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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不3的犯『情 :由六郷小沼村遷村看祭TE儀式的承博興氏族力量的凝翠》

王肇枝十等

毎逢経過大哺的黄金地段 '糸忠會看見―り離卜五層高的棲宇 ,究莞官欄背後埋蔵着

想様的故事嘱 ?

六郷中的小溜村是最員窮的―條村 ,但村民谷β擁有着園結互助09精神 。小溜開村

三百多年 '原束的小溜村中的屋字以祠堂為中′い向雨邊登展 '一屋緊貼―屋興建 ,

村民毎天朝夕相見。村民以捕魚為業 ,女性則在村内種田。但擬於小沼地理偏遠 ,

造成交通不便禾□収入微薄'而目村中漫有自束水禾□電力供應 '村民生活甚為駅苦。

村内紅白二事是全村参興的 ,大家―起劣享喜儡 患難時守望相助 ,反映出小溜

的簡撲禾□園結的郷村生活 。

然而 '寧静禾0諧的郷村生活部遇上城市登展帯来的挑戦 O一九六零年代 ,香港人

□突破四百萬 '食水供應成為一人難題 '於是IEX府決定興建86浬淡水湖。IFI府計

言」H尋六郷村民包括小溜村遷走 ,並
H寄村落折卸 。営初小溜希望遷往郷交6安冒 ,後

来他l15禾□IEX府成功協商在指定的地方興建祠堂 ,最後也願恵搬往大塙 。III府提出

以屋地五竃 農ヽ地二竃半的地債収回六犯β包括小溜村的土地 ,並按石碧新村的規

格 ,大哺新填地興建五層高棲房以及地鋪補償村民 。

搬入大捕後 'ノ」ヽ)=村的経済和村民的生活都有3恨大的改愛。村民居住的棲宇擁

有現代化的設備 ,女□電力 自ヽ来水 抽ヽ水馬桶 淋ヽ浴 消ヽ防以及街燈等等 。村中

比較年長的―輩只有農耕的経験 '鋏乏工作技能 ,因而難以尋我新的工作。他lPl

也可票着出租地鋪禾□軍位以獲取豊厚的租金 ,来維持生活。生活水平大大提升的

同0寺 '村民最開心的是祠堂。小)=不願意接受以地鋪作為祠堂 ,希望可以在粉嶺

雷眉山重冒祠堂 。亘至IEX府嚢展雷眉山為公共屋苑 ,又再H子祠堂搬到粉嶺利興

本寸 。

祭祀 '是―個凝緊氏族博承的習俗。昔日小溜村村民祭iB後 ,會在祠堂前的地堂

吃飯 。然而 '在蓋眉山重冒祠堂後 ,」 溜ヽ因鋏乏経費 ,有幾十年的時間停止了祭

lTE租先的活動。小)=村現0寺在和興有―瞳三層高的丁屋 '地下作祠堂 ,其餘雨層

放租 '収取的TE金用作祭祀禾□修葺祠堂,祭祀後會在酒棲吃飯 ,維繋族人的感情 。

可見 '保留禾□博承祭祀儀式 ,能凝緊氏族力量 ,維繋村民之間的開係 ,輝小溜園

結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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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3言

11遷不了的犯P情

今天 '食水封香港人来説並不鋏乏 '但半世紀前 ,船浬有―個客家氏族 ,便因為

解決香港食水問題 '犠牲自己宗族敷百年的租業 ,官就是船浬小溜村李氏。」ヽ溜

村三百多年的悠久歴史 ,開基租李子茂公従恵東白花鎮南下船理 '建立小)讐
,所

以今天小溜村李氏村民全是子茂公的子孫。半世紀前'香港政府為解決水荒問題 ,

将包括小溜在内的舟6浬六村遷住大哺墟 ,村民由郷郊生活轄愛為城市生活 ,他イP:

在城市環境下如何改墜和保存生活習慣禾□氏族博統 ,値得深入了解。他f5在商議

遷村的過程中 ,叉如何興政府談ツ」'是他IP3氏族歴史的珍貴記録 。」ヽ)=村的博統

祭祀儀式中 ,毎逢祭祀也會緊首―堂 ,大家就女□―個整鑓 ,世世代代 子ヽ子孫孫

皆為―健 ,H等整個氏族的力量凝緊起束。但遷村以後 ,這種祭祀會否受到衝撃嘱 ?

他lP5能否藉著祭祖活動凝緊氏族的園結力量 ?這 lLL郷是我イP]要深入探究的課

題 。

本年主題為 嚇 緊興承博 :香港的氏族 宗ヽ族及家族」。我イFヨ希望以追湖小沼李

氏氏族歴史登展為経 '探封他fi遷村前後祭租活動為緯 ,3解―個氏族61承博和

凝緊 。

12研究方法

我lPl在福案資料 訪ヽ問和書籍三方面進行研究 。



由於小溜村遷村渉及IEI府的船浬淡水湖的興建計蓋」,所以我lPl在香港歴史棺案館

我到―些IFI府棺案。這些棺案封於我イP]的探討非常重要。在棺案中有六十年代政

府官員之間的備忘録 六ヽ郷村代表往奎浬石碧新村禾□黄大仙参観徒冒大度的参訪

記録 有ヽ開小溜村的圏表利地固等 '了解到船湮淡水湖計菱」'興及六郷村民興政

府談ソ」安冒方法禾□賠償的情況 ;我イP:也我至」許多有開富年遷村賠償的報章報導 ,

譲我lP1 3解営8吉遷村政府興村民的談非」。

在訪問方面 ,我IP]以親身訪間的形式訪間3現任小溜村村長李志明先生 ,李村長

自小在小溜村生活 ,十二歳B吉随父母遷居大哺墟 ,見證著遷村的歴史 ,亦当」村内

的生活禾0博統祭祀方法有親身経歴。我イP]可藉此深入了解小溜村従前的生活 祭ヽ

祀租先的習俗 安ヽ冒棲宇的分配原貝」ヽ 村民遷村後毎年祭祀的過程 。譲我f:了 解

可→害村的文化承博 。

在書籍方面 ,我イP]為 了捜集六lll的歴史愛遷和民間習俗 '我到一本由美國匹弦堡

大學 Morns:Berkowit2所撰篤的書籍 ,他六十年代的研究記録3有開六郷的早

期歴史禾□人□禾0博統習俗 :亦講述村民遷村後 '六郷棲的格式禾□用以維繋宗族園

結的租先祭祀 '我 lPIH尋之興訪間互相結合 ,有助我イP]更 了解」→害村遷村前後的面

貌 。

13章節介紹

在第二章 ,我lP53用 31EX府文件 報ヽ章報道禾□Mornsi Berkowit2的 書籍内容 '



