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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兩廣、湖南、江西之間，有五大山嶺東西橫亙其中；山嶺南北兩地

自然分隔成兩大地塊，並在悠長的歷史過程中塑造出同中有異的文明，共

同形成了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考古發現說明，嶺南古文明根在大陸，是

中原文化的延伸。進入歷史時期之後，嶺南的獨特地理條件逐步描繪出這

地塊的人文及社會格局，最終形成與中國北方文明有別的嶺南文化。

嶺南位處亞熱帶，氣候宜居；平原廣闊，物產豐沛；海岸線東西綿延，

盡收漁鹽之利。此地匯聚三江，交會成中國三大水系之一的珠江；支流繁

茂，育人潤物。珠江南接大海，面向四方，是中國古代中外海上交通的樞

紐。珠江三角洲廣納海外文明，培養出嶺南兼收並蓄、開放包容的地域 

性格。

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平定南越，設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自此

嶺南地域納入中國大一統王朝的版圖。中國歷史上，北方地區不時遭受外

族入侵，難免顛沛流離之苦；嶺南則長年安定富足，吸引大量中原氏族移

居至此開基立業；形成廣府、客家、潮汕、雷州四大嶺南民系；並發展出

獨特的語言、藝術、音樂、飲食、民俗等文化。

隨着文明演進，航海技術逐步拉近海國之間的距離。嶺南重鎮廣州位

處珠江下游寶地，兼得江海之利，自漢代以來一直是中國對外通商的第一

口岸，地位至清代而極盛。廣州匯通天下，以商業利益薈萃環球文化；嶺

南在西方文明的長期滋養下，成為中國別樹一幟的文化板塊。在中國近代

化的進程中，嶺南率先在政治、經濟、科技、教育、宗教、藝術等方面汲

取西方文明的精華，成為中國最擅於與西方對話的文化地塊。

歷史證明，嶺南的地理條件確實有其獨特的優勢 , 因此造就了廣州的千

年繁華和澳門跨世紀的中西情緣，香港和深圳在過去百年先後崛起成為全

球矚目的世界級都會。在多元多變的文化影響下，嶺南地域的生活面貌也

推 薦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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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展現豐富的色彩；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宏大格局之中，今日的嶺南地域

