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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紮在傳統民俗活動中擔當著重要角色，現存年代最久遠的紙紮實

物，要數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唐代墓葬出土的紙棺。  1 宋代文獻則已提

到「紙劄舖」  2 和年節時展示紙紮的情形，包括元宵節時用「紙糊百戲人

物，懸於竿上，風動宛若飛仙」  3 ，中元節更有販子「以紙糊架子盤遊

出賣。」  4可知紙紮工藝在中國流傳已經超過千多年。

紙紮大概可分為節慶紮作、喪葬紮作和裝飾紮作三大類別，  5 節慶所用

的獅頭、麒麟頭和花炮，甚或喪禮上的金山、銀山、金銀橋和花園洋

房等，都是常見的紙紮項目，然而紙紮亭台樓閣亦會用於「滿漢全席」

等大型宴會，以壯大排場。  6 早於  1880年代，廣東紮作已經用來裝飾

舞台，而且成為上海戲園的宣傳點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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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黯滴

香港開埠後一段時期內，城區大型慶典紮作都是由佛山和廣州的商舖

提供。從約翰．湯姆遜  Oohn  Thomson) 拍攝的照片可見，  1869年  11月

英國愛丁堡公爵訪問香港時，南北行一帶街道搭建有牌樓，同時掛有

不少戲曲人物故事箱作點綴，箱上就寫有「省城高第悅昌號」和「佛山

口口新景昌」等商號名字。（圖一及二）這類故事箱又稱為「像生箱」，

是廣東地區大型慶典常用的裝飾，  81906年出版的《時事畫報》刊有廣

州像生箱租賃店的圖像。  9 （圖三）至於本地紙紮舖的歷史，最早的文

字紀錄可能是  1880年《循環  H 報》上一則油燭紙料店的消息（圖四），  10

同時期中環威靈頓街的照片，亦可找到「同德號元寶紙料爆竹發客」

和「泗隆號元寶紙料札作自澆油燭」的招牌。  11 然而廣州商號發售

「大小金花、像生花籃、看花、瓶花、杖生綢衣羅公人物」的廣告

（圖五），在20世紀初香港報刊上仍能看到；  12 據知本地潮人盂蘭勝會

所用的紮作，早期亦要從潮州聘請師傅來港製作，  13 可見開埠以後百

多年間，香港部分紙紮用品仍要依靠內地供應。

現今錘逢節 H 和神誕，人們多數會到紙紮舖選購祭祀用品，過去紙紮

舖聘有師傅製作燈籠、神衣、花炮、七姐盆，以至紅白二事的紙紮用

品。早期職業統計中沒有「紙紮師傅」一項，但 1881年資料顯示全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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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個「冥鏹商販」  (joss  paper sellers) ，並有  63個燈籠師傅，其中  62個

居於維多利亞城內，一個在附近的村落。  14 鄉村紙紮師傅過去扮演著

重要角色，現存屯門陶氏所保存的《陶族點燈冊》中，記有「八角燈」

和「三元燈」等燈名，而八角燈體型巨大，多在祠堂現場開紮，過去都

是由村民協力製作。直至上世紀  80年代，香港鄉村地區仍維持這個傳

統，由村民紮作麒麟頭和點燈用的燈籠。  15

然而村中醮會需用上大量紙紮用品時，則要從村外訂購，  1955至2005

年間錦田鄉十年一屆太平清醮的紮作，都是由西營盤生和隆的梁有錦師

傅包辦，其合約就列明幽山、觀音、善財、龍女、門將、金刪、十八

鋪、十殿閻王、迎聖樓、意者亭、火船和各式神馬等數十項紮作，大士

註明要有一丈三尺高並裝飾浮甲和玻璃，另要準備神衣和土地衣多達九

十副，  1995年醮會現場就看到他的作品（圖六及七）。  16 醮會上負責宗教

儀式的道士，除了紮作巨型錫五供和功曹馬外，有時亦包辦大將、城隍

和大士王等神功紙紮，畢竟正一派道士學藝過程中，「吹、喃、打、寫」

之外，就是要懂得紮作。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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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1869年湯姆遜鏡頭下文咸街上的戲曲人物故事箱

（圖片來源： John Thomson, Bonham Strand, Hong Kong, 1869, photograph (glass photonega
tive).©Wellcome Collection, No.18640i) 

圖二：早年香港大型慶典的紮作裝飾主要來自廣州和佛山，圖片由湯姆遜於 1869年拍攝，

其中戲曲人物故事箱就寫有「佛山新景昌」。
（圖片來源： John Thomson, Bonham Strand, Hong Kong, 1869, photograph (glass photonega
tive).©Wellcome Collection, No.18636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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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顧客光顧像生箱租賃店的情況，其中可以看到紮作師傅在裝置箱中故事人物。
（圖片來源：光緒三十二年 (1906年）第十期《時事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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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1995年錦田鄉十年一届太平清醣由梁有錦師傅製作的戲曲人物故事箱
（圖片來源：香港歷史博物館）

