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數港式盂蘭
. 

簡介

香港的民間信仰和習俗主要都是源自國內，由於遷居香港者是來自多個族群，無論在

信仰或習俗方面，在各自原郷的傳統基礎本已有所別，再配合香港本土的地理環境和條件

等因素而有不同的變化而形成各自的特色。例如盂蘭勝會習俗的出發點很大程度是相同

的，但在法事儀式和醮場都有相類的基本結構，例如潮人的醮場由神棚（潮人稱神廠或天

地父母棚）、經師棚丶大士棚丶孤魂臺、附薦臺及戲棚構成。神棚必面對戲棚，象徵請胂觀

戲，戲棚前就是觀眾席，取胂人共樂之意，戲棚同時也是尾日取平安米的街坊或善信的等

候區，也常是下雨時的避雨處。大士棚、孤魂臺及附薦棚則常面對經師棚，象徵得以鵬經

之意。當然還有臨時的辦事處丶金榜題名丶米棚及神袍棚等，而在醮會中，唯一沒有棚架配

合的裝置就是旖竿，旖竿方面，潮式盂蘭通常只有神棚旁的一支，但也有例外的，例如大江

埔村潮僑街坊盂蘭勝會則有七支；此外，還有大士臺旁的幢幡和代表四方和中央的五支鶴

幡；而大士王方面，也普遍採用畫像。廣府式的醮場佈局也大致相同，但沒有砷袍棚和米

棚，雖沒有幢幡和鶴幡，但旖竿較多，只是其後因環境和條件所限而有改為只一支的，且有

相關的開光儀式，此外，若有破地獄法事的，則還會有招魂幡。若沒有演戲的亦沒有戲棚，

唯若會場是二個以上的會共用的話，戲棚仍需就有演戲的一會而建，沒演戲的每多把之作

貯物或休息和避雨場所。至於海陸豐式的醮場佈局亦都大致相同，唯類如原演戲的戲棚現

已改為唱時代曲的舞臺，砷棚有三位砷的紙紮像，但神袍卻只得二件，旖竿只有入口旁的

一支，大士王會有開光儀式等。

由於香港大部份區別的盂蘭勝會都是在燒街衣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故本書把之分別

為燒街衣和盂蘭勝會兩個專章細談。

甲．港式燒街衣

燒街衣者顧名思義是隨街進行的祭祀模式，是對孤魂野鬼最基本的一種供養模式，為

了表示心意，通常人們會以不同規模的供品丶衣紙及金銀冥鏹等供品，置香爐（有以冬瓜丶

果丶罐等，綦至路隙等作香爐），上香參拜並把衣紙化掉即成，衣紙和金銀冥鏹因不能食

用，會全部化掉，象徵由孤魂野鬼接收了，而飯菜等的實質供品，傳說孤魂野鬼只會分享其

氣昧，飯菜等的實質供品，就留待人間的乞丐和貧苦大眾享用，故燒街衣除了具祭祀的功能

外，實還具有一個濟貧的作用。故通常時間約半至一小時即完成，每個家庭參與成員不多，

雖然受禁令限制，在2020年抗疫期間仍到處都可見到燒街衣的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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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街衣簡稱街衣，常是以個別家庭進行，每於居所附近街口設香爐，置供品，上香參拜後，

髓把帶備的衣紙焚化。由於常在街邊進行，且以果飯等供品，配合代表衣服的各色衣紙，

故有燒街衣之稱。通常果飯等供品並不會取回，意謂讓孤魂野鬼們分享，化衣的時候，很多

時都會撒入若干的硬幣，讓兒童們拾取，但由於現在大眾的生活質素普遁已大為改善，燒

衣撒出的硬幣已失去吸引力，除極少數外，已再沒有人拾取了 0

記得在兒時，有些商舖也會在舖前進行燒街衣，感於貧苦的小孩有所缺乏，也

會趁此場合撒出若干硬幣，給與小孩－個可滿足的機會，當時撒出的雖是「一毫」

或「斗零」（當時沒有二角硬幣，斗零即五仙，現已不再發行），都已可購得相當品

物，故為小孩們歡迎。但這也引申出一些不良的問題，第一，撒出的硬幣有限，小孩

因爭奪易致打架，甚至發生意外，更有些頑童又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一邊圍觀，＿

邊會唱「燒衣唔派錢，事頭婆俾鬼撻（這裡是扼之意）」。隨社會漸進步，硬幣的價

值既大減，小孩子於物質也易得滿足，故這種風氣已乏吸引，但撒硬幣的風俗至今仍

存，只是再沒有孩子拾取了。例如在2020年於多處的燒街衣集中地所實地考察和

記錄，很多都仍是滿地硬幣的。

從另一個角度，有撒硬幣的是撒在灰燼之中的，並非立心不良，那是另有作用的，因一

般來說，衣紙冥鏹等紙供品，都務必燒盡為佳，但因衣紙冥鏹往往因相疊而難以燒盡，需

挑撥使鬆散才得接觸空氣而燒盡，把硬幣撒在灰燼中者，是因在香港早期較多窮苦人家，

知灰燼中有硬幣，就會以竹枝等物挑開撿拾，如此，就有足夠空氣讓衣紙冥鏹得以燒盡。

除了商舖在舖前燒衣外，很多個家庭也會在路邊燒衣，家庭式的街衣，通常都會有某

些集中的地點，而公私營的屋邨，為了有效管理，也便住戶可滿足燒街衣心意，都會在邨內

某些安全地點設香爐和化寶盆，住戶可集中進行，有些團體，或有相同信念的街坊，也多會

以某名譽作組織而舉行規模較大的街邊燒衣，隱參與人數漸多，經濟能力漸大，漸又發展

為不同規模的盂蘭勝會。因種種的個別問題，為了心意，又會重以燒衣模式延續下去。

燒街衣的規模雖較小，但因環境等因素的變化和影響，在香港可見的，約可分為數個模式。

1 ．家庭街衣
通常只擺設果丶飯丶菜等供品，置香爐（有以冬瓜丶果丶罐等，甚至路隙等作香爐），

上香參拜並把衣紙化掉即成，故通常時間約半至一小時即完成。

2 ．商舖街衣
做生意的通常較重意頭，且大多較相信鬼神之說，故也很誠心，且因經濟較好，果品

飯菜衣紙等供品也較豐富，化衣後撒出的硬幣也較多，且多撒在灰燼外，方便小朋友拾取，

頑皮的小朋友們，每多圍觀待拾取硬幣，但未必每個商舖都會撒錢，故頑皮的小朋友邊圍

觀邊合唱「燒衣唔派錢，事頭婆俾鬼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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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屋邨街衣
囍木屋區的清拆，大多數的居民都遷居多層建築的公屋，可供燒衣的地方也少了。儘管

如此，大部份的屋邨既為便於管理，也為滿足居民傳統習俗的需要，都會在邨內若千安全

地點設置化寶爐和香爐，方便邨內居民進行燒街衣。

4．社團和坊間組織的街衣

社團和坊間組織的燒街衣大多是由一班志同道會的街坊或友人所組成，部份隨參與

人數的增加，在人力丶財力及物力漸豐的時候就發展為盂蘭勝會，但也有些經歷了勝會規

模受各方面條件影響而發生轉變，唯為了能夠延續，寧回復燒街衣的模式進行，也有因成

員年邁或遷離等問題而致停辦的，這裡提供數個在十數年間所記錄得的實例。

4.1 ．太陰娘娘街衣

卅間盂蘭勝會前一晚，附近一帶仍有若干處不同規模的燒街衣，在卅間盂蘭會所旁邊

的鴨巴甸街和佐治里還有兩個街衣，前者是一個以太陰娘娘為名的組織，由數位潮籍人士

組成，是一個典型的傳統燒街衣組織，由於他們極之低調，幸筆者同是潮人身份，也請教

得少許的資料，組織成員原是一班相好且有共同信念的潮籍人士舊街坊，至於具體或較詳

細的資料，例如其於此處燒街衣始自何時？之前又曾否在另一地區進行？成員人數有多少

等的問題，則無緣請教得，可幸的是每年都得允許拍照，原在附近還有一個聯絡處，筆者也

曾依諾奉上相關的照片，就是送到該聯絡處的。

該組織在每年農曆七月廿三就會在中環卅間街坊盂蘭會會旁的梯級舉行燒街衣，規

模和進行情況如何？以及具體的場面如何？每年所見，其中－位年紀較大的長者，應是該

組織的龍頭，成員都非常尊重他，主要的工作都是依他提示進行。晚上約在七時開始擺設，

約十一時進行化金銀衣紙，由於卅間盂蘭勝會的化寶爐會早一天已經裝妥，太陰娘娘街衣

組織就是借用此化寶爐的。化衣化寶完畢，收拾物品和清潔場地後才一同離場，隨該晚燒

街衣的結束，此地又復舊觀，除留下少許路祭的線香外，難尋得絲毫曾燒街衣的痕跡。翌

日，此地又成為卅間盂蘭勝會附薦衣包的臨時露天儲存處。

惜始終天下無不散的筵席，因成員都已先後漸遷離卅間，且主要理事人也漸年邁，在

2012年一屆採訪的時候，成員告以無奈的事，就是該年乃他們在此地的最後一次燒街衣！

離場之時，見他們都仍頗有依依不捨之情，舊日相聚的樂事，恐今後也難再！世事雞料，

出乎意料的事總會有的，惜2013年同月同日同時間，筆者再臨此地，也只得感慨萬千，

無奈的接受這個停辦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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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太平山街衣

