎出沒有關。 
 
 

 
 
 
 
 
 
大埔原名叫「大步」。據説因為嗰陣時
嗰頭有老虎出沒，就起咗呢個名。古時
大埔嗰頭，連住大帽山嗰⼀帶好多樹、
生到好密， 好啱野生動物住，包括埋
啲老虎。 
 

 
 

 
 
 
 
 
 
嗰陣時，附近嗰⼀帶啲居民出入，⾃⾃
然然就驚喇。所以行過嗰⼀帶嗰啲人就
提心吊膽，甚至要結埋成群人噉樣，大
家有照應大步噉離開，噉所以個名叫
「大步」。 
 

 



圍頭話篇 2 

大埔有老虎 
插畫：Sharon 
 
 
據說大埔名稱的由來，與古時這⼀
帶常有老虎出沒有關。 
 
 

 

 
 
現時老虎梗係喺香港冇啦，「大步」呢
個名就改口叫大埔。不過現時仍然都可
以喺大埔墟入邊揾到老虎以前出沒過嗰
啲痕跡嘅。附近林村河嗰個錦山村，據
以前啲人講係叫「禁山」，因為當時仍
然有老虎出現嗰陣時，啲人提心吊膽，
「禁山」就係叫啲人唔好入去嗰個意思，
後來就改名叫錦山。 
 

 
 
 
 
 
 
 
 
 
此外，連接住大帽山嗰個元墩下，相傳
又曾經出現過老虎。當然，那下就剩下
大埔居民口中嘅「大埔有老虎」同埋
「禁山」嘅傳説㗎喇。 
 



圍頭話篇 3 

楊侯傳說 
 
 
 

相傳元朗屏山文物俓古蹟楊侯古廟
供奉的是宋末忠臣候王楊亮節。 
 
 
 
 
 

屏山古井嗰頭冇幾遠，有座楊侯古廟，
據説就幾百年歷史。呢個楊侯嘅身份同
傳説就 有好多。 

 
有啲人話呢個楊侯即係南宋末年忠臣楊
亮節，佢因為保護宋帝而死吼嘅，後人
就供奉、拜佢喇。有啲人就講楊亮節封
侯嘅經過，又有⼀個傳説。相傳楊亮節
就係⼀個書僮，唔識功夫嘅，主要負責
服侍主人上京考試，包括埋搬行李啊、
煮埋飯俾人吃㗎喇。 
 
有⼀次，嗰陣時嘅皇帝派吼個將軍帶住
啲士兵出去做嘢，有任務喇，點知佢哋
喺任務嗰度遇到麻煩，全部將軍士兵都
有生命危險。結果路過嗰個楊亮節出手
幫佢哋，搏晒命噉樣救返嗰啲將軍同埋

嗰啲士兵。救到嗰啲將軍就同埋嗰啲士
兵返到去見到皇帝，表揚楊亮節忠勇之
舉。 
 
皇帝本來就唔係咁信⼀個書僮有噉嘅本
事嘅，於是就傳召士兵個個噉樣問佢喇，
結果個個士兵都係話，佢冇講假話嘅。
皇帝就好開心噉樣，決定親⾃召見楊亮
節，確認佢嘅功績。唔出名嘅書僮楊亮
節就封為侯，即係⼀個楊侯。佢死吼之
後，啲人又同佢起咗間廟、又拜佢，噉
就有咗呢個楊侯古廟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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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髻山風水名穴 
 
 
 

新界鄧族祖先鄧符協於元朗丫髻山
覓得風水勝地，成為四大名穴。 
 
 
 
 

 
▲  鄧公漢黻祖墓重修碑記 

 

（香港元朗鄧族）始祖漢黻，宋承務郎，
喺北宋嘅時候，開寶六年（公元 973 年）
喺家鄉江西吉水縣白沙村向西行，經過
大庚嶺進入廣東南雄珠璣巷，被認為係
鄧族入粵嘅始祖。 

 
佢曾孫符協，宋熙寧進士，喺南雄做副
官，後來佢派到陽春做縣令。佢對風水
好有研究，任滿之後，遍遊山水，追龍
溯脈，經過屯門，見到青山同大帽山，
山形毓秀、火木參天，呢度⼀定有靚地。
果然喺丫髻山揾到兩穴，喺山貝嶺又揾
到⼀穴；見到大帽山猶有上結，跟住去
追龍去到荃灣曹公潭，又揾到⼀穴。 
 
因為呢四個穴地實在太靚，遂起咗遷居
之念，於是佢將三個祖先嘅墓墳搬嚟。

其中⼀個穴「玉女拜堂」安葬（曾祖父）
漢黻祖，其二穴「金鐘覆火」安葬（祖
父）粵冠公，第三穴「半月照潭」安放
（父親）日旭公，第四穴（「仙人大
座」）留返⾃己用。後來見到龍脈終於
錦田，經過問卜，所以定居桂角山下岑
田。 
 
符協生咗兩個仔，大仔叫阿陽，細仔叫
阿布。阿陽生阿珪，阿布生阿瑞。阿珪
生咗兩個仔，叫做元英、元禧；阿瑞生
三個仔，叫元禎、元亮、元和，合稱
「東莞五元」。後來子孫成立鄧都慶堂，
共同管理產業，並輪值拜祭以上四位先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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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慶圍文物二三事 
 
 
 

簡介元朗錦田吉慶圍的歷史及建築
特色，以及部份文物的故事。 
 

 
 

吉慶圍本來係⼀條山村嚟嘅，好似其他
村噉，好似北圍村噉係山村嚟。應該係
明末清初嗰陣，周圍都好多賊、好多山
賊，打劫又盛。當時，廣瑜祖其中⼀個
後人，就好有錢嘅，出錢起咗吉慶圍呢
個圍牆。嗰個圍牆就四四方方，十零米
高，有四個砲台，互相監視噉啦。有護
城河，個門口得⼀個出入㗎唧，方便防
守，同埋佢有個鐵閘，噉有咩事就閂埋
鐵閘，就好好多。 
 
同埋呢條圍以前呢，我聽老人家講，有
好多舊嗰啲槍、嗰啲砲嘅。但係喺日本
仔嚟到香港嗰陣，俾佢哋攞埋走。而家
仲有⼀支，喺邊度揾到呢？就係嗰個護
城河入邊揾到嘅。當年每年秋、冬天，
護城河就冇水㗎喇，就俾人發現⼀支砲。
呢支砲就放喺個神廳入邊。 

 
▲  護城河遺蹟                                       神廳內的大砲  ▼ 
 

 
以前吉慶圍有條龍船嘅，嗰條龍船坐七
十人，喺邊度舞呢？就喺近紅毛橋嗰邊，
佢有個地方撐龍舟嘅。噉撐完龍舟呢，
嗰個龍船就埋喺近錦田河個河底度嘅。
嗰個船槳、船舦仲係我哋條圍嗰度，但
喺啲龍船船身已經唔見晒㗎喇。嗰個龍
頭個喉核之前俾啲遊客偷咗，我哋後期
2015 年先補返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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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田便母橋 
插畫：Sharon 
 
 
康熙年間，元朗錦田居民鄧俊元為
方便母親過河而出資造橋的孝行。 
 

 
 
 
錦田便母橋，清朝嗰陣有個叫鄧俊元嘅
人出錢起嘅。佢早年老豆就唔喺度㗎喇，
由佢阿媽黃氏⼀個人養呢兩兄弟。後尾
鄧俊元娶埋老婆，生埋兩個仔，搬到去
水頭村，黃氏同個細仔仲係住喺泰康圍。 

 
 
 
 
 
黃氏好惜兩個孫，差唔多日日去探佢個
孫，夜晚先返返去泰康圍。當時泰康圍
同北圍村之間有條河，鄧俊元早晚要孭
佢老母過河，非常之唔方便。如果潮水
漲就過唔到꼀，要等潮水退先過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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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田便母橋 
插畫：Sharon 
 
 
康熙年間，元朗錦田居民鄧俊元為
方便母親過河而出資造橋的孝行。 
 

 
 
 
 
 
 

 
 
所以鄧俊元為咗方便佢老母過河，就立
心存錢，買咗六條⻑嘅麻石，又請福建
來嘅泥水佬，前後用咗六年時間，起咗
呢條橋，呢條橋大概⻑⼋米咁⻑。 
 
 

 
 
 
 
 

 
 
鄧俊元呢個故仔廣為俾人知道，喺清朝
中葉嗰陣《新安縣志》都有記載呢件事。
呢條橋至今都有三百年，每年都有維修，
仲有立碑「重修水頭村便母橋碑記」去
紀念鄧俊元嘅孝德。到那下為止，已經
有條新橋喺度，但係嗰條舊橋仲喺度，
因為個意義仲喺度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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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田樹屋 
 
 
 

相傳因清朝遷海令，元朗錦田⼀間
廢棄小屋被樹根纏繞，成為樹屋。 
 

 

 
 
 
 
錦田北圍村水尾有個好出名嘅樹屋呢，
係⼀個古蹟嚟嘅，好多人去睇。 
 
嗰個樹屋嘅來源，有人話原本係間屋嚟
嘅。呢間屋嗰家人，因為清政府要當年
嗰啲人搬返大陸，就丟空間屋。噉呢間
屋之後就有好多榕樹喺旁邊生出嚟，冇
人理。於是榕樹嗰啲根⼀路生、⼀路包
住間屋，全部包住，⼀路生上去，生到
上頂。就變咗下邊啲樹根包住間屋，啲
葉好濃，就係噉形成囉個樹屋。 
 

