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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村落保留中國傳統
本地數個大宗族群聚居在新界西北及東北一

帶，其中，屯門 5 條村落陶氏族群與鄧氏、文
氏、廖氏、侯氏及彭氏原住居民保留中國傳統
節日之一的重陽節，當中，屯子圍陶氏祠堂供奉
有居屯門開基世祖文質陶公、二世祖處斯陶公及
三世祖嘉儀陶公，重陽節前陶氏後裔先於重陽節
前的初四、初八分別拜祭三位世祖（太公）。重
陽節當日，陶氏各房族人拜祭本家直系祖先（祖
父、曾祖父等）。重陽節翌日（初十）正午，有
陶氏四世祖二房浮翁陶公後裔前往屯門鳳地花園

山腳墓穴拜祭，其房長陶金華主祭
儀式，率族眾先於祖墓后土叩拜、
燒香，之後，再於浮翁陶公墓穴燒
三炷香，司儀宣讀祝文，奉獻金
豬、飯羹、奉茶、獻酒、焚祝文，
冀先靈保佑子孫平安。身穿長衫的

92歲房長陶金華，聽力已減退，但還能行走，更
跟足整個叩拜儀式，生於1927年的他說，每年重
陽節都參加拜祭，但參加人數越來越少。

尊卑有序由大到小拜祭
長老陶家得說，每年春秋參加拜祭差不多都是

這些多，二房子孫分散於黃崗圍（今稱坭圍）、
麥園圍（今稱青磚圍）、田子圍（今稱屯子
圍）、大園圍（今稱屯門新村）和永安村（今稱
藍地村）這 5 條村，現時，男丁約有 500 多個，
男、女合共逾600人，今天能來的都是丁戶人家

代表，負責幫各
個男丁領表，沒
有來的男丁都在
返工。

該房陶氏 21 代
傳人村民指出，
陶氏家史多為口
傳世襲，現時只
有屯子圍陶氏祠
堂供奉所有太公
神位，四世二房
未有設祠堂，所
以，重陽節是其

後裔重要的拜祭儀式，其中，太公分豬肉，農業
社會豬肉是貴重食物，現時陶氏二房以派發20元
港幣代替分豬肉，年過50歲男丁派2份表，尊輩
房長更可共派7份表，共140元。整個新界傳統春
秋兩祀，春分是拜自己的祖宗，秋分、重陽則拜
祭所有氏族所有的老祖宗，之後才開始拜山頭，
尊卑有序，由大到小依次拜祭。

族群歷史上溯至陶淵明
初世祖陶文質第20傳子孫、陶兆林村長稱，香

港屯門陶氏族群歷史可上溯至東晉時代的名將陶
侃及其曾孫陶淵明。南宋末年，陶氏由廣西鬱林
遷居廣東寶安。元明之際，陶文質與兒子處斯遷
居屯門村，成為屯門陶氏始祖和二世祖。屯門陶
氏的四大房，至今已傳至第二十四代，主要為陶
嘉儀祖一系四房，長房松隱、二房浮翁、三房松
友、四房松茂。

按例吃鹹菜豆卜燜豬肉
大約 300 年前，十六世祖傅昌榮 (傅族開始祖在山

西) 從廣東省五華縣來到清快塘，見此地好山好水，適
宜安居並開展農耕如種稻，生3子名宏亮、宏熙及宏
光，此後開枝散葉並分支深井、荃灣海壩及屯門虎
地，現今村民逾千，其中以深井聚居最多村民。祖居
地清快塘在上世紀60年代末還有十餘戶，但受當局興
建水塘影響，好水之地不再，村民陸續搬走，變成廢

村，目前只有一戶人家近年返舊居居住，粉飾為滿是
花草樹木的農莊，這地也是每年村民祭祖聚腳點。

傅族在清快塘定居數百年，祖先地遍布周邊地方，
最遠的是錦田的滿崗，其他的包括深井出水坑、圓
墩、大坳、麒麟地、梗龍口、草頭坳、湖洋咀、花
山、大輋、烏竹田及子石。由於須拜祭祖墳太多，
在交通不便年代，需時一整天，因此會在祖居地即席
煮食，所吃為客家鹹菜豆卜燜豬肉，分午餐及晚餐，
午餐多了一味粉絲紹菜豬雜湯。