介紹六郷的早期歴史 ,以及用歴史固片説明其地理位置 ;講述小溜村遷村前的面

貌 '村内設施和村民以捕魚禾□耕種為生的生活 。

在第三章 '我イP:運用3大量政府棺案禾0報章報道 ,集中探討小)=村因船浬淡水湖

計蓋」遷村所街生的安冒問題 六ヽ郷代表興IEI府的談ソ」和賠償方案 ,以及六郷的大

規模遷移行動 。

而第四章講述小溜村村民遷村後的生活 '分析小溜村村民遷居到城市後 ,封他イP3

生活方式的改い 並探討他イP:女□何在城市裡保存博統 。

最後 ,我 lFB在第五章3用訪問資料 ,探討小溜村遷村後封集催祭祖儀式有何挑戦 ,

又有何機遇今集催祭祖儀式得以延績 '富中的文化承博女□何守望氏族 ,カロ強小溜

村的凝緊力 。



第 2章 : 尋村記

21六犯β 小溜村

六郷是指在上世紀 '由於興建船浬淡水湖而被逼遷 ,位於船浬海的六條村 ,包括

涌背く涌尾、横嶺頭、大溜、小濯禾□金竹排 。除3金竹排是王姓タト,其餘五條村

都是姓李 。他イ「:都是客家人 。六村中 ,涌背、涌尾、横嶺頭、大溜禾□金竹排四村

来自烏蚊騰 。Berkowttz指出 ,一六六一年 ,由於興鄭成功載円 '康熙下今浩海

五十里的村落搬遷到内陸地匠 ,一六六九年 ,康熙命令這些村落搬回原地 ,而烏

蚊騰是共中―條搬回原地重建的村落 ,但由於村内人□過剰 ,村民又在臆後的―

百年間 ,陸績搬至」船浬 ,並績漸依頼漁業 。而小溜禾□涌背則由中國内地遷入
10

六郷六村位於現今甚座地方 ?一九六三年一月 '政府公怖船浬淡水湖計書」工程 '

在南華早報拍撮的照片 '便敷顧示横嶺頭、金竹排、大溜禾□小沼四村 ,都背罪陸

地面向船浬海
2,而

涌尾禾□涌背貝」是案近新娘渾的較内陸村落 。

十版櫂所有

巨 1:横嶺頭、金竹排、大澤テ]小溜四村 ,都背案陸地面向船潜海 。国片摘自南華早報 。

1 Berkowitz, Morris r., Frederick p Brandauer & lohn H. Reed (1969): Folk Religion in an urban settlng,
pp. 14-15. Hong Kong: Christian Study Centre on Chinese Religion and Culture.2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3/1/1963):The tmmensity of the S500M. ptover Scheme.



現任小溜村村長李志明先生 ,小溜村李氏的共同祀先是子茂公 ,他由恵東白花鎮

遷入16浬 ,建立小)=村 。他不知子茂公遷入小溜的確賞年扮 ,但子茂公的兄弟建

立3船浬園下村 ,而園下村有記録稲於康熙皇帝0寺開村 ,故
1ヒ推測小)=也於同期

間基 ,至今約有三百多年。由於小溜由子茂公開基 ,村民都是他的子孫 '所以小

溜是―條氏族村落 (Jnde― lineage宙 |lage)。

2.2重現小溜村

船浬淡水湖建成之後 ,六 lll雖未至陸況湖底 ,但已居淡水湖内 ,而目六郷的建築

物都己抹卸 '小溜村的面貌経已消失 。Berkowた2封六lll村落有這様的描述 :村

落的屋宇以祠堂為中心向雨邊登展 '一屋緊貼―屋興建 ,屋興屋之間共用―堵惜 ,

富―列横屋讚展至」極限B寺
,便在後面興建男―列横屋。屋宇的空間狭」寸齊迫 ,面

積約十乗二十二唄 ,屋宇純作煮食禾□睡眠用途 ,日 常工作 休ヽ間貝」在屋タト共同擁

有89空地進行
3。

我lPl在歴史棺案館我到―扮 HKRS1075‐ 2-73的棺案 ,営中有―些固表禾□地固有助

我イP:重覗」ヾ
=的

面貌。政府在一九六二年底判小溜村進行登記 ,嚢現小溜共有十

九個住戸 ,人□―百零五人
4。

在―扮固表裡詳列小溜村有四十四間建築物 ,民

居面積由百多至四百多平方眠 ,営中以三至四百平方眠居多 ,四十四間建築物中

包括―間祠堂禾□―間八百多平方唄的菖學校
5。

在同一棺案亦有―幅小治的演」量

固 '原来」→
=的

中心是雨排房屋 ,」 運ヽ的祠堂是十七琥屋 ,位於前排房屋罪近中

央位置 ,左右興其他房屋相連 ,後面有男―列横屋 ,門□皆向海。毎間層屋前也

3 Berkowitz, Morris 1., Frederick P Brandauer & lohn H. Reed (1969): Folk Religion in an Urban Setting,
pp.20-24. Hong Kong: Christian Study Centre on Chinese Religion and Culture.4 

Tai Po District Office {1963); Village Survey Form - General lnformation. ln HKRS1075-2-73- Unknown author (undated): Plover Cove, Siu (au Village. tn HKRS1O75-2-73.