  
但係又有人話，呢個樹屋以前係天后廟
嚟嘅。天后廟冧吼冇人理，噉啲樹喺度
生生生生，跟住包住間天后廟；都係傳
説啦，都唔知嘅。 
 
跟住又有人話係嗰個書齋嚟嘅，都係傳
説啦。就係同⼀原理，扑扑齋冧吼冇人
理，啲樹包住佢生，生到上去，變咗樹
屋噉囉。 
 
呢個就係個歷史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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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山古井 
 
 
 

元朗屏山文物徑古井，曾是坑頭及
上璋圍兩村⾷水的主要來源。 
 
 
 
 
 

 

 

 
 
 
屏山有個古井，就係元朗屏山文物徑其
中⼀項古蹟。嗰個古井喺楊侯廟同上璋
圍之間嗰條路仔側邊。古井幾時起呢？
就冇乜人知㗎喇。有啲人就話有二百年
歷史，有啲人就話成六百年㗎喇。 
 
個古井嗰個口就造到六角形嘅，有啲人
就話呢個係風水嘅問題，好似話「六六
無窮」噉；又有啲人就話呢個六角形係
方便嗰啲村民擔水嘅。喺政府校好水喉
之前，噉呢個井就係坑頭、上璋圍嗰兩
條村嗰啲人主要攞嚟吃同埋種水嘅，可
以叫得上呢個井係條命嚟㗎喇。

 
 
家下屏山嗰啲居民就唔使用呢個井嚟擔
水吃㗎喇。呢個井而家有啲鐵絲網嗰啲
嘢封住咗嘅，擔心啲小朋友、細路仔跌
咗落去。又有啲人嗰陣時見到個井冇人
用，有好多草，就洗好個井。洗乾淨喇，
噉就攞嚟養魚，好過養蚊。養養下魚，
啲魚都好大條㗎喇，噉啲人經過、行過，
就見到啲魚好靚，好多人就喺個井嗰度
影下相、玩下、溜下噉樣㗎喇。家下個
井就變成文物徑⼀條風景線嚟㗎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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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山聚星樓 
 
 
 

元朗屏山文物徑聚星樓相傳是鄧族
祖先按風水先生意見而興建。 
 

 
 

 
 
 
 
屏山文物徑好多呢啲法定古蹟，包括埋
有座超過六百年歷史嘅聚星樓，又叫
「文塔」。噉喺香港那下，現存係得呢
座塔㗎唧。 
 
聚星樓由青磚嚟起，造到六角形，塔身
個樣就由底尖上去，好似⼀支毛筆噉樣。
相傳原本呢座塔七層高，噉後來打風，
冧吼四層，後來整返，剩低而家嗰三層。  
 

 
 
 
 
根據屏山嘅原居民介紹，相傳屏山鄧族
嘅祖先見到啲子孫會打功夫，但係讀書
就唔係咁叻，好少有子孫考取功名。後
來就請咗個風水先生俾下意見。風水先
生睇過屏山⼀帶嗰啲風水之後，叫屏山
嗰頭起座塔嚟改善下嗰度啲風水，噉即
係而家嘅文塔。 
 
啲人傳返落嚟，就話喺文塔起好之前，
屏山嗰啲鄧族子孫好多都考到武舉人，
但係喺起好呢座塔之後，屏山唔剩止出
到武舉人，連文舉人都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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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醮行香 
攝影：Ivan Wong Gallery 
 
 

原為致謝清朝爭取復界官員，後來
發展而成的打醮習俗。 
 
 
 
 
 

 
 
 

錦田打醮傳統喺邊度由來呢？就係康熙
年時代下令所有沿岸嗰啲人內遷五十⾥，
因為驚啲人同明朝嗰啲遺民有聯繫、接
濟啲遺民，所以就要啲人入遷。當時唔
剩止錦田，上水、沿岸⼀帶嗰啲人都唔
想去，就要求當年嘅兩廣總督周有德、
廣東巡撫王來任上書朝庭，俾我哋留低。
後尾皇帝恩准，噉就留係度喇。 
 
我哋姓鄧嘅就起咗⼀個廟，叫周王二公
書院，多謝佢、紀念佢。仲有我哋每十
年做⼀次打醮，呢個打醮就叫「酬恩建
醮」，多謝呢兩個總督巡撫嘅恩惠，十
年做⼀次。 
打醮嘅內容係咩呢？有兩部份——第⼀
部份主要拜神，第二部份就係做大戲。 
 

第⼀部份拜神就係六日五夜，我哋每條
圍會打緣首、打聖杯，排六十名。呢六
十名，六日五夜之內，由朝、午、晚、
半夜都要拜神，拜唔同嘅神。由道教師
傅帶住我哋，祭小幽啦，做好多好多唔
同嘅儀式。做完之後就改戲棚，⼀個月
後做大戲。 
 
做大戲就做五日，第⼀埸叫做〈六國大
封相〉。〈六國大封相〉主要俾鬼睇嘅，
所以有好多人話：「第⼀晚開台嗰日，
嘩，見到好多嘢好多嘢！」你信就當係
有，唔信就冇。 
 
頭嗰個部份，我哋打醮，我哋仲有第三
日去「行香」嘅。點為之「行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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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醮行香 
攝影：Ivan Wong Gallery 
 
 
原為致謝清朝爭取復界官員，後來
發展而成的打醮習俗。 
 
 
 
 
 
 

 

我哋咁多人去每條圍、每條鄉去上香，
跟住有龍有獅拜住嘅。 
 
第⼀就北圍村、水頭、水尾，跟住高埔，
跟住吉慶圍，跟住祠堂村，跟住永隆圍，
跟住泰康圍，跟住返嚟大廟，噉就好熱
鬧嘅。第二日去「行香」行邊度呢？行
到元朗英龍圍，行完英龍圍就穿過西邊
圍，再穿過元朗大街噉返返嚟錦田。好
熱鬧，最高興係呢兩日。 
 
呢個打醮，我哋全個錦田嘅人都好重視。
以往嗰啲女人，呢⼀段時間都係穿金戴
銀、着得好隆重㗎。同埋每條圍嗰啲人
都好難得見面：「哎啊！我哋幾廿年冇
見囉，真係，呢個時候見到面！」

 
除咗錦田，我哋錦田打醮之前嘅⼀年呢，
就係厦村做呢個建醮先嘅，跟住到我哋
啦。即係同⼀時間、隔⼀年唧。除咗錦
田、厦村之外，上水圍都有⼀個打醮嘅，
但係佢就六十年先⼀次。 
 
六十年，好命嘅人⼀生睇兩次，或者唔
好命嘅呢，⼀次都睇唔到。我記得上⼀
次——早幾年上水打醮，好多老人家都
唔識嗰啲儀式、嗰啲做法，走嚟錦田、
厦村問點樣做。因為大家做嘅嘢大同小
異，所以大家都可以溝通溝通囉。



圍頭話篇 11 

圍村點燈 
 
 
 

點燈是圍頭人添丁後⼀個重要的儀
式，在每年正月十五舉行。 
 
 
 
 

 
 

圍村點燈佢嘅由來係咩呢？最主要係每
家人有個男丁出世之後，就去祠堂點燈，
等如⼀個註冊——呢個꼪仔就係屋企人
嚟㗎喇。 
 
每年正月十五，屋企添咗男丁嗰啲人就
去祠堂點燈、拜神嘅。點燈嗰家人要攞
埋啲燈粥啦、好多餸啦，擺喺祠堂，等
啲朋友親戚來賀嘅，⼀路賀⼀路吃噉樣
嘅。啲粥入邊有臘⾁啦、臘腸啦，仲有
幾樣嘢加埋煮嘅。另外啲餸又有豆角啊、
唔同嘅餸，就擺喺嗰個祠堂嗰度，等啲
親戚來吃嘅。噉然後就為之⼀個儀式喇。 
 
仲有每家人除咗準備所謂燈粥等親戚來
吃之外，仲有祭品，祭祠堂、祭祖先噉

囉。祭完就返去每條圍嗰度，就加上佢
嗰個丁口冊嗰度㗎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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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公分豬肉 
 
 
 

元朗屏山鄧族居民仍然保留春分祭
祖分豬肉的習俗。 
 

 

春分，係中國二十四節氣之⼀，都係屏
山鄧族拜祖先同埋分豬⾁嘅日子嚟。 
 
祭祖就會喺呢個大祠堂（屏山鄧氏宗祠）
嗰度做，由族⻑父老添香拜神先，然後
到啲子侄、子孫輪流走去拜。拜祖先嗰
啲錢，就係祖堂嗰啲物業啊、收地租、
田租，收返嚟嗰啲錢就噉樣用嘅。 
 
拜完神，啲人就會領表。⼀個男丁領⼀
條表，有啲過咗 51 歲就加胙，61 歲又
加多⼀條胙。⼀胙嘅意思係咩呢？就係
攞多⼀條表，分多⼀份嘅唧。 
 
啲人領完表之後，就走去排隊喇。又走
去排隊，排隊做咩呢？就係摘名。摘名
就係你跟住個次序，⼀個人領過幾多條

表，就計返嗰條數，除返嗰隻豬啲⾁有
幾重，噉每人就領到幾多豬⾁㗎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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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祖吃山頭 
 
 
 

元朗屏山鄧氏若虛祖的後人仍然保
留春、秋二祭「吃山頭」的習俗。 
 
 

 
 
 
新界啲圍村⼀到春秋二祭，就好多子孫
去掛山頭，有啲山頭係「吃山頭」嘅。
吃山頭即係攞隻豬去拜，拜完神就喺度
煮，加埋啲配料噉樣。又要帶埋煮盆菜
嗰啲架生啊、材料啊上山，用嘅人手都
好大。煮山頭又容易引起山火，所以而
家好多條村冇煮山頭㗎喇，改用拜金豬
或者白豬噉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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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祖吃山頭 
 