另一處就是以太平山為名的組織，在佐治里所舉行的燒街衣，這應是受訪者九叔早年

於光漢臺十一號地下的咕喱館每年舉辦盂蘭勝會的延績。從中也可認識多一點相關的燒

街衣點滴。

據九叔親述的資料，以及在長洲太平清醮正醮日晨，在玉虛宮相關人士所提供的

資料，雖仍是極之有限，也嘗試作－綜合。光漢臺十一號地下原是九叔的咕喱館所在，曾

請得「玄天上帝」（即北帝爺）以庇佑拉車伕和抬轎伕們。當太平山區在1894年發生鼠疫

時，曾請出供街坊參拜以求止疫。

咕喱館年代，卅間這區即有廿多間咕喱館，作為館主，每年都有責任舉辦盂蘭勝會，讓

車伕和轎伕們可盡點心意，不管當時的規模如何，也總有大士王，但其後光漢臺改運為公

園後，唯有在位於該公園中間的佐治里舉行，佐治里是一條狹窄的小巷，地方有限，且也

有街坊出入，故回復以燒街衣形式進行，有旖燈，但沒有大士王，規模雖比不上以前，但總

算仍得讓心意延續。

4.3 ．合順館街衣

同於農曆七月廿三晚，在城隍街和堅道交界的一處，也有以合順館為名的組織進行燒

街衣，某年，筆者在此採訪時，所在地的樓上有街坊擲下小瓶，幸無傷及任何人，但也可知

有街坊是有所抗拒的。

5 ．街市街衣
香港的市場類別也頗多，好些市場也有不同規模的自發燒街衣，雖未必會有完善的組

織，但每於農曆七月，就會置香爐和化寶爐。有些只於農曆七月十四一段時間內舉行，有些

則會從初一至約月中，例如荃灣香車街，既有街市，也多商舖，大多於晚間進行，其中應也

包括街坊亦都會在此燒街衣，部份仍會於化衣時撒出硬幣，可能是商人，撒出的幣值有高

至五元的。

乙．介乎燒街衣和盂蘭勝會間的過渡模式

從個體的燒街衣演變為集體的盂蘭勝會，必有其漸變過渡的模式，但卻缺乏具體的

記錄，這裡試以以下二個模式作為過渡的示意補充。

第三章數港式盂蘭 32 



1 ．荃灣福來邨街坊盂蘭

荃灣輻來邨的屋邨辦事處在邨內數個地點設有香爐和化寶爐可供邨民滿足燒街衣

習俗，但另還有街坊在區議員辦事處旁舉行特殊的燒街衣，為何稱之為特殊的燒街衣？

因相信參與者都是該邨街坊，沒有大士王和附薦臺等裝置，可說是一個典型的燒街衣

模式；但有大量附薦衣包的紙供品，且有進行法事，這又可說是醮會的模式，故既可說是

－個特殊的燒街衣，也可說是一個從燒街衣模式過渡至盂蘭勝會的典型例子。

2 ．灣仔街坊盂蘭勝會

灣仔街坊盂蘭可說是一個較特別的醮會，因在路邊舉行，供品置於地膺上，稱為

「擺席」，有燒鵝和燒豬等供品，並有大批金銀衣紙，意謂可任由孤魂野鬼們取用，沒有旖

竿，但有旖燈，最後也會化大量的金銀衣紙等，這正是燒街衣的模式，場地的佈置雖無大

士王像，卻有大士王的袍和鞋等配套，旁邊二座是金山和銀山，意是整座者是金和銀，取富

足之意也。儀式包括迎誹和聘經師誦經，旁邊設有經壇，此又近於醮會模式，故可說是另

一個介乎街衣和盂蘭勝會的過渡模式。

丙．數港式盂蘭勝會

來自國內到港定居的有多個族群，各有各自的習俗傳統，故即使同是盂蘭勝會的

進行，也都各有不同的模式。現先從醮場的佈局和法事流程兩方面說起。

1．盂蘭勝會醮場的佈局

醮場的佈局包括基本結構和基本裝置兩個項目，分述如下：

1.1 ．基本結構

所謂基本結構，就是醮場內相互配合的各個棚架。

1.1.1. 大士臺

大士臺是盂蘭勝會佈局中的－個棚架，大士臺又名「大士殿」丶「大士王殿」（小西

灣）丶「大士菩薩」（彩雲邨）或「大士爺」（粉嶺）等，是安置大士王的棚架。但在道教方

面，即使同是全真派的，亦有認為大士王的角色應是太乙救苦天尊，故以「太乙殿」相稱。

大士臺通常需要面對經棚，意即方便大士王召引無主孤魂前來醮場聽經聞法。在太平

清醮的醮會也必有大士臺，也都是如此處理。在以前人口較少，可作醮場的空間較多，相關

問題也較少，但隨社區的整體發展，可應用於建醮場的地方少了，一切就只得因時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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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 馬臺

在盂蘭勝會的醮會中，常會備有驛馬，其角色有如信差，負責將金榜題名丶疏文及民間

願景等，呈報蒼天，以期達致禱禰祈詳，常於醮會臨功德圓滿時化掉。

1.1.3 . 神棚

潮式砷棚分為前後兩進，前進為「香案」，常處於露天位置，主要供奉代表「天地父

母」、「南辰北斗」、「諸位福砷」的三個香爐，面向戲棚，誹棚前有三枝蟠龍大香，正常可燃

燒三日三夜，象徵日以繼夜地向神明供奉香火之意，但常受現場環境影響，空氣流通的話

會燒得快些，為保持可供奉足三日三夜，工作人員需以灑水等種種方法控制，遇尾天仍燒

不盡的話，就會與其他紙紮同焚化。

後進稱為「擺社」，常位於棚內，陳設各式各樣的供品，主要供品整齊地由後向前順序

排列，分別為：茶丶酒丶湯丶飯。另還有蘋果丶橙丶提子丶大桔、香蕉等五果，以及齋五牲，所

謂齋五牲，都是用花生糖做成豬丶雞、鴨丶魚丶龍蝦造型的供品。如此豐富和排列整齊的供

品，應仿效目連擺設的盂蘭盆。

擺社後方有三套大型的帝冠、腰帶及長靴，分別獻給「天地父母」、「南辰北斗」、「諸

位匯區神」，與神袍棚的砷袍配合，為神明更衣換袍之意，作為一種酬謝神恩的表示。

1.1.4. 經棚

經棚又稱經壇或經師棚，就是經師們進行誦經和主持法事的棚架，對面常是大士

臺所在。

香港潮人盂蘭勝會一般採用佛教儀式，經師以潮汕方言誦經，伴以廟堂音樂進行法

事。棚內正中央懸掛有三幅畫像，中央為釋迦牟尼佛丶左邊是東方藥師佛丶右邊是西方阿

彌陀佛，完成每場法事後，相關的疏文便會和仙鶴丶大金丶元寶等由長老送往化寶爐焚化，

寓意仙鶴將疏文呈報天庭。

廣府的道教經棚，中央則是掛上三清像，故也有三清殿之稱。每場法事的疏文，都是由

驛馬送上天庭的，驛馬會先經開光。

1.1.5. 附薦臺

盂蘭勝會其中一個重點就是慎終追遠，透過附薦臺的牌位作具體的表達。

附薦臺不單是供奉先人的地方，讓信眾為祖先設立附薦牌位（也稱蓮位），以求陰

安樂丶子孫興隆丶後嗣蕃昌。也是主會其中－個籌募經費的渠道，可說是主會和善信間的

一種既可自度，也可達致普利眾生的功能。凡供奉在附薦臺內的，都可得到經師為他們誦

經超度，早登極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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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孤魂臺

孤魂臺很多時是與附薦臺相連於大士王旁，無論何者，也常是位於經師棚的對面或側

面，放置各類孤魂的紙製蓮位。

1.1.7 . 神袍棚

砷袍棚（有稱袍台）內一般掛上三件大誹袍，分別敬奉給「天地父母」丶「南辰北斗」、

「諸位輻砷」，配合砷棚的帝冠等，讓神明們更衣換袍。棚內亦會掛上或放置多種的其他

紙紮製品，包括：金山丶銀山丶孤衣丶元寶及潮州大金金絲吊等。廣府式盂蘭勝會通常都沒

有神袍棚。

也有個別稍異的傳統，例如錦田八鄉大江埔潮僑盂蘭勝會和深井潮僑街坊盂蘭勝會，

只有敬奉給天父地母的兩件砷袍，而配合的帝冠等也都只有二套，且都集中在神廠。

1.1.8. 米棚

米棚應只是潮式盂蘭才有，米棚常位於神袍棚和大士臺間，用作放置大量由街坊善

信捐贈的白米及日常用品。

在廣府式和海陸豐式的盂蘭勝會，都沒有米棚。

1.1.9. 戲棚

戲棚是演砷功戲的棚架，常是醮場最高的棚架，無論是潮式丶廣府式及海陸豐式都是

面向神棚，取義請神明欣賞砷功戲，既作為酬謝砷恩的一點心意，也為善信和參與者提供

一點娛樂。一些規模較小的就未必會有演戲，也有些則已改為歌唱助興。在盂蘭勝會的尾

日，也常被用作安排等候取平安米的街坊或善信的等候區。

戲棚結構方面，潮式於戲臺前中心會加搭梯級，前設通道，既把觀眾分隔為男女座，

也配合「落地送子」例戲所需。但粵劇並沒有「落地送子」的例戲，故臺前中間不會搭建梯

級，若有需要在戲臺上舉行儀式，嘉賓等上落時，就會把一活動臨時梯移近應用。

1.1.10. 臨時辦事處

臨時辦事處有稱作值理堂，無論潮式丶廣府式或海陸豐式，都常設於天地父母棚或神

棚旁，是盂蘭勝會活動的指揮中心，善眾也可以到此捐助香油。潮式的逼常設有會客室。

1.2. 醮場棚架漸為鋁合金帳篷所取代

韆科技的進步，以及搭棚的費用漸高，也有人認為竹棚存在某些的缺點，醮場的棚架

近年漸被鋁合金帳蓬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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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裝置
醮場內棚架都是配合基本裝置而搭建的，現把基本的裝置記述於下：

2.1 ．大士王

大士王者何？大士王又名鬼王丶大士爺、普渡公或孤聖老爺等，一般多以「大士王」或

「鬼王」相稱。凡醮會都會有大士王的存在，尤其盂蘭勝會和太平清醮，都是招待孤魂野鬼

到來參與的節目，因此就需要有一個負責管鬼的角色，故稱之為鬼王，其實祂還負有把供

品分給孤魂野鬼，以及潮式最後「押孤」的任務。稱之為鬼王者，也因為具有一個足以震懾

眾鬼的凶惡相，但原來鬼王竟是慈悲為懐的觀音大士其中一個的化身相，蓋觀音大士有很

多個化身相，因應不同場合而有不同的面相，為表示鬼王原來的身份，大士王頭頂或身上

置有一個觀音像，也有說謂紙紮的大士王還需有觀音像相附才有法力。

由於香港的盂蘭勝會大致有潮州丶廣府及海陸豐三個模式，其於大士王也各有其各自

的特色，除造型有異外，還有配合醮會的規模和主辦機構的經濟條件而有大小的分別，

現也多採用畫像，常是由佛社或道堂借用的，並不會化掉，只是把大士王畫像收起，可以

重用，被視為環保的大士王。

在姿態方面，潮式雙腳企於臺；海陸豐單腳企；廣府坐雪糕筒。

在道教方面，現仍承傳下來的主要有全真和正一兩派，但即使同是全真派，於大士王

的角色也有認為應是太乙救苦天尊的化身。

2.2. 旖竿

旖竿主要有兩個作用，第一是劃定醮會的區域範圍；第二是讓遊魂野鬼知道這裡有醮

會，歡迎到來參與。旖竿通常以竹為材，因傳聞中謂竹有擋邪作用，藩竿頂有一如楊桃燈籠

的紮作稱為「珠」，竿上置有燈籠，燈籠有些為整串的，也有只得－個燈籠的，有些還有一

帽，旖的旁邊又有旖亭，大多只書上「神」字，也有書「守幡使者執蠹大神」等。

痛竿的枝數，有些區是有傳統規定的，例如卅間的旖竿共有六枝，具有劃定醮區範圍

的作用，又如上水郷六十年一屆太平清醮的旖竿共有三枝。而所謂劃定地界者，若據傳統，

主會去到那裡簽錢（即募捐），理論上旖竿就要豎到那裡，那行朝的時候，每一枝旖竿都需

要到朝，由於行朝需很多時間和人手，當雞以兼顧時，就有需要作出調整，例如在醮場四個

角位都各豎一枝作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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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驛馬

在一般的法事中，常有紙紮的馬，會如信差般把榜文丶疏文等呈送達天庭的驛馬，故也

有「功曹馬」之稱。在潮籍盂蘭勝會還有一匹坐著「值符使者」的白馬，在「發關」法事儀式

中，經師會誦念一道「關文」，即一般所稱的「通行證」，儀式後就是由值符使者騎著白馬

送出，但卻是交到地府，孤魂們才可獲准到陽間參與醮會。

2.4 ．金榜

盂蘭勝會的金榜內容，各區互異，大概是向天庭申報啟建盂蘭勝會緣由，潮式盂蘭常

包括「金章」，當中包括公佈值理丶商戶丶街坊所捐贈的善款和輻品，捐款善信可獲「金榜題

名」，而盂蘭勝會的籌辦者更可榮登「盂蘭勝會植爾區金章」°

2.5. 幽榜

幽榜也稱陰榜，因採用黃色紙，故也有稱黃榜。

2.6. 供品

潮式盂蘭的供品多姿多彩，品種也多，除上文所述外，大部份的供品都是具有意義的，

例如潮式供品的糕包，有寓意幸福的輻桃丶寓意官祿的棋子餅丶寓意長壽的壽桃，這三款合

起來就是寓意「輻祿壽全」。甚至盛器也極講究和具意義的，例如置中央的豆方饌盒，取義

做人正直忠厚之意；前方左側所置的豆糰架，乃取義承傳祖先前人的德行和智慧之意；而

前右方置豆心架，取義慎終追遠和飲水思源之意也。至於糖塔，乃取塔有鎮邪作用，象徵吉

詳之意也。

至於廣府式和海陸豐式的供品，亦都各有其特色，另分別於個別的章節才作出介紹。

2.7 ．神袍

潮式供品中，有一種極具特色，掛於砷袍棚的神袍，與神棚的帝冠、腰帶和長靴配套

是供奉給「天地父母」丶「南辰北斗」、「諸位福砷」更衣換袍，既感謝庇佑風調雨順，國泰

民安之恩，也取義煥然一新，具除污鈉福之意。

傳統的神袍顏色鮮艷繽紛，並融合潮汕剪紙與彩紮藝術的裝飾，但隨世代承傳漸形成

各師各法，遂出現多個不同的構圖和應用元素，原來整件袍的結構意念是源於天丶地丶水

三官說的，八仙賀壽和立體金龍乃天界吉詳之像，降瑞下凡，惠及民間。下擺和袖的長廊戲

臺，比喻人世間太平盛勢和歌舞昇平的歡樂。底部是海洋，以悠然自得的各種魚蝦，表現出

海不揚波的祥和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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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幽席