有―片空地 ,是村民用来曜穀、原衣、乗涼禾□翠會的た万 。在雨列横屋右邊有―

列小屋 。」→害村有自己的稿頭 ,有―′」爆各由民居通往縞頭 ,在小路的遅往偏頭中

途有―□水井 ,在漫有自束水的ノ」づ害村 ,供沐寸民打水。偏頭芳有―學校 ,供村中

子弟教育用途
6。        ___

*版
権所有

固 2:」う害村的地同 。国貝」採自 HKRS1075 2 73。

李村長借給我イP:一張珍貴的六十年代ノ」→害照片 ,有助我f]封小沼有更立彊的Eo象 o

照片中小溜背案山轡 ,中心為雨列中國金字頂横屋 ,屋前有―幅地堂。雨列横屋

右側有小屋。由於lp‐屋是由祠堂左右相連興建 ,故此建築特色是左右無園 ,甚至

連前方也没有明顧的宙戸。村屋前有―片農田 ,和―支懸掛3旗職的旗得 ,嫁李

村長説是五星紅旗 。李村長還補充 ,近偏頭的奮學校在他重年8寺経己停塀 ,建築

物有「濡海山房」四字 ,是村中供子弟學習的學校 ,校名是文光學校 ,但後来政

6 
Tai Po District office (undated): D.D. 153, siu Kau, survey pran. "prover cove - .vey pran (showing

Structure Number's Only)". ln HKRS1O75-2-73.



府在大溜設立較先進的三光學校 '月 濯ヽ31學童就到三光就學 ,村中父老便結束文

光學校 。

固 3:小溜村東南方眺望之全景 。由李志明先生提供 。

23村民的生活

李村長指出 ,小溜村層治海地匠 ,而且集近0■露港 ,因此村中男子大部分都以捕

魚課生 ,例如捕魚禾□帯子 '此タト,0■露港―帯有水上人 鶴ヽ佗人以捕魚為業 ,小

溜村村民也會従事「秤魚」工作 ,在海上収購他イPi的魚獲 ,再用胎運到太哺東昌

街魚市場出告。村中的女子貝」以種田為主,種檀水稲 ,日文害」後在地堂曜乾成米穀 ,

便拿到大靖墟賣 ,営時大璃墟有恒昌米機和均登米機 ,村民也會養難 養ヽ緒 ,毎

家人也會養難 ,但猪就不是毎家人都會養。此外 ,営時新界人到タト國課生是一人

趨勢 '小溜村亦有部分村民到タト國課生 ,李村長的父親富年就曽先後到南洋和英

國工作 。

*版権所



当於ノ」→害村民的生活 ,Berkow忙2以蒙苦形容 ,由於小)=偏遠 ,陸路漫有公路通

往大靖 ,山路又危険 '故村民以海路興タト交通 '但由海路到大哺的B寺間 ,因應天

氣由雨小時至四小8き不等 O由於地理偏遠 ,交通不便 'ノ」ヽ)害村民不能種檀高経酒

回報的鮮花禾□疏菜 '只能種植稲米。小溜稲米的産量只狗村民半年食用 ,但由於

新界米的債錢較高 ,村民便輝自己的産米在大哺出告 ,再買進□米回家食用。而

目営B寺漁民用魚胞捕魚 ,今魚獲減少 ,由此可見村民生活蒙苦
7。

雖然ソ」う詈生活較為銀苦 '又没有電力禾□自来水供應 ,縦使生活的條件比較落後 ,

但李村長坦言例喜歌郷村生活 。営B寺他在三光學校讀書 ,而且間0寺去放牛 捉ヽ魚

禾雌 雀5'過著悠間撲素的jll村生活。而且 ,郷村生活著重禾□睦的人際:日係 ,村

内紅白二事也是全村参興 O以往嫁嬰的喜慶宴會 ,都會速請全村人参加 ,通常有

八道菜 ,女□難 鴨ヽ 魚ヽ鰈禾□llLl猪 肉 '菜式好―馳會有1段球 。至於白事 ,會在祠堂

裏舞祭 ,全村人部會去竃忙 。大家―起分享喜悦 ,患難B寺―起守望相助 ,正正突

顧富8寺」→害的国結 。但寧語和諧的郷村生活 ,卸遇上城市登展帯来的挑戦 。

7 
Berkowitz, lMorrist.,FrederickpBrandauer&JohnH.Reed(1969):FolkReligioninanurbansetting,

pp. 28-30. Hong Kong: Christian Study Centre on Chinese Religion and Culture.



第 3章 :遷村記

31,」浬淡水湖計豊」

一九六零年代 ,香港人□突破四百萬 ,食水供應成為政府―個難題 。富時政府構思

船浬淡水湖計劃 ,興建雨條堤蝙将舟6浬内海周邊島嶼連む 然後将海水抽走 ,就可

以成為―個大型儲水庫 ,淡水湖除 31文集雨水タト,還配合輸入東江水。l露」,希望長

遠解決香港食水短訣問題 。船浬淡水湖計言」是於一九五九年進行可行性研究 ,於―

九六一年開展第一期工程
1。

第二階段工程 ,包括水嬬 輸ヽ水隧道的興建工程 '則於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一日公怖興建 ,主嬬位置就是上国連接大尾篤及白沙頭的虚線 '

其紀長度為―馳二五英哩 。16浬淡水湖計露」是富時香港最大型的基建 ,因為除了水

務工程外 ,輸水隧道具中一段 '便順帯成為行車隧道 ,就是員通九龍和新界的len子

山隧道 ;而工程控出的泥土 ,又用作葵涌谷和大浦墟填海用途 。落成敏用後的船浬

淡水湖 ,面積達二千七百五十英畝 。根嫁営年僣計 ,這個造債五億港元的船浬淡水

湖的儲水量 ,将會是営0寺所有水IF8容量紀和的三倍 ,水塘中的食水将會糸⊆過一系列

的抽水帖及地下水管和隧道博送至港九各地
2。

至一九六五年 ,政府佑計工程造償五

億五千萬元
3。

由於興建水嬬後 ,淡水湖的水平面比起原先的海平面高得多 ,而且00t

浬沿岸村落的海路出□亦被封閉 ,因此政府計書」輝六犯β村民遷走 ,並
H等村落折卸 ,

l Governmentinforma●
On Serv ces(1965):The P over Cove Scheme HOng Kong:Government P● nter