 
 
元朗屏山鄧氏若虛祖的後人仍然保
留春、秋二祭「吃山頭」的習俗。 
 

但係屏山鄧氏若虛祖，即係維新堂，都
有保留吃山頭呢個習俗。每春秋二祭都
去拜⼀次，係吃山頭嘅。譬如農曆九月
初五，定咗嗰日若虛祖啲子孫都去到屯
門龍鼓灘嗰頭拜祭鄧若虛，然後就吃山
頭。 
 

 
 
吃山頭要好多預備工夫。啲工人帶埋嗰
啲架生啊、嗰啲食材噉。去到最先就拎
隻豬去拜祖先，另外⼀啲人就喺度搭灶
頭，即係喺個地下度挖個窿嚟燒柴煮。
拜完神嗰隻豬，隔籬就斬開⼀嚿嚿，喺

嗰兩個大鍋嗰度炆。炆完之後，另外又
煮啲配料，有腐竹啊、魷魚啊、筍蝦噉
樣囉，都煮成兩三個鐘頭。 
 
拜呢啲山頭有時去到成兩、三百人，分
勻之後每⼀盆六個人，通常都有成三、
四十盆。六人⼀盆，噉就分好，啲人排
隊攞咗之後就喺地下嗰度⾃己揾個位喺
度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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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盆菜起源 
插畫：Ivan Ip 
 
 

相傳新界盆菜的起源與南宋皇帝宋
帝昺南下逃難有關。 
 

盆菜係新界地區嘅特色美食，深受居民
喜歡。 
 
盆菜嘅來歷追溯至南宋末年。當時元兵
大舉南下，宋室危在旦夕，忠臣陸秀夫
同埋張世傑帶領官兵保護只有⼋歲嘅宋
帝昺南逃，輾轉來到今日嘅新界錦田。 
 
相傳當時嗰啲居民見皇師來到，認為應
該好好款待，點不知正值打仗，物資冇
乜，更難以揾到大量盆砵來招待宋帝昺
及大批官兵。居民將僅有各種嘅吃嘢煮
埋⼀齊，同埋用大木盆噉樣裝住啲嘢，
嗰種充滿特色嘅煮法流傳到那下，成為
今日嘅盆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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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盆菜起源 
插畫：Ivan Ip 
 
 
相傳新界盆菜的起源與南宋皇帝宋
帝昺南下逃難有關。 
 

  
現在嘅盆菜已經唔用木盆，改為用銻盆
來裝喇。常見到嗰啲盆菜材料包括豬⾁、
鯪魚球、大蝦、冬菇、枝竹、蘿蔔、芋
頭，有時甚至加咗鮑魚嗰啲材料。由於
盆菜豐富，盆滿缽滿，因此被視為好意
頭。圍頭人⼀般喺過年、嫁娶同埋添丁
嗰啲喜慶日子大排筵席，⼀齊吃盆菜招
待親戚，唔少原居民都會喺春秋二祭拜
山後⼀齊吃盆菜。

 

 

 
 

 
 
 
 
盆菜就走出市區喇，唔係再係新界人專
屬嘅吃食。坊間多數食店都會供應盆菜，
做法各有特色，唔少機構都在節日嗰度
舉行千人盆菜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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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粿同清明仔 
相片提供：林文映女士 
 
 

新界圍村應節⾷品茶粿和清明仔的
製作方法。 
 
 
 
 
 
 

 

 
 
 
 
 
 
新界人鍾意節慶日子造茶粿做小食，茶
粿每個節日都適用。做法就用石碓或者
石磨，將米磨成粉，然後加入蔗糖將佢
搓成粉團，墊上嗰啲芽蕉葉，蒸熟之後
就得㗎喇。有時候茶粿又會加啲花生、
紅豆做餡嘅。新鮮蒸嘅茶粿鬆軟芬芳撲
鼻。以前冇雪櫃嗰陣時，茶粿放响紗櫥
嗰頭，要吃嗰陣時就煮軟佢或者煎香佢
吃嘅。 
 

 
 
 
 
 
 
農曆三月嗰陣時清明期間，新界人就特
別整⼀款叫做「清明仔」、「雞屎藤」
嘅茶粿。做法就同⼀般茶粿稍有唔同。
首先要樁爛嗰啲草藥雞屎藤，用糯米、
花生搓成茶粿，最後就用馬甲葉或者蕉
葉墊住佢蒸熟。馬甲葉據稱效果好似嗰
啲土茯苓噉樣，可以解毒解熱，係最天
然調理身體嘅食療嚟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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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頭饞嘴妹 
相片提供：Celia Liu 
 
 

貪吃的圍頭妹跟外婆⼀起製作茶粿
和炒米餅的童年回憶。 
 
 

 
▲  受訪者芬姐自家製作的炒米餅 

                                        

我細個嗰陣時，同阿婆整清明仔。我就
負責挼啦，阿婆就負責搓粉啊，煲糖水
啊，加眉豆啦，落糖啊落去啦，我就負
責挼啦。嗰啲清明仔呢，就好多油嘅。
佢落好多豬油去搓泫 搓埋⼀齊嘅。我就
淨係識幫手挼唧。 
 
挼下挼下，隻手咪黐埋好多油囉。黐埋
好多油呢，好似好骯屎噉啊。好骯屎呢，
就去擦去洗囉。我阿婆就話：「嗨！出
去出去，在頭擦下，骯屎啊。」我話：
「我隻手好骯屎喎。」「你快啲去洗下
佢啦！」噉樣。噉洗完返來呢，又挼啦，
挼開又黐緊喎。黐緊阿婆話：「你唔好
挼喇，你走過去走過去，你唔好挼咯。」
我話：「你搓完，你隻手咪⼀樣骯屎，
就話我？」噉樣囉。噉搓嗰啲咩粉呢？
整茶粿，整嗰啲茶粿餡。我呢就好鍾意
吃花生，同埋好鍾意吃嗰啲眉豆餡啊、

嗰啲綠豆餡。佢嗰頭加眉豆，我就나來
吃咯。吃吃下又俾人鬧咯，好為吃啊我
細個嗰時。 
 
所以我那下呢，就好鍾意整嘢吃嘅。整
炒米餅啊、整清明仔、整茶粿啊噉樣。
細蚊仔嗰時，真係好餓嘅，好鍾意吃嘅。
啲圍頭嘢呢，好更吃嘅。佢呢啲就唔惜
吃嘅咯。我個仔就唔吃嘅。噉就整嗰啲
咩呢？整嗰啲炒米粉。揼餅就嫌遲啦，
噉就整炒米團喇喎。噉整炒米團點樣整
呢？嗰啲炒米粉就溝啲糖膠去整。整咗
呢就挼咯，挼下⼀嚿嚿攞來吃咯。挼挼
下呢，隻手黐緊喎。黐緊咪揸佢吃埋咯。
阿婆又話：「你做咩咁為吃啊？」「噉
黐緊，佢真係吃得㗎嘛，做咩唔吃唧？」
「噉你吃完，又去挼，噉埋吃埋你啲口
水尾囉？」 



圍頭話篇 17 

塱原生活記趣 
插畫：Ivan Ip 
 
 

上水河上鄉原居民分享童年時觀人
捕雀的趣事。 
 
 

 
 
燕崗西邊有個豬場。嗰個豬場呢，我所
了解就係愛嚟做實驗嘅，又有養嗰啲豬
公、又有豬乸噉樣。我老子係睇嘢嘅，
即係看更，watchman。唔係話那下啲
人養嗰啲大豬場愛嚟賣⾁豬嗰啲，唔係
嗰啲，佢哋做實驗嘅。 
 
 
 

 
 
 
 
 

 
 
我細蚊仔嘅時候睇過人捉雀。點樣捉雀
呢？因為割禾嘅時候，好多啲雀仔啊泫
麻雀又好，乜嘢雀都有啦，有大有細啦，
走嚟啄地下嗰啲禾嚟吃嘅，啲人就借呢
個機會走過嚟捉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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塱原生活記趣 
插畫：Ivan Ip 
 
 
上水河上鄉原居民分享童年時觀人
捕雀的趣事。 
 

捉雀呢，佢就豎起兩條棍仔，差唔多有
成呎幾兩呎⻑，即係十⼋、二十吋啦，
中間圍⼀個網。噉樣嗰兩條棍仔就綁⼀
條繩仔喺柱頭，綁條繩仔呢，捉雀嗰個
人就行去大概有成四、五十呎啦，噉就
踎嗰頭。見到啲雀嚟吃嗰個網前邊啲穀，
就낔起條繩仔，嗰個網就冚落嚟，冚落
嚟將嗰啲雀仔冚唪唥冚住喺度，嗰個人
就快快脆脆走去捉嗰啲雀，捉埋啲雀就
係放入嗰個籠嗰度。 
 
 
 

 

嗰陣時，五、六十年前有人噉樣捉雀，
那下梗係唔捉啦。那下啲規例都改晒喇，
唔可以捉嗰啲雀嚟吃㗎喇，捉雀嚟吃就
俾人拉㗎喇。到那下呢啲日子，個實驗
農場都冇咗好多年囉，幾十年唔見個實
驗農場喇。政府都立咗例唔俾啲人捉啲
雀嚟吃喇。 
 
近⼀年半載開始，有個塱原濕地大西北
發展，嗰頭有個大工程喺度，改晒嗰啲
田、嗰啲嘢喇。噉時移勢易，時間變遷，
跟住潮流走，而家就冇捉雀嚟吃㗎喇，
又冇咩人耕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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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生活雜憶 
 
 
 