幽席（有稱天席丶擺席丶散幽），用以放置祭幽的供品，通常以需為席，一張醴代表－

席，除碗丶筷丶匙丶杯等器具和茶丶酒外，有些會放置大批有如百貨的物品，好像一個地攤。

而幽席應是隨街衣的規模漸大而出現的，但當再進展為盂蘭勝會的規模時，可能因供品都

置檯上，故幽席的模式亦已改變而被遺忘了，較具規模的街衣場合反而還可見到，例如太平

山的街衣等。

3．盂蘭勝會的流程和儀式

由於香港舉辦盂蘭勝會的組織來自多個族群，因具同樣功能和目的，故基本上應大同

小異，唯事實也各有各自的特色，特分為潮州丶廣府及海陸豐三式介紹。

3.1 ．潮式盂蘭勝會的流程和儀式

潮人的盂蘭勝會經過頗長的發展歷程，理應已有一個基本既定的佈局和流程，唯各區

的盂蘭勝會都各受其所在環境等因素的影響或隈制，故佈局亦都各有不同的個別配合，對

整體流程也雞免會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實很雞說那一個是最標準的流程，若據香港潮屬社

團總會於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的「盂蘭文化」資料，即使提供了具體流程的模式，但各區仍是

各依其條件而選項進行的，可以說都僅只能以之作為參考，並非全作依據。

3.1.1. 潮人盂蘭勝會前的儀式

香港大部份的盂蘭勝會，都會因應個別規模而預時間先搭建棚架，而潮式盂蘭勝會，

更有醮會前先舉行的「起壇」或「開孤門」儀式：

起壇（安天公）儸式

「起壇」者，即「安天公」儀式。正如上文所述，潮籍人士較少設廟供奉神靈，也少具

神像，主要的是以香爐為象徵，平日於香爐的供奉主要有兩個模式，其一是作為輻品供善

信競投，投得者可供奉在家，另一在平日多是收藏起來，或供奉在會所或廟，若收藏起來

的，至農曆七月初一日經透過安天公儀式，才重作供奉，故以「起壇」相稱，至功德完滿後

又收藏起來。

自起壇日起，至醮會進行之前一段日子，每天都有善信或街坊到起壇棚上香參拜。

開噩門儸式

隨時代轉變，潮籍人士也漸多有建廟供奉砷靈，故據盂蘭文化節的資料，個別區的盂

蘭勝會在舉行之前，盂蘭勝會組織會在其社區供奉主神的廟宇進行「開孤門」儀式，但其

實很多區的盂蘭勝會都沒有進行此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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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潮人盂蘭勝會期間的流程和儀式

第一天的主要儀式和法事

迎砷（又耦請砷）

潮人盂蘭勝會的請神儀式，必備有香爐擔，因潮人很少設神像供奉，只供奉代表神明

的香爐，故潮人的請神儀式，主要是請代表神明（潮人稱老爺）的香爐，有些神靈所在，只

是空地一遍的，就會帶備香爐，臨時陳設並上香參拜和化寶，所迎的就是這個香爐，有些

還會就地拾取一小堆泥土放入香爐。請得的香爐，都是置於香爐擔而請至醮場，間也有直

接把神像（善信稱菩薩）請至砷棚的。所謂起壇儀式，主要就是到起壇棚請天地父母等的

香爐，以及孤魂由子或土地的砷牌和香爐，同時也把旖竿請至誹棚，豎於砷棚旁。

安爐

無論是香爐或神像，當請到醮場後，就由值理會成員將代表各神明的香爐或神像安奉

在預先準備妥的砷棚內坐鎮，並齊上香參拜後，即可供善信上香參拜。

發關法事

舉行發關法事時，騎著白馬象徵「值符使者」的紙紮會被置於經壇前，經師誦念「通行

證」的關文後，就由「值符使者」騎白馬交到地府，象徵讓孤魂野鬼可以來到陽間參加盂蘭

勝會。法事中會由長老代表參拜和獻寶。

啟黷法蓽

啟請法事，就是先恭迎佛祖、菩薩、諸神蒞臨盂蘭勝會，見證三天的功德法事，藉佛

祖丶菩薩丶諸砷的加持，孤魂野鬼都能夠聽經聞法，從而得以超度。

召大士和召孤瀰

啟請法事完畢後，經師們還會會同長老丶理事們到大士臺和孤魂臺誦經，表示邀請大

士王和孤魂野鬼們到來醮場參與盛會，並安放代表大士王和孤魂野鬼的香爐，這就是潮式

的「安大士」和「安孤魂」。其於廣府式盂蘭就是「開光」°

走供

表示恭迎普天諸誹前來見證三天的功德法事，進行儀式時，經師們先在經棚誦經，繼

而手持不同的法器丶配合擊樂伴奏聲和佛印的符號穿梭跑動。

第二天主要儀式和法事

午供

此儀式須在中午十二時前完成，因諸佛過午不食。經師們先在經棚誦經，供養佛祖丶

菩薩、諸砷。其後引領長老和值理會成員到天地父母棚（神棚）、大士臺和孤魂臺前誦

經進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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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五土

在黃昏前，於經棚前置五張代表五方神明的桌子，每桌都各置一盆包和一枝植物，經

師們兩手各持代表東方的青色旗丶代表南方的紅色旗丶代表西方的白色旗丶代表北方的黑

色旗丶代表中央的黃色旗。儀式時經師們環繞五張桌子奔跑，象徵驅走醮場的不潔物，最

後，經師們把所有的包拋出讓善信拾取。

禮蕾門祈疆

就是祈求觀世音菩薩以無畏施於眾生，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儀式由一主法六經師先在

壇前誦經，隨後分別向菩薩跪拜，再在壇前圍繞誦經。

通常約在晚上八時會進行「六供」儀式，經師在經棚誦經，並向佛祖獻上檀香丶鮮花丶

油燈丶清水丶音樂及水果六種供品。

首輪疆品釀投

若有輻品競投的，會於是晚舉行首輪競投。

第三天主要儀式和法事

賢攝科儸

潮式盂蘭勝會，除了砷棚旁的騰竿外，另還有「鶴播」，主會代表和經師會進行稱為

「結界」的「豎播」儀式，通過邀請五方護法（以五枝代表東丶南、西丶北及中央五個方位

的鶴旖作象徵），保護場內秩序，據說在這一輪的法事儀式中，五方護法會降臨，使天魔外

道無法侵犯會場。

金山十獻

就是向佛祖獻上「十寶」，即花丶香丶燈丶香水（或水）丶果丶茶丶米丶佛珠丶如意及袈娑，

整個過程由法師主持，面向佛祖畫像，把十寶逐一依次獻上後，隨後逐一依次交由每一位

代表（通常是輩份較高的男士）捧持，十寶獻畢，隨由經師帶領各成員將「十寶」送至天地

父母棚內供養眾神明，故值理會成員或代表需在經師棚內參與儀式，而長老也要參與，整

場法事都跪於壇中（現也有改為坐），於法事完畢則持寶往焚化。

放焰口（或稱瑜伽焰口）

放焰口也稱焰口，焰口乃取名自餓鬼。瑜伽焰口法事就是為解決面燃無法進食之苦，

而放焰口者不但是一個施食餓鬼的儀式，也有惠及眾生的含意。

在瑜伽焰口儀式的尾段會進行施食，上師（道教稱高功）向壇前撒出以糯米粉做成的

孤蕾粿（又稱石榴仔丶骷髏粿），由於孤蕾粿已受佛法加持，傳聞吃孤蕾粿可以定驚，或助

婦女懐孕等蘊氣，故吸引坊眾爭相拾取，希望吃了之後可保平安如意。

焰口科儀於遁教就是祭幽，道教有大放三清之儀，佛教也有「放三大士」（也稱「三大

士焰口」），綦至「放五大士」，其中以「大士」相稱者，就是主法在儀式過程中會化身觀音

大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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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焰口」是盂蘭勝會最重要的一齣法事，常於尾日進行，與道教的祭幽相類。但在佛

教的儀式，這場法事間有改以「蒙山施食」的，例如在深井潮僑街坊盂蘭勝會，以及石塘咀

潮僑街坊盂蘭勝會都是以「蒙山施食」為最重要且是最後一場的法事。

原來蒙山施食也是屬於放焰口的一種，乃佛教儀軌，有「大蒙山施食」和「小蒙山施食」

之分，與焰口科儀具相類功能，故有些區的盂蘭勝會是採用蒙山施食，在道教則只採用濟

煉幽科。

祭「好兄弟」

主辦組織在盂蘭勝會最後一天的上午，在瑜伽焰口法事進行前，會準備妥大量祭祀孤

魂的食品，包括五色飯山丶包山、麵線山丶通菜山等，有些還會有吸鴉片工具丶茶具丶茶葉丶

酒、香煙及賭具等，此類祭品中，大部份都是紙製品，唯其中類如茶葉丶酒及煙則都是

真品。

放焰口法事後，於祭好兄弟之餘，工作人員和街坊隨合力把孤魂臺和附薦臺內的牌位丶

大士王丶幢旖丶衣紙、金銀元寶及紙紮品等送往焚化，寓意恭送大士王及孤魂眾生離開，並

把各堂的香爐倒置，示意孤魂野鬼不應再在此逗留之意，又會把大士臺丶附薦臺及孤魂臺

的匾額拆掉。

送大士王

送大士王和幢痛等往焚化的時候，會先抬大士王和幢痛等繞經跪在場中的長老們面

前，由長老們輕撫，表示獻上神明之意，而各供品收回時也是如此。

送大士王的時候，有些區的盂蘭勝會也即連隨把紅神馬丶金榜及神袍等也都送往焚

化，採此模式者，至此階段，醮會就暫告一段落，若有放生儀式的，也於此時進行，晚上則

舉行聯歡，並進行第二輪的福品競投。餘下的拜北斗和謝佛散旗的法事，就會在聯歡晚會

而同時在經棚進行，大會則安排相關人員接收七枝北斗寶旖。

也有些區的盂蘭勝會，連隨把拜北斗和謝佛散旗法事於日間進行。當然，也有些是於

晚上才進行餘下的拜北斗和謝佛散旗法事。因無論何者，於該二儀式後，該年的盂蘭勝會

就告功德圓滿。

派平安米

通常放焰口法事後即開始派福米，有稱「平安賑米」，任何人都可領取，傳聞謂吃下此

米後，可保身體健康和闔家平安等，故也有把之稱為「平安米」。但並非每區都依此程序，

派米時間會另作安排。

拜北斗

拜北斗又稱禮斗，備有七個禮斗寶旖，是由七個米斗，其上各自插上一枝北斗寶旖，置

於經棚壇前，由七名經師主持誦經和法事，為街坊祈福延壽。法事完畢就把七枝北斗寶旖

交給大會，象徵消災解厄，祈福保平安等吉祥意義。大會把插寶旖斗內的米收集後，寶旖和

斗就交還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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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佛散旗