:器鼎嵐胤‖i綸t翼僣認」嶋]胤1胤塩ⅧI耽蹴躙:詰mmt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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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村植根16運数百年的郷村生活即将書」上旬琥 。

32市匡安冒興犯β郊安冒

IFI府在一九六三年一月宣怖船浬淡水湖第二期工程 '但其貿早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

己部署遷村計豊」,十二月十七日 ,政府開始封船浬六郷進行統計調査 ,収集村民資

料 。十二月二十九日 ,政府興六郷村民在育群學校會議 ,並提出市匡安冒 (urban

resettiement)的 安排 。六三年一月九日 ,六郷村代表向大璃助理理民府表示原則上

不反封船浬淡水湖計劃並願意選出 ,他f:以大哺為安冒地鮎的首選 。営時 ,政府代

表表示會接石壁郷的條件賠償村民 ,将以「唄換唄」方式 ,即以其原居屋宇面積換

取新安冒大度軍位面積 。由於村民搬遷至大哺後将無法再進行耕種及捕魚 ,愛相無

以維生 ,政府同0寺計書」給興村民一間小商鋪以維持生計。一九六三年的二月 '涌尾 ヽ

大溜 金ヽ竹排和横嶺頭四村先後同意市匠安冒遷往大浦 。但小溜禾0涌背貝」希望郷郊

安冒 (rural resetJement)4。

為何政府會有市匠安冒興郷郊安冒的雨套安排咤 ?原来政府在五十年代興建大嶼山

石壁水塘時 '一様要搬遷石壁郷 ,営
8寺大部扮村民選揮市日安置 ,改雙生活方式 '

政府在奎浬興建棲高五層的石碧新村 ,安置村民 :不願改愛生活方式的村民 :貝」獲

政府在大浪潜 ,政府為他lPl興建雨層高的平房 ,並給予農地 。負責営時石壁郷搬遷

的官員指 ,選揮大浪浬郷郊安冒的石壁村民生活 ,遠比選澤奎浬市匠安冒的村民銀

辛 ,並相信他イP]封郷郊安冒深感後悔
5。

」ヽ 響村村民不希望在大浦安置的原因是由於風水理由 ,IEX府亦為他f3建議在粉嶺菫

眉山的田心村重建小溜村 ,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 ,小溜村村代表李文有先生去信大

a 
Unknown author (1953): Diary of lmportant Events in Negotiation with plover Cove vi ages forthejr Resettlement. ln

HKR5107s-2-76
5 

Lo Hsien Hau (1963): Note on conversation with Mr.John Abbas on 19th oct., 1963. rn HKRs1075,2-73



だ理民府 ,表示「決定遷移,嶺雷言コ≡b村建築新式郷村屋宇」以作安冒`C雙方

ヽ三電二十日往田心村勘察
7=,尋

肯ε:本」民貝」提出遷往洞梓轍頭角及布′いわ三乏司鉤土

た重冒新村 。但経過勘察後 雨ヽ地的選l‐皆出現問題 。政府指出這雨個地万ぇ有水

源不足鉤問題 '而且徹頭■及有心排之間的土地経己被富地居民用作耕種乏馬 ,而

田心本]釣土地更是私人土たFE E程出農地 ,因此遷往郷郊計書」就此告吹
SC

|

固 4:粉紅色gs扮為4ヽ雪村原本要求遷往精嶺日心村重冒地方 。地日l商 自 HKRS1075 2フ 3。

i粥1塀ム醜IF旱馨1:貫傘警「[[li鰈髪権Irm_.ment h
HKRS107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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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一方面 ,IEX府亦就市匡安冒的房屋規格徴詢六郷村民意見 。四月十一日 ,政府安

排六郷村代表往奎浬石碧新村参観 ,石壁村民獲安冒棲宇的規格 。五月二日 ,又安

排声5村代表往黄大仙参観徒冒大度
9。

七月二十一日和八月一日 ,大哺日」理民府

WOnerS往六郷訪問 ,涌尾 全ヽ竹排 横ヽ嶺頭及大以都不接受徒冒大度 ,他lP5認為安

冒棲房至少要好像石碧新メ
=男

5壕 ,毎個単位至少要有六百平方唄 ,而旦基大哺墟曽

受水浸威脅 ,要求政府力□高地百商鋪高度及力□装閣橿 ,以保障貨物及人命安全
10。

六

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政府向村民宣lm~,将普益街至廣福道的大哺新填地 ,全部用

作興建十三座半五層高的棲手安冒六郷村民 ,並強調這是政府懐慨的犠牲 lgenerous

sac●■ce),因為這地段是大塙¬中心最有債値00土地
11・

*版権所有

口 5ヽ 6:左曰為位於奎虐的石碧新村 ,右同為位於大靖的六郷新村 。

棲宇是参照奎酒石碧新村而建 。
由雨曰0」 見大璃六郷新村的

'Unknown authOr{1963):Diary OF mpOrtant Events n Neg。●a● on wth P over cOve V‖ ages fOrtheir Resett ement in
HК RS1075-2-76

‖
憮 :誡 I紺 潔 子も1:糊 i‰ 1苫∬ 灘 謡 1躙 器 設 躍 翼 蹴 [[1年:,t田子聰 ememmt

ln HKRS1075‐ 2‐ 7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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ロフ 8ヽ:左国為位於奎潜的石碧著本],右日為位於大哺的六郷新可 。≡χ可見大哺六郷新村的地舗
高度二石碧新村高 ,雨 EI六郷新村櫻宇的露台採用密封式設計 。