已經從點伸延至線和面，在嶺南文化的根基上將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建設成

粵港澳大灣區。這個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是國家發展藍圖的一項重大

戰略部署，也是嶺南千年文化在充滿機遇的二十一世紀的一次歷史性蛻變。

在古今新舊的激盪之中，嶺南文化吸引了更多的目光和關注；有見及

此，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推出「圖解嶺南文化」系列，以繪圖配合文字和

照片，深入淺出，通過專家學者的專業導賞，以文物解說嶺南歷史上的建

築、民俗、書畫、戲曲、音樂等文化主題，引動今天的讀者尤其年輕一代，

透過這場尋根之旅，去尋覓那份時空交錯的歷史感，並細心聆聽這些文化

精華背後觸動人心的嶺南故事，更好地理解當下、擁抱未來。

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學術及對外關係）、歷史系教授

劉智鵬

2021 年 3 月



南粵民眾在嶺南大地上繁衍生息幾千年，創造出許多獨具嶺南地域特

色的民風民俗，在語言、風俗、生活習慣、民間藝術等方面，既保留了南

粵先民的古老遺風，又隨着時代發展變遷，呈現出開放、包容、創新的氣質。

嶺南各地民俗既有共性，又有特性。受嶺南地理環境的影響，廣東境

內山脈、平地、台地、海洋等地形地貌，天然地將廣東分為珠江三角洲、

潮汕平地、粵北山區、沿海地區等，不同的生態樣貌滋養出多樣的文化。

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廣府人、客家人、潮汕人、雷州半島和少數民族等不

同民系和民族在各個區域繁衍發展，創造出豐富多彩、個性鮮明的民俗文

化，造就了嶺南民俗文化的多樣性，可謂「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各

處鄉村各處例」。

也正因其豐富性，形成了嶺南民俗活潑明快、兼容開放的特點。廣州

萬紫千紅的迎春花會、佛山催人振奮的醒獅舞、梅縣優美押韻的客家山歌、

潮汕熱鬧隆重的遊神風俗、粵西精彩斑斕的年例活動、粵北特色鮮明的

民族崇拜……這些民俗激發人們的遐思聯想，鼓舞一代代嶺南人不斷開拓 

進取。

提到民俗，人們總會從「雅」的對立面去理解「俗」，卻忽視了「俗」中

亦有「雅」，「俗」亦可塑造「雅」。因此，我們在編寫本書的過程中，特意

尋找一些文人墨客描述嶺南民俗的詩詞，試圖展現嶺南民俗「雅俗共賞」之

韻味，讓讀者重新認識和感受嶺南民俗文化特色。

嶺南民俗的種類繁多、各放異彩，在這樣一本薄薄的圖書裡定然無法

全面囊括。每一種民俗都是歷史悠久、內容豐富的。因此，這本書只能涉

及部分的民俗。親愛的讀者朋友，嶺南民俗和民俗活動背後還蘊藏着更加

豐富的歷史知識和社會文化等各種價值，等待着你們繼續發現和探索。

編者

王維娜

2020 年 1 月寫於廣州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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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時節慶中 
獨特的嶺南風

嶺南地區是古代百越民族聚居的地方，在漫長的歷史歲月裡，百越民

族與中原漢族的移民不斷交流和融合，逐漸形成了廣府、客家、福佬（主

要生活在潮汕地區）三大民系。從他們的方言、節日慶典、飲食風味、遊

藝娛樂中，可以探究出與中原文化的血脈相連，但同時又能呈現出各個民

系和族群獨有的特徵，形成了多元、多樣、包容的風格，即使是全國人民

都有的歲時節慶，也凸顯出迷人而獨特的嶺南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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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薔薇夾馬櫻，攜籃叫賣一聲聲。雙雙飛蝶頻追逐，跟個賣花人入城。

羊城世界本花花，更買鮮花度年華。除夕案頭齊供奉，香風吹到暖人家。

— 佚名《花田竹枝詞》

春節古稱元旦、朔旦、正旦等，指夏曆（即農曆）正月初一，從公

元前 104年漢武帝改革曆法，實行太初曆開始，至今已有 2000多年的

歷史。辛亥革命後，中國開始採用公曆，將公曆 1月 1日定為元旦，農

曆元旦改稱「春節」。

春節歷史悠久，是中國最重大的傳統節日。在春節期間，中國各地

均舉行各種慶賀新春活動。嶺南地區歷史文化底蘊深厚，新風古俗，自

成一格：廣州春節「行花街」、陽江新春行大運、潮汕遊大標和扣英歌、

粵北舞春牛、醒獅賀歲以及彩龍翔舞等等，都有農耕文明的印記，是依

託於農耕社會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創造出來的習俗，既包含了對去歲收穫

的喜悅，也寄託了對來年光景的期望。

春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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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人怎樣過年？

嶺南春節從臘月二十三祭灶開始，謂之「入年關」，此後每日的活

動都有固定的安排。舊時的「新春習俗歌」唱到：

臘月二十三，曬被洗衣衫；臘月二十四，清潔房邊地；臘月

二十五，掃房撣塵土；臘月二十六，洗淨禽畜屋；臘月二十七，

裡外洗歸一；臘月二十八，家什擦一擦；臘月二十九，髒物都搬

走。三十喜歡團年，行花街接財神。

從年初一開始，嶺南不同民系過年風俗更是各有特色：

陽江人年初一「行大運」；廣府人初二「食無情雞」；客家人初三「送

窮鬼」；初五「神落天」；初六正是年；初七「遊花地」、吃七樣羹。各

種慶祝活動一直持續到農曆正月十五。

七樣羹

七樣羹又稱七樣菜，是一種潮汕地區春節時獨具特色的傳統食俗。將芥菜、厚合、芹菜、
蒜苗、春菜、韭菜、芥蘭等七種蔬菜同煮，寄寓「新春發大財、合家平安、長長久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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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府人過大年「行花街」

「行花街」，廣府人又稱為「遊花市」

「行大運」。自明清以來，廣府人就有「行

花街」的習俗。除夕當晚是「行花街」的高

潮，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就是為了沾點花香瑞氣，

擠掉污濁晦氣，以求來年風調雨順、幸福平安。廣州

除夕「行花街」還有「賣懶倡勤」的寓意，

廣州有童謠唱道：「賣懶，賣懶，賣到年

三十晚。」

廣府人十分喜歡花，廣州自古更有「花

城」的美稱。「行花街」當然少不了買年花：

廣府人首選金橘，廣州

話諧音「今吉」；再來

一枝紅桃花，意為「宏

圖」；再擺上一盆應節的

水仙花，以示「花開富

貴」……插在花瓶裡的鮮

花搭配也很重要，菊花、

芍藥、劍蘭、銀柳等等，

擺在屋內滿室生香。在

廣府人看來，過年沒有

「行花街」就沒有年味。

這既是「擠」出來的節日

喜慶與狂歡，也是廣府

人傳承已久的情感儀式。

廣州荔灣路花市 
（黃國祥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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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年宵花市