上水河上鄉原居民憶起從前的種田
生活。 
 

以前耕田呢，我哋啲男人啊、有氣有力
嗰啲人就出去田，割禾啊、蒔田啊噉樣。
割禾嗰陣時印象深啲，因為割禾嗰啲田
就乾嘅、燥嘅、冇濕水嘅，冇話浸緊水
嘅。 
啲女人在屋企煮好飯，孭埋個仔、背埋
個仔，擔⼀擔籮，擔埋啲飯啊、糖水啊、
啲碗啊、碟啊、筷子啊，擔出去個田嗰
頭，俾個田做晒嗰啲人吃飯。噉做晒嗰
啲人吃飽飯就馬上可以又耕田啦嘛，可
以割禾就割禾、蒔田就蒔田，就唔使行
好遠路走返去屋企嘛。 
在個田呢，我記得割禾嗰時，有時有啲
人擔啲啄啄糖去個田嗰度賣。就俾錢買，
有時就唔係俾錢買，有時就俾⼀殻穀噉
樣買，同佢換啲糖嚟吃。嗰啲啄啄糖用
⼀個嗰啲個樣好似鋤頭噉細細個，大約

三吋闊，六、七吋⻑嘅，好似個排鉤噉
樣揼落去，嗰啲糖⼀嚿⼀嚿噉樣揼，揼
出來嘅。仲有啲人炊熟嗰啲白糖糕，又
係喺田賣，又係賣俾啲人吃。噉啲人在
個田，有水飲，又有白糖糕吃，又有啄
啄糖可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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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浮山蠔香飄飄 
 
 
 

天水圍流浮山仍然有養蠔戶，出產
的蠔豉和⾦蠔深受歡迎。 
 
 
 
 
 
 
 

 

天水圍流浮山后海灣嗰頭鹹淡水交界，
過往出產好多好肥、好飽滿嘅蠔，同埋
其他嘅水產。雖然後來因為供港嘅水質
變差，蠔田大多都遷返去大陸水域嗰頭，
但流浮山仍然有蠔民養殖本地嘅蠔同埋
開設蠔油廠。 
 
流浮山蠔喺入秋嘅時候就成熟，多數清
蒸或者酥炸，亦都會放喺太陽底下曬成
蠔豉煲粥同埋煲湯。蠔豉保存期比較⻑、
耐啲嘅，加上「好市」嘅諧音，被睇到
好意頭，好受人歡迎。 

蠔豉  ▼ 

另外，近年又興起金蠔，採用另⼀種生
曬蠔豉嘅製作方法。首先曬蠔嘅時間唔
使咁⻑，最多半日或者大半日，喺陰涼
嘅地方陰陰柔柔噉慢慢曬。金蠔要外邊
燥啲，入邊就軟啲先至好嘅。金蠔嘅保
存時間冇咁⻑，好容易變壞，最好喺當
日就吃蠔喇，唔係就要雪住㗎喇。 
 
 
 
 
 
▼  金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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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牛出城記 
插畫：Anthea Li 
 
 

新界圍村出生的阿牛初次出城過海
的故事。 
 

 
 
那下呢，講隻故仔俾人聽，大家聽下。 
 
以前呢，我哋啲新界人、啲圍頭人呢，
就好少出九龍嘅。阿牛呢，好耐時間好
少出去九龍啊、過去香港嗰邊。佢又識
幾個字噉啦，讀下小學，噉啲人有啲文
件，有時就喊阿牛去睇。有⼀日，有啲
政府啲文件呢，嗰啲人填咗，就喊阿牛
끿出去中環交去政府部門喎。 
 

 

 
 
噉阿牛就坐火車，由石湖坐火車就去到
尖沙嘴，就坐天星小輪過海，過海就去
到中環去交嗰啲文件。佢去到香港嗰邊，
見到呢個香港郵政總局。嘩！好大座，
古色古香。成座郵政局係英國佬嗰啲噉
嘅建築，好得意。嘩！又見到有電車喎。
坐電車咁得意，走去坐電車喇又！好奇
怪啊！電車有條路軌，由中環德輔道中，
⼀路去到灣仔、去到北角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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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牛出城記 
插畫：Anthea Li 
 
 
新界圍村出生的阿牛初次出城過海
的故事。 
 

 
 
佢坐咗上去電車嗰頭，掛住睇嘢，佢又
唔知道原來電車有啲扒手。阿牛遞高手
扶緊架車嘅時候，啲扒手就用⼀個磨到
好利嗰啲毫子，割開佢個錶袋，下解就
有啲⼀百蚊紙，佢有成三、四百蚊，偷
咗佢都唔知喎！嘩，真係大懵啦！ 
 
 
 
呢樣見識真係好貴。唔見幾百蚊，嗰陣
時幾百蚊好多錢㗎喎。啲人在錶袋度扲
咗佢幾百蚊。佢坐個電車以為好得意，
佢俾咗好多錢啊，俾人打咗荷包都唔知，
呢個經驗真係好貴好貴嘅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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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家嫲 
插畫：溫溫 OneOne Illustration 
 
 

⼀對小姊妹被假扮成外婆的熊誘騙
回家，差點遇害，後來成功逃脫。 
 

早下有兩姊妹去邏姐婆，半路遇到隻熊
家嫲。熊家嫲就問：「阿妹，惹兜去㖠

呀？」哎兩姊妹就講：「吾兜去邏姐婆
咯。」熊家嫲講：「厓咩係惹姐婆咯，
惹兜認厓唔出來咩？」哎阿姐講：「吾
兜姐婆面上有笪烏痣嘅，你都冇。」熊
家嫲馬上撿隻田螺皮，夾等面上面，當
係烏痣：「阿妹，你看，厓就係惹嘅姐
婆啦。」 

 
 
天就開始暗咯，老妹就摎阿姐講：「阿
姐，佢看起來哩，都有滴像阿姐婆喔。
厓攰啦，吾兜快滴黏阿姐婆轉屋下啦。」 

黏等其兜就謄熊家嫲轉屋下啦。兩姊妹
在熊家嫲嘅屋下過夜。 
 
 
就來天光哎陣，阿姐聽到好奇怪嘅聲音。
偷偷子看，發現熊家嫲在哎廚房磨刀，
好像愛食嗨哎兩姊妹恁樣！阿姐輕輕嘅
拍醒老妹，喊佢唔好出聲摎繼續詐睡，
又對熊家嫲講想去屙尿。阿姐乘機出去
門背爬到樹頂暫避，佢又靈機⼀觸，講
愛摎熊家嫲捉蝨嫲。熊家嫲唔知底細，
就去到樹下等阿姐摎佢捉起蝨嫲來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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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家嫲 
插畫：溫溫 OneOne Illustration 
 
 
⼀對小姊妹被假扮成外婆的熊誘騙
回家，差點遇害，後來成功逃脫。 
 

阿姐靜靜子將熊家嫲嘅頭那毛綁在樹桍
上面，然後大聲喊：「老妹，快滴走
啊！」熊家嫲就好驚，愛捉阿姐，發現
頭那毛綁在樹桍上面，想動都動唔到，
眼白白看等阿姐在樹頂跳下來，拖等老
妹走嗨咯。熊家嫲用盡力正奮脫嗨，頭
那毛都扯脫，受傷咯。 
 

 
 
兩姊妹出盡力跑嗨冇幾久，就遇到⼀隻
拿鋤頭嘅耕田佬，講分佢聽：「熊家嫲
想食吾兜啊！」耕田佬喊其兜屏到樹叢
去，⾃家在哎裡等熊家嫲追上來。 

 
 
 
 
 
 
 
 

 
 
等嗨⼀下，頭那頂流等血嘅熊家嫲就遇
到哎耕田佬，分佢二話不說用腳鋤打死
嗨哩。從此以後，兩姊妹也唔敢隨便跟
哎生保人轉屋下咯。 



客家話篇 2 

牙牙發 
插畫：dear project 
 
 

吝嗇的有錢人牙牙發平常不捨得買
肉吃，結果連「豬肉湯」沒放肉也
喝不出來。 
 

早下有隻有錢佬安做牙牙發，佢非常孤
寒，乜介好東西都唔願意花錢來買，乜
介好東西都冇食過。 
 
有⼀日，佢突然就好想食豬⾁湯，就喊
工人買豬⾁轉來煮湯咯。哎工人就問牙
牙發愛買幾多：「老闆，買⼀斤好麼？」
牙牙發唔想花恁多錢：「⼀斤？又唔係
過年，買恁多做嘪啊？」哎工人又問：
「恁樣買半斤好麼？」牙牙發還係唔捨
得：「半斤也忒過多啦，又唔係過節，
唔使買恁多嘅。就買四両啦！ 」工人
將哎豬⾁買轉來之後，牙牙發就講：
「拿來分厓秤下，看係唔係足四両正。」
佢怕哎工人唔老實，又怕哎豬⾁佬唔老
實，堅持愛⾃家秤⼀下重量。「嗯，真

係有四両。唔錯唔錯，恁樣⼀塊就夠
咯。」 
 
牙牙發就將哎塊仔豬⾁洗到乾乾淨淨，
然後就放落去大鑊頭去，還加⼀大桶水
去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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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牙發 
插畫：dear project 
 
 
吝嗇的有錢人牙牙發平常不捨得買
肉吃，結果連「豬肉湯」沒放肉也
喝不出來。 
 
 
 
 
 

 

吂知呢，佢加水嘅動作忒過大，哎豬⾁
分水沖到哎鑊仔後背，啱啱有條野貓經
過，四両豬⾁就恁樣分佢擎走嗨咯。工
人打掃嗨就轉到廚房，也冇發現哎豬⾁
唔見嗨，就如常恁樣加入胡椒啊、紅棗
啊、薑片啊這兜材料，更用大火來煮，
煮嗨三、四隻鐘頭。哎家傭就端⼀碗分
牙牙發，講：「老闆，豬⾁湯煮好嗨
咯。」 
 