潮人盂蘭勝會活動至最後階段，會進行「謝佛散旗」儀式，表示恭送並感謝諸佛丶菩薩

及諸砷見證三天的功德法事和加持，故又有「送佛」之稱，又因經師們手持青丶赤丶黃丶白丶

黑五色旗，按佛印走動，故也有「走散旗」之稱。

首位經師－手握紙紮「金童」，一手搖動金剛鈴帶領眾經師順序走出壇前，翹後的

－位經師手握紙製「玉女」，其他的則雙手分持五色旗。首先沿著壇前鍍步，繡而左穿右插

奔走；當中也會轉換花式。在儀式途中，其中－位經師獨自在臺中央，配合激昂的鑼鼓樂

伴奏，不時以順時針或逆時針方向快速旋轉，現場氣氛也為之充滿動感。在儀式中的「金

童」和「玉女」，是負護航責任，恭送佛祖、菩薩及諸神離去，表示盂蘭勝會活動已經圖滿

結束。

獻砷袍送紅砷鳥

據盂蘭文化提供的流程資料，這應是在走散旗後進行的，但有很多區的盂蘭勝會於焰

口法事完畢，已驩即進行餘下的這些項目，以便晚上到酒樓聯歡，唯若在醮場聯歡的，則禮

斗和散旗儀式仍多於晚間進行。

當經師棚內完成謝佛散旗儀式後，就會進行獻砷袍和送砷馬等儀式。工作人員會

依次把砷馬、神袍、帝冠、腰帶、長靴、金銀元寶及金絲吊等紙品送往焚化，砷馬背上繫

有金銀元寶，馬頸則綁著寫有三天法事內容，以及捐款善信姓名的「金榜」。凡送往焚

化的物品，亦都需先經跪在砷棚前的長老和總理們輕撫，表示獻上之意。

隨紅神馬的焚化，象徵把財寶獻給神明，並將街坊們的心願呈奏上天。化砷袍和化紅

神馬後，代表三天的盂蘭勝會即告功德圓滿。

但個別區的盂蘭勝會，化砷袍和紅神馬等物品，也都是在日間隧送大士王往焚化即同

時進行，例如大江埔潮僑街坊盂蘭勝會即其一例。晚上則舉行聯歡和進行第二輪福品競

投，而經棚則繼績餘下的禮斗和謝佛散旗法事。

送砷

若有從廟宇請來的神像或香爐，需於尾日晚上十－時前完成送回廟的，並以關孤門

作結，但並非各區都有進行關孤門儀式。

有些區的香爐，例如大江埔潮僑街坊盂蘭勝會大會的天地父母香爐，是由街坊善信競

投得，並供奉在家的，則待翌日才送往該善信家中。其他競投得的香爐，若不會請回家供奉

的，則會供奉在天德宮，也是翌日才送回廟。

關孤門

盂蘭勝會最後一天，當送神儀式結束後，該區各盂蘭勝會的組織，隨在其社區供奉主砷

的廟宇進行關孤門儀式，於各人進香參拜之後，便把廟前竹竿燈籠內的燈火熄滅，並將廟

前大門關上，表示通往地府的大門正式關閉，也即代表為期三天的盂蘭勝會已功德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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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廣府式盂蘭勝會的流程和儀式

廣府式盂蘭勝會的流程和儀式，有些會與潮式的略同，但無論如何，亦都各有其個別

特色和儀式。廣府式醮期通常是三至四天，甚至七天，也有只一天或二天，甚至只是一晚

的。儀式則大多都是採用道教。唯也因各區的盂蘭勝會是受到各自的環境和條件所限制，

故流程和儀式等方面亦都沒有一定的標準，經常都需要面對各自的情況而作出因時制宜的

配合或協調。

醮會首天通常都先進行迎神儀式，就是往寺廟丶社壇或特殊地方等迎請該區所供奉的

砷靈，而代表誹靈的媒介則包括誹像、牌位丶香爐丶紅標紙（上書某誹名字，貼在－竹枝，

插在開邊的蘿蔔）、甚至是一灶香。迎神至醮場就進行安神，即把砷像或牌位等安置在砷

棚，既讓善信和街坊參拜；若有演戲的，也是請各砷到此觀戲，作為一種感謝砷恩的心意。

道教儀式的宗旨為「濟生度死」，既向砷明為現世祈蘊消愆，也為亡者祈求超度，透

過儀式，祈保境土昇平，民豐物阜，家家廸吉，戶戶安康，男添百福，女納干詳等。

道教儀式包括朝砷丶開位（主薦和附薦）丶開金榜丶開幽榜丶破地獄丶施放水幽丶誦經丶

供靈、關燈散花丶攝召過橋丶讚星轉運丶行朝、放生及祭幽等，在各科儀中，有些是具相類

作用的，只是規模和重點有所不同，故各區既都各受其環境和資源等條件所隈，也都各有

其傳統，只會選擇其中數科進行。在進行科儀的時候，經文很多時都是採唱誦方式，內容未

必能易聽明，況在一般情況，無論是善信或是眾參觀人士，只覺音韻悅耳悠揚，卻很少會留

心細聽唱誦的內容，其實經文內容除極具意義外，且也是文詞優美的文學作品，當中也有

與文學作品共鳴的，例如《先天斛食濟煉幽科》中的「芙蓉如面柳如眉」，正與白居易《長

恨歌》相和。若加細聽，內容也是發人深省，其功能豈獨止於幽冥界？

《先天斛食濟煉幽科》簡稱「幽科」，即佛教儀式的「放焰口」，蓋「斛食」者，就是佛

教所指「焰口施食」之意。在廣府式的盂蘭勝會，常是醮會圈軸的一場法事，例如佛船中的

法事佈局，也常是以此科作代表，但也有些之後還會進行讚星轉運科丶送金榜及酬砷謝恩

等儀式。祭幽法事常有兩個模式的，一個是在數眾中只有一位高功上蓮座主持法事，另一

個則會由三位高功主持，名曰「大放三清」，佛教也有相類儀式，名曰「放三大士」°

無論何者，這個科儀都會分為兩個階段造行，道教儀式就是「啟師」和「祭幽」。開始

時高功穿白底袍，戴道帽，披上鶴鼉或大羅天，並改戴慈航帽，此階段稱啟師，而向多方朝

拜，稱為「行十方」。完成啟師儀式後，會往朝大士王和各砷靈，朝罷返回法壇。高功上蓮座

後，隨進行第二階段的祭幽法事。但各區醮會都各有各自的環境和傳統，在這個階段的

朝胂，未必盡同。若是大放三清的，上述各項，三清都會同時進行。

所謂大放三清，就是由三位高功分別代表三清，三清就是居中的元始天尊，手執丹

丸，或左手虛拈、右手虛捧，象徵「天地未形，萬物未生」的洪元時期；位於元始天尊

左邊的是靈寶天尊，手執如意，寓意「天、地、人」三才已定，三界互合的「混元」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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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元始天尊右邊的是道德天尊，手持一把繪有日月或是太極圖的扇，象徵天地形成丶萬

物化生丶由太極分化出天地（或陰陽）的「太初」時期。當然，參與大放三清的經生常達數

十位之眾，若場地許可，還可較多經生參與，分組同時進行，場面非常壯觀。

上蓮也稱坐蓮或上臺，上蓮後高功會先站在蓮座上，綁上五老帶（也稱五老冠），隨進

行連串的度亡科儀，所謂「祭幽」，實是包括「祭」和「煉」兩個部分，「祭」是向亡魂施食；

「煉」是透過道法，以水火陰陽之力去達到目的，由於當中也同時進行「普度」，故召請

受薦的除了亡魂外，還召請十方世界丶四生六道一切「沉魂滯魄」、公侯將相丶巫醫丶三教

九流丶百工技藝及漁樵耕牧等，因此在祭幽科儀中，當中進行的實是包括連串的召請、破地

獄及攝召（攝召即請鬼眾及先人到來）等的儀式，故高功除施連串符咒外，還配合振鈴丶寶

劍丶靈幡等法器，例如振鈴召請，乃使「靈魂聞召悉來臨」°

所謂施食，以擲出代表六道（即是天人丶人倫、魔靈丶畜生丶地獄及餓鬼；在佛教的六道

則是指天道丶人道丶阿修羅道丶鬼道丶畜生道及地獄道）的六個幽包作象徵。但正如上文所

提，召請到來的亡魂乃無窮之數，只是六個幽包，實遠遠無補於事的，而大士王手執分衣施

食扇者，就是在此時作出重要的相助，正如在祭幽科儀中，若有留心，必會聽到高功清楚誦

出「一變十、十變百丶百變干丶千變萬，萬變恒河沙數，有餘有剩，悉令豐盈」，意即先以道

法變食，把凡水凡食變為法水法食之外，還得把其化為無窮盡的量，務能保證無盡的亡魂

都能得到溫飽之意。

在醮會中，通常在施幽包的時候，就要即時落旖，因施幽包時，也即表示食已盡施，免

遊魂們白行！

祭幽科儀至此也告一段落，高功代師行事的任務也告完成，故即脱五老帶和慈航，復

戴道帽，隨下蓮座，與眾經生們往辭大士王、主薦、附薦、金榜及幽榜等。整個祭幽科

儀遂告完成。

由於各區的盂蘭勝會都各有其個別的配合，例如單是祭幽科儀，全程即約需三小時。

故上述各個科儀，也未必全部都會進行，先後次序安排亦都各有不同，唯「祭幽」必是

壓軸，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科。

此外，若有祭水幽的，也會安排在醮期內某天同時或單獨進行。也有個別的盂蘭勝會

還會進行放生儀式，常是最後一天才進行。

祭幽和祭水幽的科儀都是相同的，過程都是依據《先天斛食濟煉幽科》進行，與其他

科儀相同，部份內容是由高功獨誦，部份是由其他經師誦出，也有部份是全體合誦的，其中

還有配合的意文丶「追魂牒」、「十傷符」及「金籙」，則由經生誦出。

正常來說，醮期內會全齋戒，齋期各會都有不同的安排。

為提供具體的介紹，這裡特以筲箕灣南安坊坊眾會盂蘭勝會為例，也可見其中若干項

目，如何因應個別環境或情況而作出協調和安排，甚至是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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筲箕灣南安坊坊眾會盂蘭勝會

筲箕灣南安坊坊眾會盂蘭勝會為期四天，由正善精舍承壇。醮場棚架與筲箕灣潮州南

安堂禰利協造會，以及筲箕灣西灣河盂蘭會共用。啟壇前一天，大會主席會先作好準備，到

廟群把各砷請出，集中在禰德詞的供案上，並把各砷像逐一清潔，隨把各砷像的紅帶更換，

以待翌日迎往醮場的神棚。

第一天的儡式和法事

首天會於午間在經棚先舉行壇場開幕儀式。隨於下午二時出發迎而車，迎神時大士王也

會同往。抵廟群的山腳，會先朝山腳邊的廟，工作人員把神鑾與經師上山，把早一天集中在

福德祠供案上的眾胂像逐一請入胂鑾，一眾人員，隨連同醒獅丶全體經師及大士王沿街道

大巡遊後才到醮場進行安神，整個儀式都歡迎街坊參與。主要的科儀較多於晚間進行，以

方便街坊的參與。筲箕灣南安坊的盂蘭勝會常有創新或添加項目，例如大士王前的觀音像

於2013年裝置能發光的觀音盒，是年又引入平安包等。

下午約四時，進行安奉大士王和豎旖，筲箕灣南安坊坊眾會盂蘭勝會現只有一枝旖竿。

約下午五時，進行開壇啟請儀式。

約五時半進行附薦牌位開光，常以「開位」相稱，即先安置受度的先人靈位，從而在經

師進行各超度法事時召其靈魂到壇前聽經聞法。牌位分佈於球場的多個觀眾席位。

晚上八時進行破地獄儀式，筲箕灣南安坊坊眾會盂蘭勝會的破地獄較特殊，會配備一

象徵地獄城的紮作，為了增加神秘感和氣氛，還配合乾冰製造迷離境界，確頗具疑幻疑真

的效果，具相當的吸引力。儀式先在經棚前進行法事，隨把配合的地獄砷由大士臺移至破

地獄壇，至尾段，高功與眾經生繞地獄壇而行，其後，高功以琳瑯杖把象徵九幽地獄的瓦片

逐一擊破，最後以琳瑯杖把牌位帶離地獄。再返經棚進行餘下的法事。

約九時半進行三元水懺上卷法事。

第二天的儀式和法事

上午十時諸天朝。

十一時進行三元水懺中卷法事，囍供先靈。

是日約由上午十一時至晚上六時在筲箕灣對出海面進行祭水幽，亦歡迎街坊參加。

水幽進行的時候，每經附近廟宇都會唱讚遙拜，午間在附近的堤壩休息，並參拜該處

的天后廟。水幽完畢，把大士王丶判官及鬼卒等紙紮集中在渡頭的梯級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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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二時開金榜後，醋於三時進行三元水懺下卷法事。