年宵花市是香港農曆新年的傳統節慶活動。粵語中，「花」與「發」

諧音，寓意「財運亨通」「花開富貴」「春華秋實」。香港年宵花市固定在

春節前幾天舉行，香港人都喜歡逛一逛人山人海的花市，賞一賞具有吉

祥寓意的各類應季花卉和盆栽，為新年添上濃厚的喜氣。

全港大大小小的「花市」均為戶外市場，從每年農曆 12月 24或 25

日經營至正月初一清晨 6時結束。面積最大、人流量最多的是維多利

亞公園「花市」。香港方物名家葉靈鳳曾這樣記錄香港的年宵花市：「年

宵花市上最當令的是吊鐘、水仙和桃花。買了挑花的大都不再買吊鐘，

但水仙是必買一兩棵的。桃花最值錢的是大株而形如覆傘的雙瓣桃花，

水仙是經過人工製作的蟹爪水仙。一株模樣整齊的高大『桃花王』，花

販會貼上紅紙標價千元以上。可是在這年頭兒，連最講究的南北行和銀

號都在「慳皮」，對於這樣貴的桃花，恐怕很少人會有閒情來『問價』了。

除了吊鐘桃花水仙之外，花市上陳列最多的是萬壽菊和桔樹了。這兩種

花樹都是要連盆成對買的……」

香港年宵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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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遊大標

「遊大標」即鑼鼓標旗巡遊，是廣東潮汕地區的傳統民俗文化活動。

清代學者鄭昌時曾賦《竹枝詞》：「東西弦管暮紛紛，閩粵新腔取次聞，

不隔城根衣帶水，《馬頭》高調送行雲。」真實再現「遊大標」的熱鬧

情景。

鑼鼓標旗巡遊主要由標旗隊和潮州大鑼鼓隊兩個部分組成。巡遊

的隊伍人數少時三四百人，多則以千人計。遊行隊伍由少女扛着堆金

織錦的橫帔走在最前面，隨後是馬頭鑼、大小五鋒旗隊、儀仗隊、腰

鼓隊、兒童火龍火把隊、娘傘隊、戲出隊（也稱「擺塗景」）、大小年標

隊、潮州大鑼鼓隊，整支遊行隊伍聲勢浩大，場面壯觀華麗，使人眼花

繚亂、回味無窮。

潮汕「遊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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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春牛

客家舞春牛

牛是農業社會的重要生產工具，居住在粵北韶關地區的客家人，

千百年來就依靠着牛耕以減輕勞動強度。客家人對耕牛無比愛護和崇

拜，並視牛為客家的吉祥物，認為可以帶來好運、驅逐邪氣。

立春是二十四節氣之一，自古有立春之日送勾芒土牛之俗。粵北

客家每逢立春、春節常以「舞春牛」的形式來迎春、拜年，祈求五穀豐

登，祝願幸福平安。「舞春牛」一般從臘月下旬開始，「春牛」用竹篾、

木板、棕繩、黑布、紙張等材料紮成，並繪上吉祥圖案。春牛隊由十多

人組成，一人舞牛頭，一人舞牛尾，一人扮主角耕夫，一人扮看牛仔（牛

童），四位女子扮演阿妹挑水或擔花籃，其餘人操作樂器（鑼、鼓、鈸、

二胡）。每年正月初一，各春牛隊必定出遊村坊，開始拜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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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節是中國的傳統節日之

一，時間為每年農曆正月十五。正

月是農曆的元月，古人稱「夜」為

「宵」，正月十五是一年中第一個

月圓之夜，所以稱正月十五為「元

宵節」。

元宵在早期節慶形成過程之

時，只稱正月十五、正月半或月

望，隋以後稱元夕或元夜。唐初

受了道教的影響，又稱上元，唐

末才偶稱元宵。自宋以後也稱燈

夕。到了清朝，就另稱燈節。這

一天晚上，民間要點燈盞，又稱

「送燈盞」，以進行祭神祈福活動。

在傳統觀念裡，過年要一直

延續至元宵佳節才算真正結束，

正月十五日晚上人們通過吃湯

圓、賞花燈、猜燈謎等一系列活

動，辭舊迎新。

廣式紅木宮燈 — 百變節日燈

千門開鎖萬燈明，正月中旬動帝京。三百內人連袖舞，一時天上著詞聲。

—（唐）張祜《正月十五夜燈》

元宵節

元宵吃湯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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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的玩燈節