小溜及涌背雖然亦有腺随政府前往参観 ,雨目亦明白政府解繹郷郊安冒的困難 ,但

他イPヨ例然希望政府研究遷往郷郊的計書」。雙方在安冒的安りF上拉据3-段持間 '一

九六四年三月 '涌背首先接受安冒大哺3ヨ 安排 '」 →害貝」表示 '女□果准許在也lP5指 定

的地方興建祠堂 ,他イP]也願意搬往大浦
12。

営在大哺「市匠安冒」落寅後 '倉,下的便

是員籠賠償的安排 。

33談判興賠償

在賠償方面 ,政府提出以屋地五竃 農ヽ地二重半的地債収回六郷包括」→害村的土地
13,

並按石碧新村的規格 ,大浦新填地興建五層高棲房補償村民 。村民以住戸為軍位 ,

毎―戸獲約一千平方唄地鋪―間 '由於地鋪凱量有限 ,女0果未獲分配地鋪的住戸 ,

貝」以雨個居住軍位代替 :毎戸男丁満十六歳獲分配約六百平方限居住軍位―間
14。

此

タト'未収害」的穀物 果ヽ樹 牲ヽ□和漁船 ,政府都會給予賠償
15。

12 Worters,RK(1963)MemofrOm R 
К Wortersto D`t■ ctComm`● Onel New TerntO■ es dated 16山 March,1964 n

HKRS1075‐ 2‐76

:A鷺需鼎 i織¶認謳蹴誦 烹ie』思肝γlttercoveⅧ弔6おr the“ Oettement
in HKRS1075‐ 2-76
lS Tiger Stendard(29/11/1966)V‖

lagers'Ex t Begin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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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9:為廣福道新填海日興建六郷新村棲宇的日員」。除3廣福道巳宰所示之範国 ,政府後束在普益街
(Po Ⅵck Street)以 北再加建棲宇以應付需求 。日貝」l采 自 HKRS1075 2 76。

六郷村民於一九六三年「晉謁」港督 ,要求毎る男丁 '不限年齢均可獲居生軍位―

間 ;毎雨位女性 ,不限年齢均可獲居住軍位―問
16,但

建議不獲接納 。其賞IEX府封分

配房屋 '並不墨守成規 ,雨是有3軍性虚理 。lal如 李村長遷村0寺年僅十二 ,並無資格

獲配房屋 '但由於他還有三個妹妹 ,政府為他這戸村民多配―居住軍位 ,結果七―

家獲配「―鋪三棲」。在政府棺案中 ,」→害村 SKl禾□SK4雨戸請浸有男丁 '17,但結

果除獲鋪タト,還獲居住軍位雨個
18。

村民還要求棲宇面積興石碧新村相同 '地面商lin要棲高十七唄六吋並設有閣棲 ,村

民要在収到屋契後オ開始遷出奮址及入侠新址 ,商住軍位要有自由買賣権 。又要求

興建遊榮場 '及擁有七個教室 稽ヽ堂 教ヽ務室及固書室的學校 ,撥出山地作葬地之

用 :臨時生活費毎月―百元 '為期一年
19。

当於村民00要求 ,IEX府有不同程度的回應 。

在橿宇面積方面 ,政府承諾興石碧新村相同 ,亦更改六郷棲商鋪固貝」,商鋪高度十

[1曝融綱無31量融I研[尋T訥』∬醍II詭話Υ烹10ら,ぉ19六
村民翠(196コ :六村民翠致新界民政署長意見苦 。 n HKRS1075‐ 276

14



七唄 '村民的商住軍位可以自由買賣
20,IF「

府不軍為所有商鋪建築闇橿 ,並為所有―

棲住戸力□設宙花(windOW baり '及為約半数合資格村民居住軍位間隔木房間 ,工程費

用約四十二萬元
21。

至於遊楽場方面 ,IFI府同意将六郷棲中六,」棲宇之間的三幅地園

β扇'以作為公軍遊榮設施 '但村民不得封該地享有専利権
22。

富局亦為村民在普益衛

興建有三間教室的六郷學校 ,並於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由港督剪繰
23。

至於葬地方

面 ,政府露」出原本涌背村的―団給六郷村民作為葬地 。在生活津貼方面 ,政府原先

拒組 '但後来援3石壁郷例子 '認為可以直本」民嚢出生活津貼 ,但認為這是和村民

談半」的壽偏 ,不應遣早公怖
2● 。最後 ,原来居民獲壼相営於FFT獲商鋪 居ヽ住軍位三個

電程全
=Ξ

生活津貼
2:。

村民要求在収至」屋契後オ肯遷往大埼 ,但簸嚢屋契要緻交ED花

琥及註馬費 ,IFI府不想由村民緻交 ,於是向財務委員會申請―百萬元 '加速虚理屋

契問題
26。

*版櫂所有

圏 10:已停棘的六郷新村公立學校

2。

団歳楽(1964):新 界民政署長匡歳楽二月二十四日致胎灌通村民代表国件 。n HKRS1075‐ 2フ 62 lヽggham,EW(1966)MemolrOm E W WLgham tO Dcpu、 Fhancial secrclar)dacd 6・ Scptembcr 1966 1n
HKRS163‐ 3‐220
22団

歳楽(1964):新 界民政署長匡歳楽二月二十四日致船琶海村民代表函件 。n HК RS1075‐ 2‐ 76

]1:なξ構11:諮 :じ:驚鴇IW棚よ:き:箇id comm`● oneら NeW R“ r̈es d● ed 16訥 MacL 1964 h
HК RS1075‐ 2-76

1:柑』[:群躍累捻|1鰹|ぷ:‖ 脚楡震∫認に観:=結A「
"66 h HKRS16‐

200

15



政府封村民的要求 ,看来墨量配合 ,但有雨個要求 '卸―宣拒絶 。首先 ,是六郷棲

09年期只至」一九九七年 ,村民要求永不補地債 。由於英國政府在 《展拓香港界址専

條》中表明新界只為租借地 ,租借期至一九九七年 ,只為九十九年 ,因此香港IFI府

堅持屋契中須列明至一九九七年 '或須将居住軍位補地債以交回政府。在地債方面 '