4大爐輪流煮烚白煙四起
祭祖活動小組召集人傅志堅表示，今年豬肉價格飆

升最少好幾成，他們共購入5隻生豬，但價錢比去年6
隻還要貴。生豬取上肉及腩肉來燜，大約燜個半小
時。傅族專誠聘請人員來製作，單是煮食已有六七
人，其他切菜、洗碗等有十多廿人。祖居地的祠堂塌
毀多時 (新祠堂今年1月19日重光進伙，位於深井)，
但煮食的爐灶早已換上新的，4個大爐輪流煮烚，一時
間白煙四起。

大約11時，拜祭活動開始，先拜祭大王爺及伯公，
之後大批子孫在祖居地就近的湖洋咀及草頭坳，拜祭
十六世祖傅昌榮及十七世祖傅宏熙。完成後，大家分
圍席品嘗燜豬肉及粉絲湯。其中座上客有來自香港明

愛的社工姚愷琪及其兩名
同事。姚說，明愛在深井
的單位服務居民多年，但
以 往 較 少 接 觸 原 居 民 文
化，因此趁今次傅氏祭祖，
認識有關文化及習俗，亦藉
此場合結連村民。

祭祖前找人割草
方便行走

到下午 1 時半，族人分成多個小
隊，拿祭品及用作清潔墓地的掃
帚，乘專車分往各墓地。記者跟隨由宏
熙祖司理傅子輝帶領的掃墓專隊往子
石。汽車在山間緩行約30分鐘抵目的地。進
入子石福德公墓地的小路兩邊雜草已清除，
行走方便。傅子輝說，為方便族人拜祭，祭祖前
會先找人割草，這筆費用增加了一成半。此外，往花
山拜祭最費時，往往近黃昏都未回到祖居地，因此五
六年前開始，會在重陽前先拜祭。大家逗留約40分鐘
後離開返回清快塘，有同車族人先行離開返回荃灣，
記者因此不用等5時的專車或徒步下山，結束長約5小
時的祭祖採訪活動。

陶淵明在港後人陶淵明在港後人陶淵明在港後人陶淵明在港後人
重陽翌日祭祖重陽翌日祭祖重陽翌日祭祖重陽翌日祭祖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駿報道：
「九九」 重陽節是中國傳統節日中四

大節日之一，新界鄉村村民遵循傳統
於重陽節拜山祭祖，屯門陶氏宗族後
代該節日前後均舉行拜山儀式，其
中，重陽節翌日（農曆九月初十），
陶氏四世祖二房浮翁陶公後代舉行拜
山祭祖儀式，由房長主祭，燒三炷
香、讀祝文、奉獻飯羹、奉茶、獻
酒、焚祝文及辭神叩拜，冀先靈保佑
子孫平安。當日正值返工日，僅有屯
門鄉5條村落十數名男丁戶代表參與
儀式並代分 「豬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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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鄭玉君報道：荃灣清快塘
傅氏客家村民重陽日在祖居地祭祖，當日因天氣
不穩及交通不順，參與祭祖者少了一些，但大家
敬祖之心不減，依舊在午間吃完客家鹹菜豆卜燜

豬肉後，分成多隊前往周邊地方拜祭，大約4時
多，回來吃晚餐。到近黃昏，有車的驅車離開位
於半山腰的清快塘，沒車的坐專車，或花近一小
時徒步往深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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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金華主祭儀式，率族眾先於祖墓陶氏后土叩拜。

司儀宣讀祝文，冀先靈保佑子孫平安。

▲男丁戶代表尊卑有序，按輩分依次拜祭。 記者 周駿攝

92歲陶金華聽力雖減退，但還能行走，更跟足整個叩拜儀式。

陶家得說，二房子孫分散於坭圍、青磚圍、屯子圍、屯門新村和
藍地村這5條村。

▲

▲

傅族子孫到湖洋咀拜祭十六世祖傅昌榮傅族子孫到湖洋咀拜祭十六世祖傅昌榮。。 記者記者 鄭玉君攝鄭玉君攝

豬肉價飆升豬肉價飆升，，祭祖照用生豬上肉及腩肉祭祖照用生豬上肉及腩肉((下圖下圖))來烹煮客家菜鹹菜豆卜燜豬來烹煮客家菜鹹菜豆卜燜豬
肉肉。。 記者記者 鄭玉君攝鄭玉君攝

傅族祭祖歷史有200多年，近數十年更頗具規模，
全賴族人投入。左一是深井村村代表傅玉有，左二及
左四分別是昌榮祖司理傅志堅及傅坤倫，中為宏熙祖
司理傅子輝，右一為村民。

族人拜祭昌榮祖及宏熙祖後吃燜豬肉族人拜祭昌榮祖及宏熙祖後吃燜豬肉，，農莊成農莊成
聚會場地聚會場地，，環境優美環境優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