元宵節，也叫「燈節」，在廣東地區，最重

要的節目就是「玩燈」。「燈」與粵語的「丁」

諧音，元宵燈會既有慶祝新春之意，也寄託了

百姓祈求人丁興旺的美好願望。正月初九至正

月十五期間，廣東各地都會舉辦燈節，各種具

有地方特色的花燈大放異彩，如：廣式紅木宮

燈、潮汕花燈、佛山彩燈、深圳沙頭角魚燈、

江門龍鳳宮燈等。這些燈節以潮汕的遊花燈和

佛山「行通濟」最為精彩。

潮汕遊花燈

潮汕遊花燈，男女老幼傾城而出，街上華燈爭妍。當花燈出遊時，

隊伍會以潮州大鑼鼓開道，用威武昂揚的龍頭燈「打頭陣」，再以翩翩

起舞的鳳頭燈收尾，中間是以獅、象、魚、鳥為形象的花燈，還有以戲

劇故事為題材的人物紗燈和盆景古玩

花燈。這樣的遊燈隊伍，潮汕人稱為

「龍頭鳳尾」，蘊含了人們「從年頭好

到年尾」的祝願。

潮州花燈 — 人物紗燈

潮州花燈

潮州花燈 — 人物紗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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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行通濟」

正月十六，佛山有「行通濟，無閉翳（沒有憂愁）」這個習俗，必須

一次從橋頭走到橋尾，心中所求的願望就會成真。每到這一天，家家戶

戶都會來到通濟橋，舉着風車，拿着花燈，提着生菜（寓意「生財」）浩

浩蕩蕩地從北往南走過通濟橋，祈求來年平平安安、順順利利。

通濟橋

揭陽「燒龍」「行彩橋」

揭陽市的元宵節還有兩大代表性活動—「燒龍」和「行彩橋」。

「燒龍」相傳是喬林鄉人戰勝外患之後的一種慶祝形式，至今已有五百

餘年歷史。在經過春節遊龍迎春後，正月初十晚開始燒龍。彩龍身上裝

滿煙火，由一群青壯男子托舉，參拜神靈後點燃火藥。伴隨鑼鼓和炮竹

聲，彩龍騰躍飛舞，五彩奪目，極為壯觀。燒龍活動是為了祈禱來年風

調雨順、五穀豐登。

「行彩橋」又稱「行頭橋」。揭陽古城（今榕城區）的大小橋樑都張

燈結彩，男女老少摩肩接踵，行橋祈福，熱鬧非凡。其中石獅橋是人流

量最多的地方，大家一邊過橋一邊摸橋頭的石獅，口念吉祥話語，寄託

新年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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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陽「燒龍」

揭陽「行彩橋」

象徵吉祥如意的石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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挈盒攜樽郊外行，新蓬圓子祭先塋。  

原頭累累瓶裝骨，塚上添泥貼太平。

                —（清）吳澄《祭祖》

清明節，又稱踏青節、行清節、祭祖節等，是中華民族古老的節

日。清明是「二十四節氣」之一，交節時間在公曆 4月 5日前後。這一

時節，生氣旺盛、陰氣衰退，萬物「吐故納新」，大地呈現春和景明之象。

清明節源自上古時代的祖先信仰與春祭禮俗，掃墓祭祖與踏青郊遊

是清明節的兩大禮俗主題，這兩大傳統禮俗主題在中國自古傳承，至今

不輟。

清明節與春節、端午節、中秋節並稱為中國四大傳統節日。2006

年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清明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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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公分豬肉，人人有份」