 
 

 
 

牙牙發食嗨⼀口，就在哎讚：「鮮湯緊
係鮮湯！食到哎眼吱吱光！」這時候，
哎嘴角還擎等塊豬⾁嘅野貓，在牙牙發
嘅門口經過，啱啱在門罅看到牙牙發在
哎哩食冇豬⾁嘅豬⾁湯，還食得好滿足
恁樣哩。 
 
 
 
 
 
 

 
 



客家話篇 3 

狗徑索 
插畫：Fiona Li 
 
 

俗語「狗徑索」意即「來不及吃」，
典故由來是兩隻狗亂扯繩子令呆子
⾷相失禮。 
 

 
早下有隻傻仔，⻑日做兜失禮嘅東西，
尤其是食相好難看。其老婆好惶摎佢出
去食飯，也好惶請兜朋友來屋下做人客，
免得成為村裏背嘅笑話。 
 

 
 

 
其丈人佬快六十歲咯，請其兜兩公婆來
其哎埞做生日。其老婆惶其嘅老公又在
親戚面前做兜失禮嘅事，暗中就摎佢約
好：「厓在桌棚腳下用條繩綁等你摎吾
嘅腳趾，厓抽⼀下，你就食⼀口，知道
麼？」哎傻仔就拍拍心口：「知道啦！」
其老婆還係唔放心，決定在家摎傻仔演
練⼀下。練嗨幾日，哎傻仔就慢慢嘅配
合得唔錯。其老婆唔拉條繩，佢就唔動
筷子，老婆連等掣嗨幾下哎條繩，佢就
連食幾口。其老婆就想：「應該唔會出
醜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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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徑索 
插畫：Fiona Li 
 
 
俗語「狗徑索」意即「來不及吃」，
典故由來是兩隻狗亂扯繩子令呆子
⾷相失禮。 
 

 

 
 
 
 

 

 
最後到嗨做生日哎日，啱開始哎陣，這
隻辦法好有用。其老婆扯⼀下條繩，哎
傻仔就食⼀口。傻仔食到好得體，其老
婆都好開心，心裡暗喜：「吾嘅傻老公
終於有滴⻑進咯。」 
 
 
吂知食到⼀半，丈人佬嘅兩條狗在桌棚
腳下打交，爭骨頭食。兩條狗在桌棚腳
下啲啲轉，碰到哎條繩。哎條繩在桌棚
腳下分兩條狗扯到好亂，哎傻仔以為係
其老婆扯哎條繩，於是就搏命食，就⼀
邊就喊等：「食唔切呀！食唔切呀！」
哎傻仔呢狼吞虎嚥，口水都流出來，好
失禮人。這隻典故就係客家俗語「狗徑
索」嘅出處，意思就係「食唔切」咯。



客家話篇 4 

狐假虎威 
插畫：Mushi Lai 
 
 

百獸看見跟在狐狸身後的老虎都落
荒而逃，老虎卻差點以為大家是懼
怕狐狸的威嚴。 
 

樹林裏背有條好兇猛嘅老虎，每日都會
獵殺其他動物來填飽肚胈。 

 
有⼀日，佢就遇到條狐狸咯，心裏背就
想：「哈哈，今晚嘅大餐出現啦！」老
虎衝過去，摎哎狐狸對峙。⼀向狡猾嘅
狐狸，看到⾃家冇辦法走得脫，就想到
⼀隻計謀。 
 
佢板起面來，教訓老虎：「惹這條臭老
虎，真係膽大包天，連厓你都敢捉來食？
你知唔知道厓係哪人哦？」老虎就好疑

惑：「你係哪人哦？」狐狸⼀面神氣：
「厓講你聽啦，厓係天神派來管理所有
嘅動物嘅。你食嗨厓嘅話呢，你就係違
抗天神嘅旨意，你擔當得起冇？」 
 

 
 
老虎⼀聽到「天神」，就嚇惶嗨咯。狐
狸就繼續講：「你還係唔信呀？係咩？
恁樣你就謄厓在樹林裏背行⼀叮，看係
咩所有動物看到厓都會搏命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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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假虎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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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獸看見跟在狐狸身後的老虎都落
荒而逃，老虎卻差點以為大家是懼
怕狐狸的威嚴。 
 

老虎聽到狐狸嘅口氣恁大 ，就決定謄
等狐狸，走⼀圈看看。結果呢，樹林裏
背大大小小嘅野性，看到狐狸大搖大擺
恁樣行過，後背還跟等⼀條生生猛猛嘅
大老虎，都嚇到愛死，花盡氣力來逃跑。 
 
老虎看到之後，⼀時間還以為樹林裏背
哎兜野性，係分狐狸嘅威風嚇怕嘅哎心
就想：「原來狐狸真係天神派來嘅！」 
狐狸看到老虎好惶恁樣嘅面色，還過得
意。「你知道吾嘅厲害呢！哈哈！」 

 

忽然間，有條梅花鹿就大叫咯：「快滴
走呀，老虎來嗨呀！」梅花鹿嘅叫聲呢，
響嗨渾隻森林。狐狸聽到之後呢，面色
都灰咯還感到背後有陣寒意。狐狸正想
向老虎解釋嘅時候，就分老虎撲倒在地
上咯。老虎就大叫⼀聲：「原來大家惶
嘅係厓，唔係你！」狐狸還來唔切喊救
命，就分老虎咬死嗨咯。 
 
 
 
 

 



客家話篇 5 

人心節節高 
插畫：Mushi Lai 
 
 

酒家老闆得⼀想二，被仙人呂洞賓
譏諷人心比天高、貪念冇盡頭。 
 

有⼀日，仙人呂洞賓來凡間遊尞，來到
⼀間酒家，⼀口氣食嗨三酲酒。佢還係
覺得意猶未盡，恁樣佢就大聲喊：「老
闆，更來⼀酲！」哎老闆就講：「對唔
住哦，店裏背酒分你食光嗨咯。」呂洞
賓覺得掃興，就講：「貧道今下酒興正
濃，做乜恁快就冇揫酒咯？」哎店主解
釋：「唔好意思，小店做嘅係細本生理，
冇本錢貯備恁多酲酒，請仙人見諒。」 
 

 

 
 

 
 
呂洞賓酒癮吂止，於是就將老闆拉到屋
後背水井邊，⼀邊口中念念有詞，然後
就對店主講：「惹嘅口井裏背就係酒來
嘅，快滴打來分貧道食啦！」哎隻老闆
半信半疑，⾃家先嚐⼀口，井水果然變
成嗨酒咯。老闆又驚又喜，趕快就打酒
分呂洞賓食。呂洞賓食到酩酊大醉，稱
心滿意恁樣走嗨咯。 



客家話篇 5 

人心節節高 
插畫：Mushi Lai 
 
 
酒家老闆得⼀想二，被仙人呂洞賓
譏諷人心比天高、貪念冇盡頭。 
 

老闆這口水井也變成酒井，無本生利，
冇幾久就發財咯。⼀年後，呂洞賓又經
過這店，受到老闆熱情嘅款待。食飽飲
醉之後，呂洞賓就發現到老闆面色變嗨，
好像有心事，所以就問：「老闆你還有
乜介困難，看厓幫唔幫到你啊？」 

 
哎隻老闆馬上講：「仙人，你賜分厓井
酒，厓感激不盡，做乜介別人潷酒會剩
到糟嫲可以供豬，但我嘅口井又冇嘅呢？
請仙人再賜分厓⼀滴糟嫲，可以冇啊？」 
 

 
 
 
呂洞賓聽嗨，哈哈大笑，拉等老闆又到
井邊，口中念起咒語，更對哎老闆講：
「天高不算高，人心節節高。井水變成
酒，又嫌豬冇糟。」哎老闆⼀聽，嚇嗨
⼀跳，知道⾃家忒過貪心，得罪哎仙人
咯。當佢想道歉謝罪嘅時候，正發覺呂
洞賓早就消失嗨咯，而這口井也變轉水，
老闆後悔也來唔切咯。 
 

 



客家話篇 6 

老虎摎貓嘅故事 
插畫：Lok Yuen 
 
 

貓本來是老虎的師傅，向老虎傳授
武藝後卻無力整治徒弟。 
 

山林裏背住嗨好多野獸，其中有⼀條兇
猛嘅老虎。老虎聽講貓嘅功夫了得，就
去拜貓為師，學習武藝。 
 

 
 
 

 
 
 

貓知道老虎唔係善類，也知道唔能夠隨
便得罪，但係又認為做老虎嘅師父可以
提升⾃家在山中嘅地位，所以就答應嗨
咯。不過，貓暗中決定留⼀手，唔將所
有嘅絕招傳授分老虎。貓對老虎講：
「你恁重，又唔使摘果仔食，爬樹唔穩
會跌死嘅啊，唔好學爬樹好麼？」老虎
覺得也有道理，就講：「好，冇問題。」
於是，貓淨教老虎撲、滾、抓、咬，摎
各種尋獵、追蹤功夫，就係冇教佢爬樹。 
 
過嗨幾隻月，學到所有成就嘅老虎比起
以前還過兇猛咯，張牙舞爪，威脅山中
百獸每日獻上⼀條小動物分佢食。百獸
惶死嗨咯，於是就請老虎嘅師父——貓，
去整治下壞徒弟。貓也覺得老虎忒過過
份，就應允大家，去教訓下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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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本來是老虎的師傅，向老虎傳授
武藝後卻無力整治徒弟。 
 