圖七： 1995年錦田鄉十年一届太平箔醣由梁有錦師傅製作的神仙故事人物場景陳列

（圖片來源：香港歷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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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藝傳承

紙紮用竹蔑、紗紙、色紙和絹布等物料製成，其中需要經過「紮」、

「撲」、「寫」、「裝」等步驟，即紮架、糊紙、繪花及裝配飾件。師傅

多會親手破竹和準備竹蔑，過去更會用小鑿在染彩錫紙上鑿出福、

壽，以及蝴蝶和金錢等吉祥圖案，作為紙紮上的裝飾。基本步驟是，

師傅先用竹蔑紮出器形，以紗紙繫穩竹蔑相接處，然後把綢布或色紙

糊在表面，並在上面作畫和題字，最後裝上各種紙花、絨球、鏡片和

穗子等，紮作便告完成。（圖八至十）

紮作手藝通常是師徒或父子相傳，亦有個別師傅靠觀察別人作品自

學。  18 過去學師以三年為期，學徒初時只負責打掃，經過一段時間才

有機會學習紮作細件，再逐步擴闊學習內容，滿師後多仍要跟隨師傅

深造，才能夠獨當一面，  19 而每逢農曆新年、神誕、七夕、盂蘭節和

中秋節都是紙紮行的旺季。  1950至  1990年代，香港紙紮遠銷東南亞、

北美和澳洲的華人社區。  20 然而隨著時代改變，紙紮需求減少，近數

十年漸少新人入行，不少老舖相繼結業，為紙紮工藝傳承帶來巨大挑

戰。近年香港特區政府積極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  2017年公佈的首份

「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中，就包括紙紮工藝。本地紙紮師

傅獲邀參加講座和工作坊，與公眾分享紮作心得。  2019年非物質文化

遺產辦事處更推出「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資助計劃」，為保存傳統工藝

創造更有利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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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紙紮師傅在竹蔑紮成的骨架上糊上色紙（圖片來源：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

圖九：紙紮師傅在花炮上施彩（圖片來源：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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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紙紮花炮上有多種配飾，包括八仙神像和蝠鼠。（圖片來源：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 

9 



 

  

 

 

   

 

 

  

創新案例

紙紮與不少傳統工藝一樣，有其歷史傳統和文化脈絡，作品款式、用

料和裝飾內容方面都有不少須要嚴格遵循的地方，看似只是年年如是

的尋常物品，但紮作師傅運用創意，還是能夠在傳統上創新，做出不

少令人眼前一亮，極具觀賞價值，甚至帶有藝術性的作品。就以花燈

為例，紙紮師傅為迎合市場而加入賞代元素，上世紀 70年代就出現用

玻璃紙製成的飛機燈籠和坦克車燈籠，成為批皮橙、楊桃和白兔等傳

統造型以外，另一廣受小朋友歡迎的商品。近年亦有紮作師傅在喪葬

紮作中加入潮流事物，甚至紮出薄餅、壽司等食物，以滿足顧客需

求。 21 正如 1960年代一位師傅回答記者訪間時説：「紮作的技術，是

沒有止境的，全憑紮作師傅的心思與靈活的頭腦，因為雖是一件物

件，有古今之別，但是一樣可以紮作出來。」 22

本地紙紮工藝的傳承和創新，還反映在上文提到的戲曲人物故事箱

上， 19世紀中葉這些故事箱已經用作香港四環盂蘭勝會23 和城區大型

慶典的裝飾，任職中國海關的何耕 (Charles J. H. Halcombe) 曾親歷 

1894年上環文武廟修繕竣工慶典，讓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亦是這些懸

掛在會場上方用發條驅動的精緻人偶活動模型。 24 二次大戰後本地紮

作師傅別出心裁，利用從留聲機和風扇拆下來的馬達，配以單車鍊作

傳輸帶，以電力推動故事箱內的人偶來回走動，重複做出簡單動作，

又加入小鈸、小碟等作樂器，發出咯咯聲響以吸引途人。後來傳統餅

店看中這些機動人偶故事箱的宣傳效力，鋂當中秋節出售月餅時，亦

擺放一個在店門前招徠客人，成為一代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2015年新

界錦田鄉舉行十年一屆太平清醮時，會場上仍可以看到數個同類的故

事箱，全部都是本地師傅的作品（圖十一及十二）， 25 可見 150年以

後，原來依靠廣州、佛山供應的像生箱，本地師傅已經懂得製作，而

當紙紮用品在內地不再流行，它們的製作技藝卻在香港得到保存和創

新，並繼續在民俗生活中佔有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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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2015年錦田鄉十年一届太平清醣所見的戲曲人物故事箱
（圖片來源：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

圖十二： 2015年錦田鄉十年一届太平清醮所見的戲曲人物故事箱
（圖片來源：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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