村民要求農地毎唄―元 '屋地則以大哺公地興村民換地 ,但政府並未譲歩 ,堅持以

二竃半収回農地 ;只在屋地方面 ,提債至七竃半 ,政府並為搬遷定下限期 ,要六郷

村民於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遷出
27。

九月二十九日 ,大哺副理民官屈賄帯同款項

往涌背村分登 ,村民鼓曝 ,他提出村民領取興否 ,賠償都居村民 ;大哺新建屋宇遷

入興否 ,屋宇都居村民 。幾糸⊆擾攘 ,村民最終領取賠償
28,作

別数百年的lTE業 。

34遷村

六郷村民由船浬遷往大浦墟 ,由於船浬地虚偏僻 ,也大費周章 。涌尾和涌背由於有

道路連接 '故陸路搬遷 ;但金竹排 横ヽ頭嶺 大ヽ溜和小沼由於没有陸路連接 ,只能

以海路遷出 ,IEX府特向軍部租用―艘登陸艇進行作搬遷行動 。租用登陸艇費用毎天

四百元 '預算十天完成 ;IEX府 亦以日薪十六元聘請五十名苦力電助村民搬遷 ,預算

―萬一千二百元 '行動預算於雨星期完成
29。

行動由十一月二十八日展開 '第一條遷

出的村落是涌背
30。

水路方面毎次登陸艇可接載六家人及他イP]的 家営 ,登陸艇於船浬

偏頭泊岸後 ,便轄乗政府貨車往大哺墟
31。

不章 ,登陸艇於是次行動中有所損壊 ,政

府要負責維修費一千五百元 。政府為毎條村預留三千九百多元預算作搬遷的宗教儀

式 ,営中一部分包括聘用道士 風ヽ水師及楽師的費用 ;男一部分用作購買祭品
32。

原

来這個儀式OJ「重符」,由五名0南囃在村中施法 ,男備燒猪果品 ,祭lTE神祗後 ,村民

I淋鷲1饉:斑MB[#麟常革質[徴満席忌t趾口螂油駅略
163-3-220

1‖
fI′ を 多 艶 1零lit梢静

『
ltii:|ヒ ]:温ぶ 濾 nd胡 、σdaⅣ  фやdコ虫

0。

“

叫 19い JnHms
163‐ 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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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舞麒麟放鞭胞 ,作別奮家園 。経過十二天努力 ,七間政府貨車穿楼末往 ,一艘登

陸睫読行一百八十五哩 ,一千―百五十名村民成功遷往新天地 ,是新界歴末人数和

村歎最多Oo遷移行動
33。

■ ―

*版
檀所有

:

曇垢警保理電属語星躊TP六
郷詈民奏遷情

*版権所有

固 12:搬遷時進行的「楚符二儀式 ,以示当」奮家園的告
=」

。口片採自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南華早報 。

:'Bedlord.TJ(1966)Mcmo rrOm TJ Bcdぉ
rd 10 Dist● ct cOmmissiOnc■ New TerltOles dated 21''Decenbec 1966

1n HKRS163‐ 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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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新村記

41 美好新天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包括小溜村在内的六郷村民 ,搬到位於普益衝至廣幅道―帯 ,

由政府興建的五層高橿宇安冒 ,政府並将近東昌街的入□ ,命名為陸郷里。大哺

I里民府飽富達封這個安排甚為自豪 ,他指這些大靖人稲為「六郷棲」的棲宇 ,由

填海以至建築 ,耗資一千零七十萬 ,カロ上賠償 ,政府在遷徒六郷 ,共費一千七百

萬
1。

這些六郷棲擁有現代イヒ的タト観 ,並有電力 自ヽ束水 抽ヽ水馬桶禾0淋浴問 ,

街上有)肖防及街燈設施。毎個匠住軍位大約有六百平方唄 ,是―個三十六ιR長 ヽ

十七黒さ二五眠寛的長方形設計 '男附―個八十八平方限的厨房和浴室 。可是 '整

座棲宇並非女0此完美 ,因為整座棲是没有電梯Zll内部走廊的
2。

檀所有

―

・

園 13

■ヽ

:戸
=琶

民整理新居之情景 。三片摘自 HKRS365 1‐ 222。

‐
Bedford′ TJ{1966):MemO frOm TJ Bedford to D stttct Commis● Oneら New TerntOttes dated 23t

December7 1966 1n HKnS163-3-220
`BerkOwit2,MOrtts′ Fredettck P Brandauer&JOhn H Reed(1969):Fo k Rel giOn in an urban setting′
p33 Hong Kongich「 ist an Study Centre on chinese Re giOn an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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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kow■ 2指出 ,在適應城市生活的能力上 ,青少年和年長的居民有載然不同的

景況 :年軽―輩認為這是―個揺脱農民的身分的機會 ,他イP]可以接受教育禾□倣不

同的工作 :但判於年長的―輩 '他個在城市尋裁工作十分難 ,以前的職業技能 ,

在大浦墟是波有債値的
3。

」ぅ害村村民以漁農為業 ,他イP3遷至」大璃後 ,生計又女0

何呪 ?李村長的故事便反映出年軽―輩的生活 ,他在大捕利市匠完成中小學以後 ,

便在市E工廠工作 ,後来又従事雷師工作 ,最後回大璃 ,在政府営年給予的廣幅

道地鋪開設美術用品公司。lB年長―輩的生活叉all何嘱 ?六郷―位村代表富年向

記者表示 '其賞六郷村民従事漁農工作生活駅苦 '但村民獲IFE府分配鋪位和―層

以上的居住軍位 ,為村民提供固定Ц文入 ,営
8寺政府定債毎間地下鋪位租値為七百

元 '棲上住屋毎間為三百五十元 '1文入比在村間耕田或打工還多 ,而旦―個十人

家庭 ,在大璃毎天的食用費只需二十元 '故此毎月l「J有乗」餘
4。

李村長亦表示 '

村民遷往大哺後 ,自 己倣生意的少 ,租出収租的多 ,他父親便将鋪位租出 ,而旦

将分配到的三個軍位裡其中―個以―萬九千元出告。由此可見 ,村民生活有所保

證 '水平亦大大提升 。但在物質生活改善的同時 ,博統生活又如保存呪?