老虎看到貓，淨輕輕喊嗨⼀聲「師父」，
連禮都唔行咯。貓好惱，就喝哎老虎：
「你跪等！」老虎⼀滴都唔客氣，就講：
「你生得恁細隻，厓唔聽惹話，你奈厓
嘪何？」阿貓忍唔住就大罵老虎：「你
唔應該為非作歹，目無尊⻑泫 」老虎突
然發難，二話不說就撲向貓。 
 
貓雖然嚇嗨⼀驚，但仰邊都係師父，⼀
跳就爬上樹頂咯。唔識爬樹嘅老虎，望
等樹頂嘅貓，無可奈何。哎貓就想：
「估唔到老虎恁大逆不道，好彩當初留
嗨⼀手唧！」老虎淨好眼白白看等貓走
嗨，而貓也知道老虎厲害，唔敢再亂收
徒弟咯，還逃到山下背投靠人類，講分
其兜聽老虎為患。最後人類組成狩獵隊，
上山殺死老虎，山林正回歸平靜。

 
 
 
 

 



客家話篇 7 

貓狗結怨 
插畫：Mushi Lai 
 
 

好吃懶做的貓與忠心耿直的狗替農
夫主人踏禾頭的故事。 
 

早下有隻耕田佬，養嗨條貓摎條狗。哎
貓聰明伶俐，⼀直得到耕田佬嘅愛惜；
哎狗勤勞踏實，但係就得唔到耕田佬嘅
嘉獎。 
 

 
 
有⼀日，耕田佬去投墟賣東西，臨走哎
陣吩咐貓摎狗去田，踏平翹起來嘅禾頭，
完成後正有賞。 
 

耕田佬⼀離開，貓摎狗都去田裏背踏禾
頭。不過，哎貓踏嗨冇幾久，就摎哎狗
講：「狗大哥，你踏等正啊，等厓休息
下正來踏啦。」黏等就跳上棵大樹去，
睡晏晝覺。哎狗⾃家在田裏背踏禾頭，
哎啜裏背⾃家唸等，就⾃家講：「死懶
貓！看你這德性，主人轉來還會唔會發
獎賞分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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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狗結怨 
插畫：Mushi Lai 
 
 
好吃懶做的貓與忠心耿直的狗替農
夫主人踏禾頭的故事。 
 
 
 
 

 

狗在焫焫嘅日頭下辛辛苦苦恁樣工作，
終於踏嗨所有嘅禾頭，也覺得攰咯，就
走到樹底下，啄目睡，等主人轉來。冇
幾久，⼀陣清風吹過來，哎貓醒嗨。佢
捽下對眼，伸⻑嗨頸遠眺，看到耕田佬
好像愛轉到來咯，於是呢就馬上跳到田
裏背，詐到好用心恁樣踏禾頭。 
 
耕田佬逐漸走近，哎貓把握時機，跳到
耕田佬臉前就講：「主人，你轉來啦？
你看，哎禾頭全部分厓踏嗨咯。」啱啱
在樹底下啄目睡嘅狗，這時候正醒過來，
馬上跑到耕田佬臉前想愛解釋。但係耕
田佬呢就先開口罵人：「阿狗，你偷偷
子睡目！你看阿貓做得幾好，厓愛好好
恁樣獎阿貓！」哎狗呢，百辭莫辯，⾃
認當衰。

不過，耕田佬突然留意到狗嘅四隻腳都
黏滿嗨禾草碎，而哎貓呢，就好少。又
去田裏背看，看到禾頭上面，全部都係
狗嘅腳蹟，心裏背就明白，係哎貓攬走
嗨狗嘅功勞，於是就轉身大罵：「阿貓，
你竟然敢撮厓！」耕田佬在籃裏背拿出
⼀塊⾁來獎分狗，而貓呢，就乜介都冇。
哎件事之後，貓摎狗嘅關係就變得好差，
變嗨死對頭咯。 
 

 



客家話篇 8 

死食嘅廖官玉 
插畫：Fiona Li 
 
 

貪吃的廖官玉隨父母到村⻑家作
客，⾷量和小聰明都令大人們哭笑
不得。 

廖官玉從細就好死食。有⼀日，佢摎其
㜆其爸去拜訪村⻑，村⻑請其兜⼀家留
下來食夜。 
廖官玉食嗨五六碗飯，阿㜆阿爸細聲講：
「唔好更食啦，唔係人家以為吾兜將我
賴子餓到恁樣。」村⻑講：「唔緊要，
僬仔食多滴正曉快高⻑大嘅。廖官玉，
你食飯有食飽麼？」廖官玉就講：「有
呀，厓食飯食飽啦。」村⻑老婆問：
「吾兜還有滴粥，你愛麼？」廖官玉大
聲講：「愛呀！」廖官玉⼀碗⼀碗，將
哎煲裏背滴粥都食揫嗨哩啦。村⻑問：
「好食麼？你食粥也食飽嗨咯？」廖官
玉講：「好食！食嗨飯又食粥，當然飽
啦。」村⻑老婆就問：「廚房裏背還有
滴雞湯，你愛麼？」廖官玉⼀聽到有雞
湯，馬上講：「愛啊！」村⻑哎老婆舀

嗨幾碗雞湯出來，廖官玉通通食光嗨咯。

 
 

 
 
廖官玉哎爺娭看到桌面十幾隻空碗，忍
唔住就講：「官玉啊，人家問你食飯食
飽嘪，你講飽，等間又還食多幾碗添；
人家問你食粥食飽嘪，你講飽，等間又
食嗨幾碗順。你到底愛食幾多，正算飽
嘅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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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食嘅廖官玉 
插畫：Fiona Li 
 
 
貪吃的廖官玉隨父母到村⻑家作
客，⾷量和小聰明都令大人們哭笑
不得。 

廖官玉聽嗨之後，將村⻑庭院⼀隻水桶
拿過來。佢將幾嚿大石牯，拂落哎水桶
裏背，問：「惹兜看，這水桶有裝滿嗨
東西冇？」村⻑就講：「有啊，都裝滿
石頭啦。」廖官玉又扡嗨幾廿沙公，揻
落去桶裏背，搖⼀搖，哎沙就流落去石
頭嘅罅去咯。廖官玉講：「今下水桶滿
嗨吂？」村⻑老婆就講：「滿嗨啦！」
廖官玉又將幾勺水倒落去桶裏背，哎水
就流落石頭摎沙之間，但係還吂湓出來。 
 
 

 
 

 
 
廖官玉就笑等講：「米飯好比石頭，⾁
粥好比沙公，哎雞湯好像清水。吾嘅胃
就好像哎隻水桶，可以裝好多東西嘅
呀！」哎大人聽到嗨，哭笑不得，覺得
這隻僬仔真係有滴小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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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翁失馬 
插畫：Betty Wong 
 
 

鄰居從塞翁失馬和得馬的事上，學
習到塞翁看福禍的的智慧。 
 

早下在北邊嘅邊塞地區，有隻人安做塞
翁。有⼀日，塞翁嘅馬走失嗨。隔籬鄰
舍知道這個消息，都來塞翁嘅屋下安慰
佢，喊佢唔好難過。 
 

 
 
吂知塞翁好平靜，講：「吾嘅馬雖然走
失嗨咯，但講唔定這件係好事呢！」哎
鄰舍覺得好奇怪，冇⼀條馬，仰邊曉係
好事呢？塞翁就笑吓，看起來⼀滴都唔
感到失落。 
 

過嗨幾隻月，這條馬⾃家轉屋下咯，還
帶嗨另外⼀條又強壯、毛色又亮麗嘅駿
馬。哎隔籬鄰舍聽到這消息之後呢，又
紛紛跑到塞翁屋下恭喜佢，講塞翁唔單
止⾃家嘅馬走轉來，還多嗨另外⼀匹好
馬添。這擺，塞翁反而皺起眉頭，講：
「多⼀匹駿馬，也唔⼀定係乜介好事
呢！」多嗨⼀匹馬，有乜介唔好呢？鄰
舍都覺得好奇怪，實在唔知塞翁到底想
乜介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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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翁失馬 
插畫：Betty Wong 
 
 
鄰居從塞翁失馬和得馬的事上，學
習到塞翁看福禍的的智慧。 
 

 
 
 
塞翁嘅賴子好中意騎馬，⻑日騎等這條
駿馬出去尞。有⼀日，塞翁嘅賴子⼀唔
小心就在哎馬背上面跌嗨下來，跌斷嗨
腳。鄰舍都覺得好難過，又來塞翁屋下
安慰佢。吂知塞翁淡淡恁樣對大家講：
「吾賴子雖然跌斷嗨腳，但講唔定也係
⼀件好事呢！」哎兜鄰舍每隻人都莫名
其妙。 
 

 
 

 
 
 
 
過嗨冇幾久，胡人大舉入侵，後生哎兜
男人都愛徵調當兵，好多人年紀輕輕就
戰死沙場。塞翁嘅賴子因為跌斷嗨腳冇
辦法當兵，反而因為恁樣撿轉條命。鄰
舍終於了解嗨塞翁嘅智慧，明白每件事
情係福係禍，唔係單看表面嘅。有時失
去嗨變嗨福，有時得到咯，又變嗨禍。 
 

 



客家話篇 10 

曾貫萬致富傳說 
插畫：Tsz Ki 
 
 

曾貫萬本為石匠，相傳他機緣巧合
成為鉅富，在沙田興建圍村供後代
居住。 
 

 
山廈圍嘅開基祖曾貫萬本來係⼀隻石匠，
後來搖身⼀變，成為香港開埠早年嘅石
業鉅子，家財萬貫。⾃古以來，都有唔
少關於曾貫萬致富嘅傳說，以下係其中
之⼀。 
 
曾貫萬又安做曾三利，祖籍廣東五華，
十六歲嘅時候謄嗨阿哥來香港謀生，在
茶果嶺⼀帶嘅石廠摎人打石。包尾石廠
倒閉，曾貫萬轉到西灣河經營雜貨店。 
 
 