下午四時半進行三元朝法事，下午五時半開幽榜，隨又供先靈。

關燈散花科儀在晚上八時進行，法事中高功會撒出「護身平安古錢」，為維持秩序和

保證參與的街坊都可取得，大會特安排街坊們於八時前在指定地方排隊，至撒銅錢階段，

高功移步至撒散花錢區，大會則每次安排五位街坊進入區內拾取，高功每次都撒出五個

銅錢，這個安排，既可保持良好秩序，也保證各人都各可擁有一個。

第三天的儀式和法事

上午十時進行呂帝朝。

十一時進行無極寶懺上卷法事並供先靈。

晚上八時進行攝召過橋，攝召就是招引受度先人的靈魂到臨壇場，在經師和親眷引領

下先沐浴河水，繼而過法橋後往聞經聽法。這科儀應是筲箕灣南安坊坊眾會盂蘭勝會中，

最多街坊參與的其中－個法事儀式，大會安排參加者於七時半到醮場，按照大會秩序排

隊，各捧著各自先人的牌位，依次進行連串程序後，再由親屬捧牌位到壇前，由高功灑以法

水，最後各把各自先人的牌位放回附薦臺原位後，每家都獲大會派發四個發財平安包，是

日法事也完畢。

第四天的儀式和法事

上午十時進行雷祖朝法事。

十時半進行「讚星轉運」和供先靈等法事。

「讚星轉運」也稱「讚星行大運」，「讚星」顧名思義就是讚頌諸位星君，從而祈求星

君護佑、時來運轉丶延年益壽丶離諸苦惱。「行大運」是道教一種轉運的儀式，繞壇場分別

禮讚四方的七宿和十二宮辰，祈求達致消災解厄，延生添詳。

經生們先在壇上進行法事，會長們獲安排先坐於壇上旁邊，善信則安排在壇旁排隊，

準備上壇參與行大運。至尾段，會長和善信們各捧着一份寶帛，跟隨著經師順時針繞行，

從壇的左邊梯行落壇前廣場，再由右邊梯返壇上，形成一個大圈，當中包括繞經壇上置有

米圖案的東丶南丶西丶北方的七宿和十二宮辰。行數轉後，善信在壇上領取福品並參拜，高

功逐一向善信祝蘊後，隨把剛打開結的毛巾送給善信，也是取解結之意。這應是善信們唯

一可上法壇參與的法事，也是街坊於日間熱烈參與的一個項目。

法事完畢，高功會把米圖案撥掉，米會集起交給大會，寶帛和驛馬則焚化。

一時舉行頒贈紀念品儀式，這是科儀外的一個特別儀式，但並非每區的盂蘭勝會都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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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二時進行行大朝儀式，亦歡迎街坊參與，包括眾經師和三清，以及大會委員

與眾街坊，在頭牌的帶領下，朝區內相關地區巡遊一週，非常熱鬧，即使如2008年屆的風

雨，也無阻行大朝的進行。

行大朝完畢，約下午五時，大會進行謝神恩儀式，緊隨全場即可拜肉類祭品，大會也把

燒肉切開與眾街坊分享。

尾天晚上進行最後一場約三小時的大放三清法事，約於晚上六時半開始。

至晚上約九時半，完成大放三清法事，隨進行恭送大士王儀式，並把大士王推出巡街，

最後在岸邊碼頭把大士王火化歸天，並先取下瓷觀音，化大士時，經生們誦經相送，代表是

年的整個醮會已功德圓滿。返抵醮場時，經棚已結壇，並收拾物品準備撤離。

尾天還有送神儀式， 2007年屆在祭幽尾段即進行，但2008年屆由於颱風一再迫近，為

保順利進行，提早於約下午六時半即先行送砷。

3.3．香港海陸豐盂蘭勝會概況

「海陸豐」族群主要是來自汕尾和輻建沿海一帶，包括惠東和惠陽等地，也有「鶴佬」

或「福佬」之稱，遷到香港後分別居於香港多個地方，此文是2019年石排灣的香港海陸豐

盂蘭會記錄。

3.3.1. 香港海陸豐盂蘭會簡介

在石排灣球場舉行盂蘭勝會的「香港海陸豐盂蘭會」，初名「旅港海陸豐盂蘭會」，回

歸後改用現名。原是由一群在汕尾和福建沿海一帶到港的漁民組成，最初有幾個單位，並

包括幾條村的，分別來自汕尾丶惠東丶惠陽三個港口。但約在上世紀七零年代初期，前輩們

間不知如何出現意見而分開，各自去主辦各自的，原汕尾市（立市前就是海陸豐）香港海陸

豐盂蘭會的規模較大，其次就是惠東，惠陽就比較小，沒有搭戲棚的，香港海陸豐盂蘭勝

會原也有演砷功戲，但約在八十年代，因為經濟和觀砷功戲的人都少了，尤其是年青一輩都

根本沒有興諏觀誹功戲，唯搭一個戲棚也要幾拾萬，為免浪費金錢，大家經過問杯後，就

轉為唱時代曲，從而節省經費。

香港海陸豐盂蘭會在每年的農曆七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在石排灣球場舉行，由呂氏廣華

法壇承壇，該場地是兩個會共用的，另一個會就是澄海，搭棚費用大家對分。

第三章數港式盂蘭 47 



3.3.2. 香港海陸豐盂蘭勝會的特色

香港海陸豐盂蘭勝會有多個特色：

第一個特色就是與長洲太平清醮相類的包山，最興盛的時候，包山會約有十餘個，當

時祭祀時所擺設的祭品是相當豐富和隆重的，例如燒豬即有十多隻等。現在只剩下三個

會，連大會的－個就合共四個。

第二個特色是街坊拜神後，他們的傳統是把全部或部份供品留給孤魂野鬼享用，集中

在一個圍起稱為「擺席」的地方。供品附有旗子，書明是某宅供奉，有如集中設席，意思就

是供遊魂野鬼們分享的，孤魂野鬼要食的就入內進食。裡面有城隍維持秩序，並置有男女

浴室，因那時正是盛暑，孤魂野鬼們既可以先洗澡才進食，亦可於食飽後才洗澡。如此既具

便於孤魂野鬼集中享用外，實也是為便於管理和保持醮場清潔，尤其類如麵包的供品，

遇下雨時就會弄污地方，而集中起來，也可免供品隨處擺時造成混亂，遇人多時更會造成

難以立足的問題，搭欄圍着，既是劃定地方，也是提示不必要的閒人不要進入o

3.3.3. 香港海陸豐盂蘭勝會的佈局

以2019年屆為例，香港海陸豐盂蘭勝會的佈局，踏進入口，右旁就是旖竿位，從入口

左邊順時針行，分別是大士臺丶附薦臺及歌唱臺，隨轉至對面，就是辦事處丶誹棚及經棚，

此外，醮場中還有多座包山。

攝竿

香港海陸豐盂蘭勝會的旖竿位於入口右旁，螣竿上有一串串燈籠，珠置燈籠串下，頂

則有仙鶴，旁有旖亭。前置香爐和供品。於醮會第二天才豎旖。

龍虎檳

膳竿旁邊為龍虎榜

大士臺

大士臺安置大士王，大士王有隻角丶單腳企，胸前有一個護心鏡，護心鏡上還綁有簪花

凸鏡，左手持塵拂。

附薑臺

附薦臺內有三行牌位，前方設香案。

漬唱臺

即以前的戲棚，現已改為演唱時代曲。對面大致就是神棚。

辦事處

是處理醮會事務的地方，旁邊為臨時廚房和膳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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砷櫚

砷棚有三個紙紮帝爺，代表天地人三界，但只有二件大爺袍，袍頂配冠，袍腳置靴，

另還有金山、銀山及多種紙紮品。前方為香案，有二個香爐。

砷棚大致面向原為戲棚，現已轉型的演唱臺。

經櫚

經棚中間掛三清畫像，二邊有護將畫像，並由吊掛構成三開間，以及配合的法器，旁邊

也是醮師位，棚頂掛二燈籠，分別書上「盂蘭勝會」和「太平清醮」°

化青爐

經棚旁邊後方搭連臨時化寶爐。

包山

香港海陸豐盂蘭勝會的包山，現以鐵架為材，其上鋪以布，高度不亞於長洲正常的三

座大包山，包山頂仍保留有旗斗。

旗斗四角各插一支細旗，中間還插有一支大旗。

摑薫（席）

擺蔥是街坊拜祭後把供品集中放置的地方，讓孤魂野鬼們集中到此分享的所在地。在

第二天早上即進行裝置，當中安排城隍維持秩序；設男女浴室讓孤魂野鬼們清潔之用，各

有侍者打理一切。另還有仙鶴和像雪糕筒的白色幽燈，乃為孤魂野鬼引路到場享用之意。

除善信的供品外，大會也備有飯醚，讓孤魂野鬼們可多作選擇，一切都是人間化的。

3.3.4. 香港海陸豐盂蘭勝會的流程和儀式

香港海陸豐盂蘭勝會的法事儀式有些是頗為特別的，例如啟壇丶大士王開光及豎旖，

都是在第二天進行的，第一天主要是請神丶起包山及繼續佈置工作，主要的流程儀式分述

如下：

迎覦l

香港海陸豐盂蘭會在香港仔巴士總站附近斜路的廟請誹，這廟第一很小，第二只得一

個神牌，所迎請的就是這個神牌。迎砷儀式由會長和數位工作人員，會同經師同往迎，先由

經師誦經作法，眾人上香參拜，化寶帛後，隨請出香爐和神牌，並為神牌清潔和簪花掛紅後

即迎到醮場。但卻是供奉在大士王前，並不是在神棚。

暨包山

香港海陸豐盂蘭勝會的包山先掛滿包和裝上旗斗等裝飾後才豎起，豎起後覦乎需要

再補添若干的包。豎包山的方法是配合附近設施借力和半槓桿原理，故豎包山工作是輕而

易致的。

豎起包山後，各包山會又會各自佈置其包山，包括圍繞包山裝設香爐丶置大香及擺設供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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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午後主要舉行超醮和大士王開光儀式

早上，先搭建臨時化寶爐。

起醮儀式包括砌土丶起士丶灑淨等儀式，各儀式都先在棚上作法，再繞全場進行，把每

一處的污穢都除掉，也準備遊魂野鬼的到來。

主壇者先把一大疊符紙作法後，由二位師傅分別於醮場各處張貼。

隨進行砌土儀式，在經棚四角和中心置香爐供品，逐位作法。

由師傅持叉在棚上和各處舞動，至出入口時就把叉飛插在地。

髓即師傅持着捲起的薦在棚上和醮場各處揮動，到處擊拍，應是收集各處可能存在的

污物，跑至出入口時就把薦解開揚出，應是代表把醮場內的污物揚走後，髓把事前插在地

的叉取回返經棚。在師傅跑向出入口時，螣竿也同時由另一師傅便裝捧持着同跑往出入口

進行豎旖。

大士王開光

香港海陸豐盂蘭勝會的大士王開光儀式頗為隆重：海陸豐開光儀式的特點是把開光

器具的鏡照向大士王，硃砂卻是點在鏡上，好像由鏡反射到大士王，會長和理事們都

齊參與。

歌唱助興

晚上有歌藝團唱時代曲助興。以前演鶴佬戲，即汕尾稱的白字戲，這只是一種模式，故

隨時代的轉變而改為同具娛樂性質的時代曲演唱，也可讓砷明觀賞與時並進的時代曲。

第三天的法事

第三天是正日，也是街坊參與的高潮，經師們先在經棚誦經。包山會也在是日集體

參拜，區至卜杯問吉，並把供品分配給會員。

是日主要的法事儀式是走午供，會長和眾理事們都同參與，紅馬就是在這個法事中把

表文送往天庭。

是日下午，還有放生儀式，放生物包括雀和魚。經法師進行放生法事後，雀鳥在醮場

即放，魚則蒂往香港仔海旁放生。

蘊品鶇投

晚上進行福品競投，最特別的輻品是大士王開光的開光器具。各投得福品者也都會到

砷棚上香參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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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助興