42 重構郷村制度

小溜村是―條氏族村落 ,有共因租先 ,他イP]既是村民 ,也同是氏族兄弟dll子茂公

的子孫 ,所以又何在城市裡維繋氏族開係是他lll―個重要課題。堂時IEX府分配櫻

宇 ,是以村為軍位 ,同村居民羞量安排在同一座棲房居住 。」→留村民経拍曇後獲

分配位於廣幅道禾□同登坊的 Bヽ C禾□J座
5,村

民大致是―同生活 ,只不過由軍層

民居雙為多層大度。」→害有他IP]的村長,亦有自己的村代表力o入大哺郷事委員會。

i菖諷蔀l了鮮Σ織窄罫 i阜翼i鮮猟 Ⅷ̈馨油Ж円̈“19



他イP]禾□其他原居民一様 ,有自己村的葬地 。但小溜村民最開′b的 ,是凝緊氏族目

結力量的祠堂 。

政府原意為六郷毎條村預留―地鋪用作祠堂 ,而六郷中 ,只有小濯村不接受六郷

棲地鋪作為祠堂 ,一九六四年小溜放棄遷往粉嶺電眉山田心村 ,願意遷往大哺墟 ,

條件便是要求政府在村民指定的地貼 ,重冒」→詈村李氏宗祠 ,而他イP]的遷址 ,正

是粉嶺露眉山。一九六六年 ,新界民政署長向政府建議為涌背禾□小溜在船麿和粉

嶺重冒祠堂
6,具

罷安排是由村民自己治購土地 ,政府為他イP]提供経費用以買地 ヽ

平整地盤 建ヽ築 禾ヽ□装1参
,以不多於五萬七千元為限 ,原因是政府佑計六郷棲地

鋪毎間債値五萬七千元。工程由私人承建商興建 ,由大璃I里民府助理建築督察監

督
フ。政府亦為小溜祠堂提供七百七十元費用購買像胤 ,男預留五千五百元作開

光儀式
8。

祠堂工程於一九六七年一月完成 ,並定於一月二十一日開光
9。

李村長

指 '場嶺霞眉山李氏宗祠為軍層中國式建築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 ,由於政府壼展

雷眉山為公共屋苑 ,又再搬到粉嶺Xll興村 。

*版櫂所有

園 14ヽ 15:和興村李氏宗祠為三層高棲宇 ,地下宗祠 ,棲上租出作居住用途 ,門□捷有中國式瓦
頂 '地下層雨側一如以往宗祠―様不設園戸 。

:属爺]司ζ言爆マ旱鷺足閣議1瑠l嘱牝1:1鉾““
計yぬぬd Fhヵ nら

"“
Jn

HKRS163-3-220
8 wtgham′

EB(1966)MemofrOm E B Wヒ gham tO Deputy ttnandtt secretary datedず h Novembeら

1966 1n HKRS163-3‐220
9ヽ

Viggham,EB(1967):Memo frOm E B Wiggham to Deputy Financial secretary dated 131hJanuary7

1967 1n HKRS163-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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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保存博統 ,小溜村民努力糸⊆螢 ,幾経辛苦在遷村後建立他イF:的新祠堂 ,但氏

族力量又能否―女D既往的凝緊下来嘱 ?



第 5章 :徳結_―守俗 守族

51城市下的郷俗

小沼村的村民遷往大哺「城市」,他 lll努力経螢 ,在犯β郊的粉嶺建立起李氏宗祠 ;

在大哺 ,他イP]浩用以前的制度 ,有村長 村ヽ代表 ,這禾□具他郷村的制度看似大致

相同 ,只是由平面登展的村落愛成向高空登展的多層棲宇。但小溜村民遷入大哺

墟 ,村民的謀生方式興従前載然不同 ;而旦 '以前小溜位虚偏僻 ,村民一起捕魚 ヽ

耕作 ,所有生活作息都在屋前的地堂進行 ,開係自然密切 。遷往大靖後就要分開

課生 ,各自壼展 ,削弱3小溜村村民凝緊力 。李村長l旨未搬村前 ,村中喜慶全村

都會参興 ,但現在村民嫁竪喜事都已F86化 ,一家只會迦請―位出席 ,有 31甚至不

通請 ,可以見到小濯村的凝緊力漸漸減退 。

科大衛指出 ,集燿祭祀是地方園結的象徴
10李

村長指小溜毎年全族参興的祭lT8

只有重陽的秋祭 ,如果従秋祭細看 ,便可以看到遷村支□何肖」弱小溜村李氏凝緊力。

在遷村前 ,小溜村除3有自己的祠堂タト,還有他イP3的租堂「曰勝温」。小溜是―

條氏族村落 ,小溜村有三位共同的TE先 ,開基的是子茂公 ,子茂公只得一位兒子

日勝公 ,日勝公又只得―位兒子桂方公 ,lTE堂以第二代的日勝公命名 。日勝祀擁

有及管理小溜李氏的共同財産 ,営中包括祠堂和田地。李村長指出 ,毎年村中兄

弟以投標方式承耕村中的祀田 ,承租的兄弟要員責毎年秋祭的祭TE儀式。毎年要

祭TB的 '是三位共同TE先禾□他IF]的夫人。祭TE後要為全村村民準備―餐飯宴。但

遷村後租田被政府収回 ,日 勝祀的産業只得雷眉山的祠堂禾0新界一些荒慶的農地 。

祠堂和荒地不能生利 ,祭lE的形式出現重大輻墜。遷村後IFI府承諾為村民提供胎

1 
Faure, David (1986):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Lineage and viU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p.70. Hong Kong: Ox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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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 '毎年載他イP]回小溜祭祀先人。由於日勝lTE遷村後鋏乏資源 ,連
To」 堂交電費都

要向各家壽錢 ,因此正式祭祀共同TE先有3吉停止了 ,有
B寺隔幾年オ祭TE。 普遍而

言 ,村民舞祭自己的租先 ,如果自己祀先的墳地禾□共同祀先的墳地接近 ,便自己

―家人舞祭共同租先 ,因此 ,未必毎位共同TE先都會被祭祀 ,祭ie後全族村民的

飯宴更力0没有 。

52化危為機

一九八零年代 ,新界急促嚢展 ,政府将霞眉山讚展公共屋苑,在附近興建和興村 ,

安冒北匠受形響的村民 '営 0吉雷眉山李氏宗祠位虚壼展扇内 ,政府要収回李氏宗

祠土地 ,以禾□興村―個三層高毎層七百唄的村屋興小溜村交換 。

′」→害村重硯風水 ,営年不接受六郷棲地鋪作為祠堂 ,便因為祠堂是祀先居住 ,上

面不能住人 。李村長指出 ,営
8寺 IFI府以禾日興村三層村屋興小溜村交換 ,村民不太

接受 ,但最終在IEX府堅持下被逼接受 ,他以「錯有錯著」形容這次祠堂搬遷 。

李村長先生表示小溜村現時在和興村的三層丁屋 ,地下作祠堂 ,其餘雨層放租 '