廣東人極為重視清明祭祖，俗稱「拜山」。臨近清明時，家家戶戶

都會準備好各式祭品，計劃好祭拜路線和時間。具體的時間、祭品樣式

等會因地方不同、民系不同而稍有差異。正如俗話所言「各處鄉村各處

例」（即「每個鄉村的慣例都有所不同」）。不少在他鄉生活或經商在外

的遊子和宗親就會在清明節返鄉祭祖，或與親人一起宴飲，溝通情感或

參與「太公分豬肉」的活動。

「太公分豬肉」就是在祭祖儀式後，由德高望重之人（一般尊稱為

「太公」）將祭祀過祖先的燒豬切成小塊，分給族人們，寓意祖先留下來

的東西「人人有份」，族人們在祖先的庇佑下幸福平安。大人會將切下

的第一塊燒豬肉先分給小朋友試吃，隨後大人也加入到分吃「太公豬

肉」當中，並把各自分得的燒豬肉帶回家。傳統的「太公分豬肉」象徵

着家族的團結與凝聚。

各具嶺南特色的清明歲時食物

廣府人除了清明祭祖的金豬（燒豬或燒乳豬）之外，還會吃清明蕎

菜；客家人有清明粄，這是由艾葉、苧葉、雞屎藤、枸杞葉等草木做成

的米粄，能保健養生；潮汕人過清明節，則少不了薄餅和蒸樸枳果，樸

枳果與閩南地區的「青糰」同屬一類小吃，薄餅後來又發展為春餅。據

傳，嶺南地區很多清明歲時食物是由古代寒食節的食俗流傳而來。

客家清明粄 潮汕樸枳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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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船鼓響又端陽，祝君前程壽吉昌。  

力爭上游風光好，財源廣進福呈祥。  

朝進羊，晚進象。家和諧，喜成雙。紅花開，炮仗響。

— 端午節民間歌謠

端午節，又稱端陽節、龍舟節、重午節、天

中節等，是中國民間十分盛行的民俗大節。

農曆五月五日過端午節，是中華民族自古

以來的傳統習慣。

端午節兩個標誌性習俗是扒龍舟和

食粽。仲夏端午，是飛龍在天的吉日，

以扒龍舟形式祭龍是端午節的重要禮俗

主題，此俗至今在中國南方沿海一帶仍盛

行。傳說戰國時期的楚國詩人屈原在五月五

日跳汨羅江自盡，百姓們怕江河裡的魚吃掉他的

身體，就紛紛回家拿來米糰投入江中，以免魚蝦糟蹋屈

原的屍體，後來就成了吃粽子的習俗。後人亦將端午節作為紀念屈原的

節日。

端午節

端午粽 插在門上的艾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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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人端午賽龍舟的「開幕式」

廣東和全國許多地方一樣，端午節要賽龍舟、飲雄黃酒、寫符章、 

掛艾草、包粽子、斟艾酒等等，其中以廣東賽龍舟尤為精彩。 

賽龍舟前，廣東人會進行起龍儀式，就是把深埋在河涌和池塘泥水

中的龍舟挖起、洗淨、風乾。因為傳統龍船在陽光底下暴曬會爆裂，所

以要將龍船沉在河裡，用濕潤的河泥包裹起來。

起龍，只是一年一度龍舟季的「開幕式」而已。起龍、採青、招景、

應景、賽龍、藏龍、散龍……這些嶺南賽龍舟儀式繁複，每一步都有它

的講究之處。

採青龍眼點睛

起龍

龍船被起出來後，首先是
清洗淤泥，檢查船身是否
有爆裂或變形。

請龍頭

將龍頭和龍尾從祠堂裡面
「請」出來。

一系列儀式後，龍頭、龍尾被抬出祠
堂和龍身合併在一起，這才真正成為
龍船。

緊龍筋

用一塊薄木板，抵在船頭與船
尾之間，加固船身，使船身硬
朗一些。

灑龍水

用植物枝葉蘸水後灑向四周，
寓意給人們帶去吉利。

上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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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趁景的龍船