是晚造行第二次歌唱助興，是街坊的娛樂節目，亦都會在開始前和結束時向主會作出道賀。

禰米在早上送到後，工作人員即進行分配並包裝。但只送給會員，並沒有公開派發給街坊。

晚上進行祭幽法事，乃是次醮會的最後一場法事，在經棚進行。施幽後工作人員把各

紙紮品移往焚化。

祭幽法事後，已過了午夜時間，隨進行辭靈和辭大士王等法事儀式。

會長和理事們會同經師到附薦臺進行辭靈法事後，工作人員即把牌位送往焚化。

醉大士王

會長理事們會同經師進行辭大士王法事後，髓也送大士王往焚化。

緊隨的就是送神儀式，把供奉在大士王前的砷牌和香爐送返香港仔的廟。

完成送神儀式返醮場後，已約凌晨二時。最後，還會進行酬神儀式，由白馬把金榜送

往天庭，連同其他紙紮送往焚化，即代表是年的盂蘭勝會正式功德圓滿。而經師們也進行

結壇法事，隨也開始收拾經棚物品準備撤離。

拆包山

午夜後，工作人員也開始拆包山，一般蘊包全都棄掉，但也有街坊到場拾取。

3.3.5. 香港海陸豐盂蘭勝會與太平清醮的關係

在香港海陸豐盂蘭勝會醮場的其中－個花牌，上乃書「太平清醮」，經棚上的其中

－個燈籠也是書上太平清醮，為何會與太平清醮相提？有可能是該區的盂蘭勝會乃從太平

清醮演變過來的，若據其籌款方式，確屬於太平清醮的模式，但為何會變為盂蘭勝會呢？

這個問題，連負責人蘇先生也謂此已無從考究，因由他接手時就是這個模式的，即如拜神

儀式的資料，所流傳下來的也全都是口述，當時的前輩，有些現仍健在的，他們所告訴的就

是如此，對與錯也是不知的，總之一切都是依循前人流傳下來的傳統而已。在其他區的盂

蘭勝會，有些最後也會進行酬砷儀式，而石排灣於最後所進行的酬神儀式，與長洲太平清

醮的也極相似，這點應也提供了一個考據的參考。

3.3.6. 香港海陸豐盂蘭會的籌款方式

在籌款方面，是向丁口徵收的，有如太平清醮的收取醮金，香港海陸豐盂蘭會最高峰

時有四千幾丁，現只剩下一千九百幾丁，故財政靨力非常之大，若非有這個財力，如何能維持

下去？正如2018年結數時，共用了六十餘萬，一個醮六十餘萬不算高的，因單只搭棚已需

廿幾卅萬元，其他請人如經師丶歌星等也是萬元計，其中搭棚費用最高，故使用六七十萬是

很平常和瑣碎的事，現任何一個醮會，動輒都百餘萬的。正如工作人員也非全部都是義工，

也有些工作是要付酬外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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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香港海陸豐盂蘭勝會的前景

對香港海陸豐盂蘭勝會的前景，蘇先生表示對此並不樂觀，現在辦盂蘭勝會是不易

的。第一，政府不會助你；第二，有些市民又會抗拒，嫌嘈吵，又多所投訴。可能只能再維持

多三幾年，因若沒有人參與的時候，單憑個人也是辦不來，因這是必需有群眾的力量才能

承傳下去的，但有年青一輩會認為這是勞民傷財的事，為何還要延續下去？例如有長者出

錢出力者，其兒子也多意見，認為又熱又嘈吵，出了錢就算啦，需要多少費用，由他出吧，但

試問，若沒有人參與時，那有錢又有何用呢？

由於文化的差異，除非政府肯去幫助協調，而所謂政府的相助，並不是謂要政府出錢，

主要是不要添加困難，例如向政府申請場地，批出時就不要附帶太多的條件，否則會令人

產生恐懼，甚至難免令人感到是否暗示人家不要再次舉辦？既已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

產，大眾是否也應要有一個包容？例如向投訴人解釋這是傳統文化宜作出認同，雖大家信

仰不同，但是否可以協商出解決辦法？若不滿如過往的情況，「噪音」是延續至午夜三四點

的，這還有些理由，唯現在進行至十時就要結束，但其實至十一時又有何問題？是否也應加

以包容呢？

T. 廟宇和道堂的盂蘭勝會

廟宇和遁堂亦都會舉辦盂蘭勝會，有些可能因只一天的醮期，而進行的法事亦有因應

個別情況而選配，也多會採類如「附薦超度法會」或「思親法會」等的名稱。但很大程度，

附薦牌位，既是孝子賢孫們對先人的一點孝思表示，也是廟宇或道堂其中一個的經費來

源，故也常設有附薦，唯間也有純是出於善意，是免收費用的。且因都在室內，或都有上蓋

的地方舉行，也有其固定供奉神靈的殿堂，故無論在佈局和流程等方面，都各有其不同的

配合和協調。以下就筆者隨緣實地考察所得，整理分述如下：

1．梅窩桃源洞盂蘭勝會

梅窩桃源洞每年都舉辦盂蘭勝會，醮期通常是四至五天，據2013年的時間表，農曆七月

廿三啟壇，進行三晝四宵功德，至廿六法事圓隆，廿七上午送佛船，驩後分別於新樂酒家和

銀城酒家午膳，過往的午膳也曾在廟內進行，因桃源洞也設有廚房，有條件弄多人的膳食。

由於以廟為醮場，而廟的結構也特殊，各廟或殿堂由地面分佈至山上，故在佈局和法

事方面都有不同的配合模式，完全沒有搭棚的需要，例如大士王直接裝置在其中一殿前；

供奉牌位的附薦臺都是長期預設的多個設施，只有一枝旖竿；法壇設於其中－室內，旁邊

也是部份牌位的供奉地方；佛船丶金榜及幽榜也都是裝置於有上蓋的地方。

法事方面則大致無異，都是有啟壇丶誦經丶朝砷等項目。期間進行多場法事；但祭幽法

事後，雖落了旖，但未有即時把大士王和牌位等送往焚化。至翌日才大放佛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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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祭幽翌日的晨早，才收集各個牌位，分置於多部手推籠車，集齊後，連同佛船丶大士

王及旖竿出巡，至沙灘堆疊整齊，於經師誦經後即引火焚化。出巡隊伍的先後次序則由問

杯決定。但2009年屆因遇颱風，故牌位等的焚化情況與傳統的稍異，途中經洪聖古廟時，

也會進入參拜後才繼續巡行。

隨佛船丶大士王丶旖竿及牌位等焚化後，還會進行放生和祭河法事。午餐後，還會進行

祈福和送金榜等法事，隨接福和送金榜等儀式完成後，是年的盂蘭勝會遂告功德圓滿。

2020年原也擬依傳統舉行盂蘭勝會，但因應疫症肆虐趨烈，法令更嚴，故不得不作出

協調，於是改為只有二晝的法事，減少法事項目，取消佛船，大士王也改用畫像。牌位也全

以附薦衣包取代，亦不出巡，取代牌位的衣包等也都只在桃源洞前面的草地進行焚化。

2 ．沙田寶福山附薦超度法會

沙田寶輻山也有舉辦盂蘭勝會，名為「附薦超度法會」，醮期只有一天。在殿內進行，

不用蓋搭棚架，大士王採用畫像，鑲在鏡屏並置於案上，而三個主薦牌位也是置於案上的。

寶福山盂蘭勝會的醮場，以前是在停車場搭棚進行，附薦臺有很多牌位的，但因某年

曾發生火警，日後舉行有所限制，故改以廣播方式。現法壇設在室內，在佛像前的殿堂由數

張桌子組成。

在散花法事中，高功會為一疊符紙開光，隨後摺為平安符，待另作安排。

3．梅窩鹿地塘村正善精舍盂蘭法會

多區的盂蘭勝會都聘正善精舍承壇，正善精舍道堂分設於紅磡和梅窩鹿地塘村，每年

都會於道堂內舉辦盂蘭勝會，醮會分二天進行。

正善精舍於梅窩的道堂為二層結構的建築物，內設多個殿堂，主殿供奉呂祖，內也設

有追思堂。

佈局方面，大士王丶主薦及附薦牌位會因時制宜地裝置在天臺或呂祖殿旁，綦至樓梯

轉角，而旖竿丶幽榜則裝置在天臺。附薦方面，當中也包括嬰兒和數個寵物牌位。金榜則必

裝置在呂祖殿前。

法事方面，大部份都在二樓呂祖殿前舉行，破地獄則在天臺進行。

祭幽法事的啟師階段在呂祖殿前進行，朝大士王和朝聖後在鄰房進行祭幽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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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大士王乃採用畫像模式，故只收起，並不會焚化。

祭幽法事後還進行酬謝法事和送金榜，再進行接福法事，最後堂主還會謝壇。

4．觀塘大王爺古廟盂蘭勝會

保慶愛壇位於觀塘，內有多個廟堂，包括大王爺古廟丶禰德老爺等。

醮場因應原廟結構而佈局，因大部份都有上蓋，故各棚都建基在原有的結構或設施，

神棚設在大王爺廟前，砷棚前供奉三枝大香，旁邊置紅白二馬，二馬間有仙鶴。大士臺內供

奉大士王畫像；左旁是孤魂臺，內供奉三個主薦牌位，右旁稍遠處是附薦臺，附薦臺除三個

特別的牌位外，其他的靈位都主要是採用標籤式。供品的內容和擺設都較特殊；主要是供

奉在大王爺廟前，並不是與神廠相連；神袍集中在低層位置。

大士王雖採用畫像，仍有幢旖的裝置，升幢旖時，也有配合儀式。祭幽時長老已進行

獻品儀式。

與彩雲的相同，場外有九龍東潮人聯會會董會同寅敬賀花牌。

5．荃灣觀音巖盂蘭思親法會

荃灣觀音巖位處荃灣芙蓉山，也會在農曆七月舉行盂蘭思親法會，法壇設於殿前，規

模雖然不大，但參與善信都非常虔誠，儀式也極為莊嚴。

6．荃灣圓玄學院盂蘭法會

圓玄學院每年都有舉辦盂蘭勝會，且也有其個別特色，惜限於篇幅，只記述其中數項

供參考。

圓玄學院以「盂蘭法會」為名，醮期七晝連宵，醮場佈局和法會都較為特殊，佈局

方面，大多以既有的設施為配合，也有相當部份是臨時搭建的，而法事方面，則以儒教的壇

生和釋道的經生誦經禮懺。

在佈局方面，在三教牌坊前梯級對下，設大士殿，大士殿左邊置判官丶白無常及鬼卒，

右邊置驛馬，驛馬右邊，正門前廣場的二牆置金榜。左邊的牆置幽榜，大士殿上下聯各有

二十八個字，以中文字一字多音多義的特性而構成，特把之刊出，考考你的國學基礎。

「大士本慈悲分食分衣衣分分分食分分分分分分開普濟饑寒離地府」

「幽魂深感應行男行女女行行行男行行行行行行去願売引薦上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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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士王方面，圓玄學院在盂蘭勝會和太平清醮的醮會，都是配合大士王的，都設有

大士臺，但在2007年的羅天大醮，卻是易以太乙救苦天尊。

三教大殿前設利幽壇，於明性堂前的臺設十王殿。

薦位設於多處，分主薦丶正薦及副薦。超薦望門外左邊設五個亭狀的櫃，主薦牌位共五

個，正薦共設五堂。副薦（附薦）分置多處，並採用紙紮的牌位和標貼兩個模式，標貼式又

有兩個方式，其一標紙是貼在固定的木構牌位（化牌位時只揭出標紙，原位可重用），其二

就是集合的紙薦位。

圓玄學院的盂蘭法會有請水儀式，於元辰殿前進行，備有自來水喉配合。取水後置

三教大殿內壇進行法事，隨後進行灑淨。再進行法事後，隨開牌位，在進行主薦開位時，另

組經生也正進行開牌位儀式。

上文提到的利幽壇，在2012年屆曾進行豎招靈痛儀式，招魂旖本是佛教之物，正或因

圓玄學院是供奉儒釋道三教故也。

7．荷李活道文武廟中元吉祥思親法會

位於荷李活道的文武廟，當時是華人處理相關事務的處所，例如簽約、審判及解決商

業糾紛等，甚至法庭對華人的宣誓程序也在廟內進行，西人宣誓是手按聖經的，廟內則是

砍雞頭和燒黃紙。公所應就是相關的辦公室，自然也是當時統籌盂蘭勝會的中心，但不知

何時，以及何故而停辦。至2010年，因社區的發展，盛傳中區卅間街坊盂蘭勝會乃最後一

年舉辦，附近街坊有恐再難盡一點孝思的心意，遂聯絡東華三院反映相關的憂慮事宜，故

在該年復辦。

復辦後首年至2013年的醮會以「文武廟善德宮中元吉祥思親法會」為名，只在文武廟

和廟鄰的李西疇小學校舍舉行。醮期只有二天，既沒有固定舉行日期，也沒有演胂戲，法壇

設於善德宮內。

自 2014年開始，改以「東華三院聯廟中元吉詳思親法會」為名，並改於西營盤東邊

街北中山紀念公圜籃球場舉行。醮期也改為三天，至2016年才大致定於農曆七月十八至

二十日舉行。醮場佈局主要包括經壇丶太乙殿（即其他區的大士殿）、砷壇丶附薦靈位（附薦

臺）、辦事處及寶燭售賣處； 2014年開始加設戲棚演出砷功戲，但只於首天下午和尾天晚

上演出二場； 2017年首天於下午五時半至七時半，和尾天於下午二時共演出二場； 2018開

始，全改為晚上演出共二場。

2020年屆，因新冠肺炎疫症肆虐，復移師回文武廟和廟鄰李西疇小學舉行，太乙殿設

於廟外，經壇則設於廟內，附薦靈位則集中設在李西疇小學校舍，但沒有對外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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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東華三院乃一重視傳統公共服務的機構，故復辦的盂蘭勝會也另具一個意義，除