 

 
 
 
 
 
 
 
相傳佢當年接到⼀宗奇怪嘅買賣，⼀群
來歷不明嘅漁民向佢兜售十六甕鹹魚，
曾貫萬淨買嗨其中嘅四甕，但係漁民冇
帶走剩下來嘅十二甕鹹魚，反而寄存在
其嘅雜貨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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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貫萬致富傳說 
插畫：Tsz Ki 
 
 
曾貫萬本為石匠，相傳他機緣巧合
成為鉅富，在沙田興建圍村供後代
居住。 
 

 
 
 
 
包尾哎班漁民⼀去不返，再無音訊。曾
貫萬於是就打開漁民寄存嘅十二甕鹹魚，
好驚訝恁樣發現，哎甕裏背淨係上層係
鹹魚，下層全部係金銀。有人推測哎班
漁民其實係海盜假扮，為嗨避風頭，將
劫來嘅金銀藏在哎甕中間，並且用鹹魚
來掩飾，但係最後因為風聲忒過緊，不
得不棄贓。 
 

 

 
 
 
 
相傳曾貫萬借機用這筆錢財，做轉老本
行打石業，設立三利石廠，並乘等香港
開埠之初，英政府大興土木哎陣呢，成
為富甲⼀方嘅商人，也因此有能力興建
山廈圍這座大宅，也係今時今日人稱
「曾大屋」嘅圍村古蹟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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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才子宋湘 
插畫：dear project 
 
 

清朝才子宋湘應考遲到，被揶揄時
展露的急才令考官吃驚。 
 

清朝嘅時候有隻才子安做宋湘，乾隆年
間在廣東梅縣出世，並於嘉慶年間，中
嗨進士。宋湘在四川、貴州、湖北，這
兜地方都當過官，為人清廉，深受人民 
愛戴。 

 
 
 
 
 
 
 
 
 

 
 
 
 
宋湘從小就才識過人，又有急才。有⼀
擺佢去考試嘅時候，吂知敢遲到喔，所
有哎兜考生都入場坐下來啦，佢正到達
試場。宋湘分哎考官攔等，唔准佢入去。
情急之下，宋湘就想推開哎教官入去。
哎考官對佢講：「你想入去試場，先來
對⼀副對子。你對到嘅話厓正分你入去，
係對唔上呢，你就轉屋下好咯，總厓都
看唔到你有幾重視這擺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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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才子宋湘 
插畫：dear project 
 
 
清朝才子宋湘應考遲到，被揶揄時
展露的急才令考官吃驚。 
 
 

宋湘就講：「好啊。」考官就講：「聽
等咯喔，上聯係：大水推沙粗在後。」
考官分明就係取笑宋湘係粗沙，又冇禮
貌又遲到。宋湘聽嗨之後，不慌不忙，
微微⼀笑，立即就對出下聯：「風櫃吹
穀泛先行。」 
 
考官就大驚，估唔到宋湘才智恁驚人—
—因為泛就係空心嘅穀，食唔得嘅，將
哎穀倒落風櫃去，結實嘅穀呢，就會沉
下來，而空心哎兜泛穀呢，就會吹出來
嘅。宋湘嘅意思係，先來哎兜人也唔見
得有乜介才華，應考早到遲到，根本冇
嘪關係。考官於是就准許宋湘入去考場，
而宋湘也順利通過這擺嘅考試。包尾就
高中嗨進士，當上地方官員，也留下多
本嘅詩集，成為嗨有名嘅詩人摎書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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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山廈圍曾大屋 
 
 
 

山廈圍由曾貫萬建造，因在二戰時
收容逃難人士而被尊稱「曾大屋」。 
 
 

位於沙田大圍博康邨附近嘅山廈圍，又
安做「曾大屋」，係香港非常有代表性
嘅客家圍屋，也係香港嘅⼀級歷史建築。 
 
曾大屋由原籍廣東五華嘅曾貫萬在清朝
道光十⼋年（公元⼀⼋四⼋年）建造，
前後花嗨二十年，在當時來講係⼀隻非
常大嘅工程。大屋採用「三行兩橫」嘅
設計，圍牆由青磚建成，呈⻑方形，四
角都有用作防衛嘅碉堡，碉堡上面有槍
孔摎瞭望台。渾座建築物就好像⼀座堡
壘⼀樣，可以防範盜賊侵襲。大屋外圍
本來還設有⼀條護城河，並有吊橋相接，
但係今下呢都填平嗨，吊橋都拆嗨哩咯。 

 
 
 
 
 
 

 
▲「大夫第」      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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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山廈圍曾大屋 
 
 
 
山廈圍由曾貫萬建造，因在二戰時
收容逃難人士而被尊稱「曾大屋」。 
 
 

圍屋嘅入口共總分為三隻大門，中門最
大，門頂圓拱形，四面用麻石砌成。上
面有塊麻石嘅牌匾，刻等「⼀貫世居」
四隻字，出⾃同治年間考中舉人嘅曾氏
子弟，曾蘇嘅手筆。而圍屋裏背也有好
多塊牌匾，其中嘅「大夫第」牌匾就摎
山廈圍嘅開基祖曾貫萬係有關嘅——光
緒年間，廣東發生過大旱災，曾貫萬當
時捐獻嗨⼀大筆錢財來賑災，義行獲得
清政府嘅表揚，獲封為「誥授奉直大
夫」，所以就有這塊「大夫第」嘅牌匾
咯。 

 
 
 
 
 
 
山廈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收容嗨唔
少嘅逃難人士，因此也分人家尊稱為曾
大屋。時至今日，住在曾大屋裏背哎兜
都唔限於曾氏族人咯，大屋附近嘅沙田
地區也急速發展，但係曾大屋嘅建構還
係 歷 久 常 新 ， 並 且 繼 續 守 護 後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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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灣羅屋民俗館 
 
 
 

柴灣羅屋已有二百年歷史，現被列
為法定古蹟，並被修復為民俗館。 
 
 
 
 
 
 

位於香港島柴灣嘅羅屋，係港島區少有
還係保留嘅古村屋，到今下已有兩百幾
年嘅歷史。 
 
羅屋嘅名稱原⾃姓羅嘅原戶主，面積大
約⼀百二十平方米，係典型嘅「三間兩
廊」客家村屋，布局簡約對稱。羅屋中
央係正廳，正廳摎大門之間設有天井，
天井兩旁分別有閣樓嘅房間、廚房摎雜
物房。屋外空地俗稱「曬棚」或者「禾
坪」，係村民曬穀、晾衫摎聚會嘅地方。 
 
羅屋所處嘅地區，原本係客家人嘅聚居
地，其兜在十⼋世紀初，在廣東新安縣
南遷到柴灣，落地生根，務農為主，並
先後在柴灣開闢嗨羅屋、西村摎大坪村
這六條村落。隨等香港城市發展，這兜

村落逐漸消失，羅氏後人也在⼀九六零
年代遷離。 
 
由於羅屋非常有歷史價值，前市政局博
物館委員會⼀九七六年決定將羅屋修復
為民俗館，而羅屋後來也在⼀九⼋九年
被列為法定古蹟。民俗館在⼀九九零年
正式開啟，除嗨保留原有嘅建築特色外，
也放有傢俬、農具、日用品這兜，展現
村屋昔日嘅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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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三棟屋博物館 
 
 
 

荃灣三棟屋由陳氏族人建立，現為
「香港飛物質文化遺產中心」。 
 
 
 
 
 
 
 

 

位於荃灣嘅三棟屋博物館係香港現有最
古老嘅圍村之⼀，也係非常有特色嘅客
家圍屋。 
三棟屋由陳氏族人在清朝乾隆年間建立，
係典型嘅客家圍屋，布局有如棋盤。大
屋左右對稱，前廳、中廳摎祠堂，成⼀
條中軸線，並各由稱為「棟」嘅橫樑承
托，故所被稱作「三棟屋」。 

 

三棟屋中間有四間獨立房舍，而左右兩
旁嘅橫屋摎後方嘅排屋，雖然係後來加
建，還係維持等圍屋嘅布局。陳氏族人
⼀直住在三棟屋裏背，直到二次大戰後，
三棟屋所在嘅荃灣⼀帶急劇發展，區內
嘅圍村摎田地，逐漸被拆卸或者徵收，
三棟屋也受到影響。陳氏族人獲安排遷
到象山村，而三棟屋也在⼀九⼋⼀年列
為法定古蹟，並於⼀九⼋七年重修摎改
建成博物館。 
三棟屋博物館除嗨保存原有建築外，還
收藏嗨唔少昔日居民使用過嘅農具、傢
私摎器皿。另外，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
處近年在三棟屋博物館設立「香港非物
質文化遺產中心」，多間房舍被用作展
覽摎教育中心，展示香港節慶摎民間工
藝這兜非物質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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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田江廈圍大宅 
插畫：dna @ DH Calligraphy & 

Illustrations 
 
 

元朗八鄉江夏圍由商人黃廣僑建
立，2012 年被評為三級歷史建築。 
 
 
 
 
 

位於元朗錦田⼋鄉嘅江夏圍大宅，由來
⾃梅縣嘅客家商人黃廣僑在⼀九三零年
代建立，於二零⼀二年評為三級歷史建
築。大宅建築，包括⼀座兩層高、揉合
中西設計嘅主樓「源遠堂」、⼀間工人
宿舍「瑞寓」，摎⼀隻門樓。除嗨三座
建築物之外，大宅還有花園摎兩隻風水
池添。 黃氏⼀家在大宅起好之後，就
⼀直在裏背住。直到⼀九四⼀年二次大
戰日佔時期，正遷離逃避戰禍。而由於
附近嘅差館分日軍破壞，大宅也分人借
作臨時嘅差館，黃氏⼀家在⼀九五三年，
新嘅差館落成之後，正遷轉來大宅。 
 