賽龍舟的趁景與鬥標

廣東各地舉辦龍舟競渡，賽前邀請各鄉龍船前來應景，只表演技

巧，不排名次，人們稱之為趁景。趁景那天，每條船上都插有各村鎮的

標旗，到達指定地點報到後便開始他們在江面上的表演。江面是震天的

鑼鼓響，岸邊是齊聲高呼的吶喊聲，氣勢如虹，彰顯各自實力。趁景完

畢，才正式開始比賽，也就是鬥標。

鬥標也叫鬥龍，鬥龍得了第一名叫奪標。由於鬥標只有第一名，之

後就不會排其他名次了，所以鬥標往往會鬥得十分激烈勇猛。號令一響，

江面上一條條龍船如離弦利箭射向終點，兩岸人山人海，鑼鼓聲、鞭炮

聲、吶喊聲，聲聲震天，好不熱鬧！鬥龍既考橈手（划船的人）的爆發力、

耐力，又考鼓手（擊鼓的人）的節拍，還考舵手（控制龍船方向的人）的

機敏以及頭旗手（護標旗的人）和標手（搶標的人）的膽量，更考全船人



員的團結協作，因此參加奪

標的都是經過精心挑選、有

勇有謀的隊員。

賽龍舟當晚，各村坊

筵開數百席，男女老少晚

上吃龍舟飯。龍舟飯的菜

式是傳統雞、鴨、鵝、魚、

豬肉 ,以及由龍舟賽會贈送

的燒豬肉、米酒等。龍舟

競渡，既是村落、宗族之

間的交流與競爭，也是節

日裡的民間盛事與狂歡。

龍舟鬥標的場景



18

十丈長筵五色香，香奩金翠競鋪張。可應天上神仙侶，也學人間時世妝。

芝麻為米燭為橋，巧乞天孫夜未迢。郎比牽牛妾織女，年年夜夜是今宵。                                                                

—（清）汪鮀《羊城七夕竹枝詞》

七夕節又有「乞巧節」「女兒節」等不同的叫法。七夕節在嶺南還有

別樣的稱謂，如「七姐誕」「七娘誕」「擺七夕」「拜七娘」等。嶺南人對

乞巧的追捧堪稱全國之最，儀式之鋪張、場面之熱鬧可與春節媲美。節

日裡，女子們擺巧、鬥巧、拜仙、敬神、宴遊、歡唱，獨具一派南國風

光。宋人劉克莊詩云：「粵人重巧夕，燈火到天明。」乞巧的風俗在清

末民初，更是十分興盛。

七夕節

民間乞巧賽藝會上的參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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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女子展現巧手的節日

乞巧風俗在廣州、東莞較為興盛，其中以廣州乞巧活動最集中。

以規模最大的珠村為例，「拜七姐」活動自古就有着完整的程序和儀式，

並一直保留至今。年輕的女子還會進行「擺巧」，她們會將自己精心製

作的「巧物」擺出來讓人品評，這些「巧物」有刺繡、珠繡、微型景觀

等等，還有極具特色的對影穿針「賽巧」環節。

常盛不衰的嶺南乞巧節

千年古俗唯有嶺南地區常盛不衰，與嶺南特有的文化密不可分。廣

州俗語「第一遊波羅（波羅誕），第二娶老婆」，雖是戲說波羅誕，但羊

城乞巧節也會出現「看物人稀看人多」的有趣場景。嶺南山川靈秀，充

滿南國水鄉的浪漫情致，海外風情熏染，正是在這樣一個相對開放的社

會環境中，女性更希望能夠通過一些節日來展示自由的個性，所以與七

夕節日活動的全國性衰落相比，嶺南七夕活動的生命力依然旺盛。

民間乞巧賽藝會上的參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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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當望夜，平楚帶斜曛。暑氣能昏月，砧聲不隔雲。

華燈浮白水，老衲誦冥文。漫說中元節，儒書惜未聞。

                                —（元）仇遠《中元》

中元節

中元節俗稱「七月

半」「鬼節」，是追懷先

人、敬祖盡孝的日子。

嶺南地區在這一天無

論貧富都要備下酒菜、

香燭和紙錢祭奠先人，

賑濟孤魂野鬼。民間

相傳，在七月十四日零

時，地府鬼門關大開，

那些無主野鬼就會到陽間四處遊蕩。所以中元節前後人們盡量不在深

夜出門。

廣州車陂村「擺中元」

在廣州天河區車陂村，至今仍保留着「擺中元」的傳統民俗。中元

節時，由沙美梁氏宗祠的「太婆」帶領女性後人進行傳統祭拜。宗祠大

廳裡會擺放巧哥巧姐們親手製作的精美手工製品，包括絲布花、紙通

公仔、車陂龍船景、廣州塔微縮版模型、廣州西塔模型等，叫做「擺中

元」，寓意對未來生活的美好祝願。「擺中元」期間，祠堂每天中午和晚

上都會擺桌提供大盆齋菜，由梁氏姑嫂們親自掌勺，只需隨緣添些香油

錢便可品嚐到特色齋宴。

中元節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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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中元節施孤普度

施孤是把食物用品施給無主孤魂，讓其早日投胎轉世的儀式。每到

七月，潮汕各大寺廟會舉辦盂蘭盆會，搭建孤棚舉行施孤、放生、放水

燈等活動。各家各戶會準備食物、香燭、紙錢等，於路旁野外跪拜，遍

濟孤魂。

廣州車陂村「擺中元」

潮汕中元節施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