了能滿足孝子賢孫可盡點孝思心意外，也很大程度是東華三院經費籌募的其中一個渠道，

故設有千多個附薦靈位，並分為五種規格。在牌位的編號方面也有一個特別，全部都避用

「4」的這個數字，故2019年之前的特薦位雖由「001 至010」但卻只有九個位； 2020年加

「011 號」，實只共有十個位。

附薦包分大號附薦包和正號附薦包兩個規格，前者每個＄138 ，後者每個＄88 。為推動

環保祭祀，又特設具普度祭祀功能的「功德狀」，幫助先亡早日脫離苦海及累積善果，後

人亦可免焚燒金帛衣包，為子孫後代的環境健康出一分力，具廣種蘊田，功德無量意義的

「功德狀」，法會後，善信亦可將經科儀開光後的功德狀取回留念，積福種善。

8．秀茂坪廟群之天后廟盂蘭勝會

秀茂坪區曾有一個時期有多間廟宇集中在一地，後來因地區發展而拆遷。這記錄是拆

遷前的其中海國天后聖母廟於2007年，由農曆七月十六至十八日舉行的盂蘭勝會。

醮場佈局全依廟內設備而配合大士臺丶附薦及紅神馬等。

該醮會採佛教儀式，但住持會先做一輪儀式，由數善信陪同，－善信持善信名冊，

住持持旗和廟印繞廟內各處的神袍丶大士王等，藎至善信施印後，隨站在刀橈上讀出善信

名字，再又畫一批符紙，並為善信祈福。

在法事儀式方面，通常散旗是最後項目，但該廟卻是以拜北斗為最後，且都是在日間進行。

戊．屋邨組織的盂蘭勝會

各個屋邨常有不同的組織，既有互助委員會，也有以街坊或大士王菩薩有限公司等為

名的，在這些組織中，也有些會舉辦盂蘭勝會，更有聯同鄰邨合辦的，且也分別採用佛教丶

道教及海陸豐的法事儀式，分述如下：

1．彩雲邨星晨樓盂蘭勝會

彩雲邨星晨樓的盂蘭勝會於屋邨內舉行，醮期二天，採佛教儀式，由觀園修苑念佛社

承壇，法事情況和過程都依其傳統，沒有拜斗儀式。

據主會提供資料，由於種種原因和問題， 2010年屆是該會最後一屆的盂蘭勝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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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青衣長青邨青桃樓盂蘭法事

公營屋邨有多個的組織，其中一個就是互助委員會。這裡記述2010年青衣長青邨青桃

樓互助委員會舉辦的盂蘭勝會，醮期只一宵功德，由正善精舍承壇。青桃樓除會所供奉關

公丶門口的天官及土地外，附近還有山神等神位。

佈局方面，主要以藍白尼龍布作上蓋，棚架的結構也從簡，主要是就地取材並借助於

屋邨原因有設施，基本裝置包括三清殿丶祭幽壇丶大士王丶旖竿丶主薦丶驛馬及十王殿（集合

於一畫像），但沒有金榜、幽榜及附薦。祭品包括大量的金銀衣紙；也有送給街坊的蘊包。

醮會規模雖不算大，但法事儀式等方面卻極莊嚴，以發佈鑼揭開序幕，啟壇儀式包括

灑淨丶開光及朝大士王丶會所神位，以及附近路旁的山砷等位，街坊們也都熱烈虔誠參與，

行朝時更鳴鑼開道，當經過保安崗位時，當值的保安員也會盡點心意。

主要法事包括關燈散花和祭幽，在祭幽法事途中，大會主席會把大士王身上的觀音像

取出，易以往年大士王的觀音像，並把新的觀音像供奉在關公神樓內。

施幽包後，驩落攝，再隨祭幽法事完畢，也把牌位和衣紙等送往焚化，最後送大士王，

醮會遂告功德圓滿。

3．彩雲邨白鳳樓的中元盂蘭勝會

在彩雲邨白鳳樓旁邊舉行的中元盂蘭勝會，是聯合啟業、順利共三邨進行的。法事

採用海陸豐式道教儀式。

4．小西灣盂蘭法會太平清醮

小西灣居民協會也有主辦盂蘭勝會，由正善精舍主壇，醮期三天，由農曆十八日至廿

日，此文是該區2012年第廿二屆醮會的記錄。小西灣盂蘭勝會有其特別的傳統，例如會與

太平清醮兼稱，醮場中的旖竿於化大士王時才落旖隨化，讚星轉運科也是於先天斛食濟煉

幽科之後進行。醮場設於曉翠街，佈局也頗特別，在馬路邊一字排開的，從東至西，依次為

附薦台丶大士王殿丶殿左邊置幽榜丶大士王殿和神棚間供奉土地伯公、神棚丶辦事處丶辦事

處左邊面向經壇置金榜、經壇攝竿豎立於附薦台對面，沿馬路邊掛滿彩旗。

大士王殿匾額下簪花掛紅，觀音像採用瓷觀音，裝於胸前，瓷觀音下還有護心鏡。附

薦台左右二邊、後邊及中央供奉牌位，中央牌位左旁置紙紮別墅，敬奉小西灣居民協會數

位先理事。

首天早上進行迎砷丶啟壇、神棚開光丶安大士丶豎攝丶土地伯公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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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棚開光期間，南少林添師麒麟隊到來參拜，稍後並參與地區灑淨儀式。

小西灣盂蘭會有地區灑淨儀式，情況有如行大朝，大會則稱為巡遊，隊伍前的居民沿

途灑淨開路，麒麟隊囍之，居民熱烈參與，從醮場出發步行往邨，隊伍整齊壯觀，繞巡全邨

一週後返回醮場，麒麟隊再向旖竿和各神位參拜後，任務似就完成，在辦事處小休後即

行辭別。

下午進行開牌位丶開金榜及幽榜，其間主要就是拜懺和朝砷等。晚上進行破地獄儀式，

只置四個主薦牌位。

第二天主要是朝砷、拜懺及供靈。下午進行祭海角，居民分工合作把事前準備的兩艘

紙紮船擡往海邊，並把紙紮船和供品分別安置在石灘上，居民們分別燃點香燭參拜，化衣

紙寶帛，還備有豆腐丶飯及芽菜等以祭，經生在岸邊誦經，最後把紙船焚化。

晚上進行關燈散花科儀，每個散花錢都是先經點硃砂開光的。

第三天早上進行先天斛食濟煉幽科，居民一早即準備豐富的供品，經壇也作好準備，

約十時三刻即進行祭幽科儀，啟師後往朝大士王和金榜等，隨進行上蓮座祭幽部份，由於

小西灣有其傳統，擲幽包時，並不會即時落旖的。

午後由經生為大批福品進行開光，這些物品都應是在聯歡會時供居民競投的輻品。

下午稍後還進行讚星轉運儀式，讚星轉運後，先送旖竿和牌位往焚化，隨辭幽榜，辭

大士王，並把其前的紙紮品送往焚化，最後送大士王往焚化，大士王身上的瓷觀音和護心

鏡都已移走。

小西灣的請神所請的是象徵式的－姓香，最後送神回位也是－姓香。

己．道堂聯合於戸外舉辦的盂蘭勝會

香港在啟建盂蘭勝會方面有多個模式，其中有一個特別的例子，乃由道堂聯合主辦，

也希望為某地區做點功德，例如高林道院丶正善精舍及長洲成益殯儀，就常於長洲海濱亭

聯合啟建為期一天的中元盂蘭法會。有需要附薦先人者，都可致電査詢即獲免費紙薦位。

若有需要的，也可直接參與，有如主會的角色，例如2010年屆，有三個特別附薦的牌位，乃

參與醮會的家庭附薦其先人，供品除衣包外，還有紙紮輪椅等，可說是盂蘭勝會中的特別

附薦模式。

各聯辦單位於海濱亭會合後，隨即展開醮場佈置。法壇設於海濱亭前，法壇右旁置大

士王，大士王前右邊豎旖竿，左邊為祭幽的蓮壇。主薦和附薦都設於亭內，主薦包括「長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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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男女孤魂由子眾位」、「海陸空三軍陣亡將士位」及「長洲中興街列門各姓祖先位」°