大宅在⼀九六零年代起，先後出租分唔
同嘅工廠，而黃家後人也慢慢遷離，淨
剩下黃廣僑其中⼀隻賴子黃瑞麟住在工

人宿舍。黃瑞麟包尾在⼀九九七年將大
宅賣嗨分發展商。 
 
雖然大宅早緊荒廢多時，兩隻風水池也
早緊分人家填平嗨，但係大宅嘅整體結
構還可以看到昔日嘅氣派，大宅門匾上
面嘅「源遠堂」三介字、門前嘅兩隻對
聯「源思祖澤、遠樹家風」同樣保留至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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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村許願樹 
 
 
 

大埔林村許願樹原為空心樟樹，後
來由其他樹取代；2009 年起改用人
造許願樹。 
 
 
 

大埔林村許願樹原本係⼀棵空心嘅樟樹，
善信會將寫嗨姓名、出生年月日，摎願
望嘅許願寶牒綁在石頭上面，更拋上樹
桍上面許願，傳說呢，寶牒拋得越高就
越靈。由於石頭跌下來會傷人，所以售
賣寶牒嘅商販，包尾就改用橙仔來代替
嗨石頭咯。 
 
可惜由於香火太過鼎盛，樟樹分善信剩
下嘅香燭火種燒嗨哩。後來原址生出⼀
棵洋紫荊（有隻講法係宮粉羊蹄甲）也
受到同⼀隻命運，燒死嗨。林村鄉公所
在九十年代原地種轉嗨⼀棵細葉榕，為
嗨分哎棵樹健康成⻑，鄉公所禁止拋寶
牒到細葉榕樹上，善信於是呢改將寶牒
拋到林錦公路邊嘅大榕樹上面。包尾許
願樹嘅名氣緊來緊響，前來拋寶牒嘅善

信緊來緊多，尤其是係農曆新年期間，
袞到大樹不勝負荷。最後許願樹在二零
零五年農曆新年年初四拗斷嗨⼀桍，傷
及遊人。 
 
 
 
 
 
 
▼  原許願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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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村許願樹 
 
 
 
大埔林村許願樹原為空心樟樹，後
來由其他樹取代；2009 年起改用人
造許願樹。 
 
 
 

當時各方正發現許願樹健康有問題，為
嗨等佢恢復元氣，林村禁止善信更拋寶
牒到哎樹上面，另外立⼀隻許願架來掛
放寶牒。包尾林村村公所在二零零⼋年
由廣東增城引入⼀棵細葉榕，種在原本
哎許願樹大概十米嘅外面，當係新嘅許
願樹，不過還係禁止將哎寶牒拋上樹上
面，淨可以掛在許願架上。包尾當局又
在二零零九年造嗨⼀棵塑膠嘅人造許願
樹，終於可以分人拋寶牒到樹頂咯，而
寶牒也改用塑膠橙摎許願咭來代替嗨咯。

 
 
 
 
 
 
 
 
 

 
人造許願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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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麒麟迎親 
相片提供：林文映女士 
 
 

新界客家人仍然保留舞麒麟迎親的
習俗，希望為新人帶來福氣。 
 
 
 
 

 
 

麒麟係中國傳說中嘅生物，位居「四靈」
之首。傳說麒麟性格溫馴，唔會傷人，
有「仁獸」之稱。 
舞麒麟以前係宮廷嘅表演，淨有王公貴
族正會舞麒麟來祈福祭祀，包尾流落民
間，平民百姓會在喜慶日子舞麒麟。而
香港新界客家人，就保留嗨舞麒麟迎親
嘅習俗，希望借助麒麟嘅力量，為新人
帶來福氣，大吉大利。 
麒麟隊在日頭出之前就愛出發，有時還
愛分兩日正可以完成所有嘅儀式。出發
嘅時候，麒麟先行，樂器在後，先在新
郎嘅屋下舉行儀式，參拜家門，背尾就
落屋，散播福氣摎驅趕邪氣，更到村公
所摎祠堂祭拜。之後麒麟隊由新郎所屬
村落出發，前往迎接新娘。麒麟隊經過
其他村落嘅時候，也愛拜祠堂摎土地。

有時候富貴人家會同時請兩棚麒麟隊，
屬於村內嘅麒麟隊呢，負責保護新娘，
外聘嘅麒麟隊呢就負責拜土地摎其他神
明。 

 
麒麟在渾隻迎娶儀式中扮演保護者腳色，
除嗨愛潔淨新郎嘅住所，也愛潔淨花車
摎圍繞等⼀對新人轉圈驅邪，祈求儀式
順順利利。因此，麒麟在迎娶中呢會行
在⼀對新人面前，以示保護。而所謂各
處鄉村各處例，唔同村落都有⾃家⼀套
舞麒麟嘅迎親儀式，未必完全相同，可
能有所增減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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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粿摎清明仔 
相片提供：林文映女士 
 
 

新界圍村應節⾷品茶粿和清明仔的
製作方法。 
 

 

新界人中意在節慶日子製作茶粿作為小
食。 
茶粿又安做粄，每隻節日都用得嘅，做
法就係用米碓或者石磨，將米磨成粉之
後呢，加入蔗糖搓成粉團，墊等兜蕉葉
摎蒸熟就做好咯。有時茶粿又會加兜地
豆、紅豆這兜做餡。新鮮蒸嘅茶粿鬆軟，
芬香撲鼻，早下冇雪櫃呢，茶粿放在紗
櫥裏背，愛食嘅時候蒸軟或者煎香來食。 
 
而在農曆三月清明嘅期間呢，新界人會
特意做⼀種安做「清明仔」或者「雞屎
藤」嘅茶粿，做法摎⼀般嘅茶粿有少少
唔同。首先愛搗爛草藥雞屎藤，再用糯
米、地豆撈埋來製成茶粿，最後用馬甲
樹葉墊等來蒸熟。馬甲樹葉聽講藥效呢
好像土茯苓，可以解毒解熱，古時哎耕

田人用這兜民間食方來調理身體，也係
最天然嘅調理身體食療法來嘅。 

 

 
▲  雞屎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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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鹽教友村鹽田梓 
 
 
 

西貢鹽田梓村是獨特的教友客家
村，過往也曾出產海鹽。 
 
 
 
 
 
 

在西貢海嘅小島鹽田梓係隻非常特別嘅
客家村，村民全部都信天主教，係香港
少數有教堂而冇祠堂嘅村落。鹽田梓嘅
開基祖陳氏夫婦大概在三百幾年前在深
圳鹽田遷到島上面，十九世紀開始有來
⾃歐洲嘅天主教教士來傳教，到十九世
紀中後期，全島居民都信奉天主教，所
以有「教友村」之稱。 
島上居民拜祭祖先摎團聚嘅方式，都摎
其他客家村落有分別。例如居民唔會在
重陽節祭祖，而係在新曆十⼀月⼀號嘅
諸聖瞻禮祭祖。 
 
 

 

此外，摎其他客家人唔同嘅係，鹽田梓
居民唔係在農曆新年期間轉屋下團聚，
而係在新曆五月第⼀隻星期日參加聖若
瑟主保瞻禮。好多遷居到外地嘅鹽田梓
居民，都會在這日轉到來聖若瑟小堂望
彌撒摎團聚。鹽田梓居民早年還會製鹽。
島中間有塊平地，潮漲嘅時候會有海水
流入。居民運用這隻特點，在海邊興建
堤壩，趕佢潮退哎陣呢，就塞等海水形
成⼀隻鹽田，再在日頭下暴曬兩介禮拜
就可以生產出海鹽。不過由於製鹽業息
微，鹽田梓早緊冇人製鹽咯，直到近年
正恢復嗨這種⾃然製鹽嘅方式作為教育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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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禾坑村生活點滴 
插畫：Lok Yuen 
 
 

西貢早禾坑村村民的童年生活，以
打波子、拍公仔紙、捉小動物為
樂。 
 
 

 
 
位於西貢海岸邊嘅早禾坑村，村民早下
多數種禾摎蔬菜，也有唔少嘅村民，以
捉蟹之類嘅水產為生。早禾坑村附近以
前⻑日有山豬出沒，在冇禁捕獵嘅時候
呢，村民⻑日會捉到山豬然後就煮熟來
分分大家食，久而久之呢，連山豬也唔
輕易下山咯，看到人都會掉頭走。 
 
 
 
 

 
 
 
 
 
 
以前呢，早禾坑村附近有間小學，因為
村民多數都係農家子弟，有兜村民小學
嘅時候愛連屋下條牛也⼀下拖轉學校。
不過小學早緊停辦好多年，村民也冇耕
田咯，耕牛也⼀早消失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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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禾坑村生活點滴 
插畫：Lok Yuen 
 
 
西貢早禾坑村村民的童年生活，以
打波子、拍公仔紙、捉小動物為
樂。 
 
 

 
 
 
 
早下物資冇今日恁豐盛，生活也唔容易。
村裏背僬仔冇乜介好搞，淨可以打波子、
拍公仔紙這兜，或者捉兜昆蟲啊、鳥仔
啊還係其他小動物。有時候呢，係講村
內哎兜僬仔在田裏背捉蛤蟆嘅時候，踩
到其他村民種哎兜禾，還會分人家打罵
添。 
 

 
 

 
 
 
 
 
 
 
 
時至今日，好多村民已經搬到市區，村
中唔少嘅舊村也拆嗨哩咯，改成三層高
嘅新式丁屋，幾十年來變化好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