除其中三個特別的附薦設有紮作牌位外，其他的全部都採用標籤形式，附薦位對聯是「護

保家家廸吉；庇祐戶戶平安」。道袍掛於大士王右邊前方， 2010年屆在毗鄰的長洲養豬有

限責任合作社作為休息和散衣紙的地方。

法事方面，主要是午間的啟壇法事，以及下午的開位和祭大幽等。

啟壇法事由高林道院主持丶 2009年屆的疏文還是手寫的，在2010年屆開始已轉用打

印方式。

在二場法事之間還有行大朝，主要沿中興街和大灣尾附近一帶，沿途並進行灑淨，途

中經中興街天后廟、郭耀記道院丶洪聖廟丶社壇丶玉虛宮及大灣尾天后古廟等處，經廟宇和

社壇時，都會入廟或上前參拜。

開隗位和祭幽法事則由正善精舍主持。

臨祭大幽前即開始分發福果。

祭幽法事後，隨把牌位丶紙附薦丶大士王及衣包等焚化，醮會即告功德圓滿。

庚．筲箕灣魚類批發市場盂蘭勝會

香港有多個類別的批發市場，例如筲箕灣魚類批發市場等，該批發市場也有依俗舉行

盂蘭勝會，醮會在魚市場室內地方進行，雖只一天的法事，卻既有陸上法事，也有祭水幽，

故名之為「水陸超幽法會」，由正善精舍承壇。其醮會模式也頗特殊，陸上法事的醮場佈

局，全都只配合批發市場既有的設施，非常環保，法壇的三清像直接掛在牆上，以層架車作

壇案，法壇左邊為筲箕灣公益堂的「金榜」，法壇右邊為筲箕灣街坊匯億的「金榜」；大士王

置法壇前方右邊的海旁，大士王左邊是玉皇和二鬼卒，右旁依次向右伸展為主薦「筲箕灣

魚市場海面及前山后土左鄰右里先靈」的牌位丶旖竿丶旖亭丶判官丶另二鬼卒及白無常，全

都置於地。配合的化寶爐，則以鐵線網製作懸置於海邊。大士王前置銅香爐，其他玉皇和

白無常等前則以瓜作香爐。在紙供品中，有十三個方形盒狀的紙供品，那是十皇衣。此文是

2010年由筲箕灣公益堂，以及筲箕灣街坊匯億聯合舉辦水陸超幽法會的記錄。

啟壇法事中隨進行灑淨，並為驛馬丶大士王丶玉皇及金榜等開光。啟壇法事期間，理

事們也在海邊進行燒衣，驛馬也在當中焚化。

下午進行水幽。

第三章數港式盂蘭 59 



囍進行最後的一場酬砷法事，壇旁置玉皇，供品包括雞和燒肉等，紙供品包括十皇

衣箱，最後還往辭大士王丶旖竿等，理事們隨把旖竿和大部份的紙紮品集中於渡頭，再往辭

金榜，理事們也向玉皇奠酒和獻寶，隨揭金榜由玉皇捧著，並連同紙供品也送往渡頭與其

他紙紮品集合起來，最後也把大士王集中於渡頭進行焚化，經師們也唸經相送。

辛．神功戲

砷功戲者，顧名思義，就是在醮會或神誕活動中演出的戲，達到神人共樂之效。所謂

「砷功」乃做功德的意思，以大戲做功德就稱為神功戲，曾有一個時期，潮劇的神功戲於

尾場是演通宵的，但實質來說，自是重於心意的表達，也藉娛樂以廣吸引力，尤其盛於上世

紀八十年代及之前的時代。但隨社會進步，物質漸豐富，觀戲者漸少的情況下，好些區的

醮會，反成了會友或街坊聚首話舊的場合。加以環保條例，演戲亦都受到諸多限制，另一方

面，請戲班的費用也不少，在觀戲者漸少的情況下，有些已改為歌唱助興。

因主辦者來自多個族群，各族群都各有其各自的戲種，在香港最普遍的就是潮劇和粵

劇，更有一個時期是有白字戲的，但現已難見。無論何者，戲的劇目頗多，但由於時間或各

區各自的風俗和喜愛所限，各區都各自選演其所喜愛的劇目，即使是悲劇，也全沒有避忌。

本書只重於記述例戲部份，包括潮劇和粵劇。

戲班也會供奉「行神」，故在戲棚後臺設有砷位，潮劇的是「翰林院」，內有三個孩偶，

於每天之五爾區連演出送子時請出送往神棚，由大會代表接收後供奉在砷棚前，送子的時

候，送子藝人也會於砷厰前作特別表演和參拜。

1．潮劇和例戲
潮劇戲班組織雖在香港，但藝人方面，現已大多是來自國內。醮會期間，大多寄宿在

戲棚底。

1.1. 潮劇

在潮劇的觀賞方面，除了年紀較長者外，即使筆者也是潮州人，在唱的部份也並不是

全都聽得明，那潮人以外的觀眾就更難聽悉，故現在的潮劇，大多於戲棚兩旁設有燈

箱字幕。

1.2 ．潮劇的例戲

潮劇的例戲有兩個類別，其一是開鑼前有如粵劇的破臺儀式「祭白虎」，潮劇也有稱

之為淨棚，只於開鑼前做一次的。另一就是「五蘊連」，每天都會演出，首次演出多是配合

啟壇的進行，其後每天都會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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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 開鑼前的淨棚（也稱破臺、洗臺、出殺、洗叉）

所有戲班都有一個傳統，就是每到一個新的演出地點，都會舉行淨棚儀式，祈求演出

順利，潮劇和粵劇固然都各不相同，即使同是潮劇的破臺儀式，不同戲班也各有不同的模

式，有些會有生雞，有些祭品不同，唯同樣都是祈求演出順利。但都只在首天開鑼前演出。

各地方劇種的開鑼例戲均帶有宗教功能，主要在於驅邪逐疫及求砷祈禰。

1.2.2. 五福連

五蘊連者，就是《十仙慶壽》丶《跳加官》丶《淨棚》丶《送子》及《京城會》 o

各齣大要內容，依次分述於下：

纂一齣《十仙亶壽））

此齣潮劇例戲的特色，就是八仙中還多了西王母和東方朔二仙，演出東方朔邀請八仙

赴瑤池為西王母祝壽，故稱「十仙慶壽」，最後結場的時候，十位藝人會搭構成一個「壽」

字，也即強調「壽」字也。但坊間很多時會誤稱「十仙賀壽」°

第二齣（（跳加官））

「加冠」取義「加官」，表演者戴上面具，手執玉笏，像個天官；有說他是財砷爺趙公

明。他披開的手卷稱為「加官帶」，其上的祝辭分別有「指日高升」丶「恭喜發財」或「合境

平安」丶「五穀豐登」丶「答謝誹恩」、「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等，視乎主會所好而選配，

每次演出，通常都只展示二幅。

纂三齣《仙姬送子））

演仙凡結配的天仙七姐，被逼回歸仙宮後產下麟兒，於是駕着詳雲下到人間，把嬰兒

送與董永。

潮劇因有落地送子，由戲班在演出「仙姬送子」途中送往神棚，由大會代表接收，故於

每天開鑼後，觀神棚前孩偶的數目，即可知醮會已進入至第幾天。

票四齣《淨欄））

由－藝人出場，唸出四句韻白：「高搭彩樓巧艷妝，梨園子弟有千萬，句句都是翰林

造，奏出離合與悲歡。（白）來者萬古留傳」接著向四個臺角作表演身段，音樂吹奏，退

場。現場之中，由於頭四句是用韻白語唱出，筆者無法掌握內容，只清楚聽到以潮語誦出

的第五句。

纂五齣《京域會））

是正戲《彩樓記》中的一小折，演呂蒙正高中及第，接夫人劉翠屏到京相會。這既緊扣

「功名」二字，也體現了大團圓的美好祝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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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述而言，五福者，就是代表「功名財子輻」，具有祈輻丶吉詳、祝願的意義，而《十仙

慶壽》強調「壽」；《送子》強調「輻」，俗語「有子有輻」；《京城會》也稱《報三元》，強調

「祿」，合起來就是「輻祿壽」也。

2 ．粵劇和例戲
粵劇又稱「廣府大戲」，是廣東地區特有的戲曲藝術，在逾百年歷史的演變中，吸收了

京丶崑丶川等劇種的優點，以及廣東民間的說唱藝術及音樂，形成獨特的藝術風格，也形成

多個受歡迎的劇種，其中有些需配合特定時段才演出的戲，更尤具特色。

佛山是粵劇的發祥地，在順治十五年運有戲臺名「華封臺」，後改稱「萬禰臺」，在「紅

船」時代，戲班每年六月初散班；休息半月又重組，至觀音誕（觀音成道日）遂正式開鑼，當

戲班組成之後，必在「萬福臺」作其首場的演出。

「香港八和會館」於1953年成立，是香港粵劇行會組織，推動香港粵劇的發展，至五丶

六十年代，本港也出現了多個粵劇戲班，名伶輩出。「香港八和會館」現也是各個請戲班的

主會和戲班間的中介和見證。

2.1 ．粵劇的例戲

粵劇的例戲包括開鑼前稱為「祭白虎」的淨棚；開鑼時的例戲包括《六國大封相》丶

《八仙賀壽》丶《跳加官》丶《仙姬送子》（有「大送子」和「小送子」之分），平日只演簡單的

「小送子」，正誕或正醮日演「大送子」。特別節日時，更會在演戲換幕途中，演員在華光神

位前演《送子》，稱「後臺送子」。其實賀壽例戲也有大小之分，大者稱「香花山大賀壽」，

因並不多演出，曾面臨失傳之虞。

2.1.1 . 開鑼前的例戲

淨摑（祭白虎）

粵劇的淨棚稱「祭白虎」，通常也是於戲棚首次演出時才進行的，但為了慎重起見，即

使每十年一屆的太平清醮仍在原地演出的，也會進行祭白虎儀式，例如青山三洲媽的賀誕

演戲，每年都會進行。現仍有些戲班嚴守這一傳統，在進行祭白虎的時候，必先清場才進

行，現也多百無禁忌的公開進行。

2.1.2 . 開鑼後的例戲

《六國大封相》

《六國大封相》一齣只於首天開鑼演出，有謂因該劇需多人演出，既是戲班陣容的表

現，也常是主會作為點算藝人數目是否合乎合約中所訂。其後的數天，就只有演出《八仙賀

壽》丶《跳加官》及《仙姬送子》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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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臺加官

粵劇的例戲還有在尾場演畢，於謝幕後再演出有如《跳加官》的一齣，稱為「封臺加

官」，乃表示戲班已依足合約協議的所有劇目演出，而主會亦已付足戲金，也即代表戲班與

主會間貨銀兩訖之意。其中另還具有送戲班和遣鬼的作用。

2.2 ．戲棚後熹例戲

遇華光誕時，會於首幕演出後，藝人即集中後臺華光砷位前演出《八仙賀壽》丶《跳加

官》及《仙姬送子》三齣例戲。

2.3 ．廟宇神樓前例戲

若是賀誕醮，戲棚無法搭於廟前的，雖神棚前也搭有砷棚，菩薩亦已請出，但戲班還

會到廟的砷樓前演出《八仙賀壽》丶《跳加官》及《仙姬送子》三齣例戲，因廟內還有菩薩

的坐像。

3．木偶戲（也即木偶劇，但一般常以木偶戲相稱）

木偶戲的來源也有多說，此文是筆者據搜集得的資料所作出的綜合。雖有謂李世民登

基時，根本還未有梨園這個架構，但亦有傳李世民登基為皇帝時，曾用梨葉剪成人形，需配

合鐵枝如皮影戲方式演出，而梨園一名也據此而生。其後以皮代葉而形成皮影戲，仍是配

合鐵枝操作的；在配合鐵枝操作的基礎下，漸又發展出鐵線（或稱鐵枝）木偶戲。但不知是

之後抑前，或是同時間又發展出手托丶拉線及布袋等木偶戲。

歸納之，木偶戲可分為手托木偶戲丶皮影戲丶鐵線木偶戲、拉線木偶戲及掌中木偶戲。

木偶戲的例戲

木偶戲的例戲也包括戲棚開鑼前的祭白虎及每天演出時的例戲，前者如2006年屯門

太平清醮和2013年筲箕灣南安坊坊眾會盂蘭勝會木偶戲的演出，後者如深井盂蘭勝會的

演出，演出也是潮劇的五福連，只不過是木偶戲的版本。

木偶戲的封臺例戲

筆者曾觀數種木偶戲的尾場，但只於潮劇鐵枝木偶戲有演封臺加官，卻是整套的五

福連，或只至《仙姬送子》，其他的都只向主會道賀及多謝街坊觀賞等語。

木偶戲行軸

木偶戲也有行神供奉於後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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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會與戲班間的中介

潮劇由潮州商會轄下的部門作中介，粵劇則由香港八和會館作中介人，協調主會和戲

班間相互間的協議。

壬．盂蘭勝會醮場的特別設施

1．齋廚
舉辦盂蘭勝會的主會，為了方便解決日常的膳食問題，通常都會於醮場設有臨時廚

房，以供應所有工作人員膳食，若有需要，也可方便招待來賓。在潮式盂蘭勝會中，通常都

會包經生的膳食，但不包戲班的伙食。而廣府式的盂蘭勝會，也有不包承壇者的伙食，於是

道堂就會自設一臨時廚房以解決日常膳食和茶水的需要，也有些雖會提供經師的膳食，但

不會於醮場暫設齋廚，卻是往酒樓進餐，因遠離醮場，也未必一定需要齋戒。

大會是食齋的，不便照顧藝人所需，故通常劇團都會自設臨時廚房自供膳食。

至於粵劇戲班的膳食，有些卻由戲班班主負責，到時就會把伙食送到戲棚供藝人分享0

2 ．消防設備
自古以來，無論什麼環境，火警常是可怕的災禍，故防火設施絕對不可少，況也有法例

規管，故舉辦盂蘭勝會的主會都基於防火和為符法例而備有各式各樣的消防設備，例如沙

桶丶太平桶及消防喉等，現代則多配備多個滅火筒等。

3 ．化寶爐
化寶爐是焚化紙供品等的器具，現成可購得的大多只合家庭採用，廟丶道堂也都備有，

視個別規模而有不同的大小和模式，在盂蘭勝會的場合，就需有各依其環境而設置臨時的

化寶爐，結構各有不同，但為配合環保的問題，也漸租用多個構件組合的環保化寶爐，例

如荃灣潮僑街坊盂蘭勝會以前是臨時以磚搭建的，現也改為向專門店租用環保化寶爐。但

環保化寶爐費用頗高，故大部份仍沿用其原有模式，例如深井潮僑街坊盂蘭勝會的化寶爐

是設於河旁的，化寶的灰隨即可被水沖掉。

在廟宇舉辦的盂蘭勝會，焚化紙供品和各紙紮等，都會有各自的長期設立的化寶爐進行。

坊間也有專門出租大型的金屬化寶爐，例如東華三院即有此種服務，但需透過代理租用。

基於環保法例，有些廟宇的化寶爐都已禁用，或需改以符合環保條件的爐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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