収取的租金用作祭祀禾□1参葺祠堂 ,這意味著日勝祀不車擁有祠堂 ,還毎月有固定

Ц文入 ,可以累積共同財産。小溜村封共同TE先的集罷祭iB又恢復。毎年重陽祭lTE,

他都會派通告通知各房祭TB日 期 ,営天早上九8き在六娘β集合 ,然後乗旅遊巴至」船

浬淡水湖的泉房 ,再坐政府船到祭TE位置。六位要祭祀的租先其中五位葬地在小

溜村 ,lB相距的位置太遠 ,所以他lP3會準備五扮祭品 ,分五批人 ,一批人祭i巳―

位TE先 ,年軽人便胞遠貼 ,到較遠的租先墳地祭TB。 祭品包括香燭元買 餅ヽ乾 ヽ

糖果 難ヽ 燒ヽ猪等 ,大概下午二 三ヽ8寺回程 。毎年往16浬祭租的人数大概有二十



至三十人。完成祭TE後 ,日勝TE會在酒棲設宴 ,全村人都會出席 ,要開設十多園

酒席 。

太婆子茂公夫人的葬地在西貢的溶樹澳 ,在祠堂有租金収入後 ,祭lTB儀式亦有改

雙。近二十多年 ,小溜除3祭祀舟6湮的五位共同TE先タト,還特地至」溶樹澳祭祀太

婆 '而且 '近年人数有六十至九十人 。営天 ,他イ「]―起来旅遊車住溶樹澳 ,禾0其

他祭祀不同 '由於太婆葬地風水上居娯蛤地 ,因為娯蛾禾0難是「死封頭」,所以

改用鴨弄祭。近年祭祀太婆後又有創新的習俗 ,由於祠堂有租金収入 ,他イPi昇完

太婆後便會借堂地村民的厨房 ,煮客家猪肉 ,然後大家―起吃飯 。

Berkowitz指出 ,氏族各人緊首―堂 ,透過封共同祖先的祭i8禾o宴會 ,強化氏族

的園結。封六犯喉 達徒的村民束説 ,至」祠堂或TE先葬地奔祭是延績他lll氏族園結

的有致工具
2。

在小溜村的例子裡 ,我イP]可以見至」村民藉著祭lTB租先禾□緊餐等博

統及倉」新習俗 ,維繋村民之間的開係 ,今氏族成員身分得以博承 ,氏族力量得以

凝翠 。

2 Berkowitz, Morris L, Frederick p Brandauer & John H. Reed (1969)i Fork Rerigion in an urban setting,
pp. 725-126. Hong Kong: Christian Study Centre on Chinese Religion an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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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録一
李志明先生訪問紀録

日期 :二零一四年五月五日

0寺間 :下午三0寺

地路 :大哺廣幅道富代美術用品公司

李志明先生自小在小溜村生活 ,十二歳B寺随父母遷居大哺墟 ,封富年遷村例有深
亥」即象 。現任小溜村村長 ,当」村務工作所知甚詳 。

學生 :

李先生

學生 :

李先生

學生 :

李先生

學生 :

李先生

學生 :

李先生

學生 :

請間李先生小溜村何8き開村 ?

雖然族譜上没有記載 ,但根撼流B村船浬園下村的開村0寺間推測 ,

他イP目的開基TE和我イP:的開基TE是兄弟 ,應該在清朝康熙皇帝8寺開
村 ,至今約二百年左右 。

那小溜村従何虚遷八 ?

是由恵東的自花鎮遷八小溜村的 。

請問誰是開基TE?

李子茂 。他是従白花鎮爽香港的 。租堂名稲是日勝TE,日勝公貝」
是子茂公的兒子 。

小溜村大概博了多少代?

大概十幾代 。

未搬村前 ,村民以甚靡課生 ?

TEl輩 8寺 '男子都是案海課生 ,例女□捕魚禾0帯子等 。営0寺 ll露港―
帯還有不少漁民 '所以我fi也會「秤魚」,日日是Ц文購水上人 鶴ヽ姥
的収穫 ,再到魚市場賣 。女人貝」以種田為主 ,種水稲 ,収害」後曜
乾便是穀 ,拿到大靖墟賣 ,営

o寺大靖有恒昌禾□均嚢米機 ,也會養
難 養ヽ猪 ,難毎家人也會養 ,但猪就不足毎家人會養 。

未搬村前 ,村民會去タト國課生疇 ?

那8寺到外國課生是整個新界的趨勢 ,例如至」英國 ,大概是五十年
代開始 。我f]村算比較少 ,應該只有十個八個村民左右 。

那小)害村従何時遷入大哺墟 ?
1966年 。因為営時政府需要興建淡水湖 。

営時興建這些五層高的房屋是按照甚底原貝」分配?
以家庭作軍位 ,一個家庭有―個地鋪。一個成年男丁便有―層棲 。

如果漫有男丁的話 ,應該會酌情虚理作出賠償 。

那堂B寺体家―共分3多少層棲 ?

租父 琶ヽ琶禾□我―共分3三層禾□地鋪 。我應該是酌情虚理的 ,我

還未満 16歳 ,但我有 3個妹妹 。

一開始搬来的o寺候 ,這些地鋪是億様的?

上面有半個木造的闇棲 ,前面是―排板門 ,後面有―個俗穏「尾

|

李先生

學生 :

李先生

學生 :

李先生

學生 :

李先生

學生 :

李先生 :



欄」,裡面有厨房 。一間地鋪面積約有一千限 。

學生:   営B寺的廣幅道興現在有甚底分別 ?

李先生:  岡脚 末時 ,廣幅道馬路的封面還是西洋菜田 。六郷賞湖道這選本

来是海 ,後来政府填海後就興建了這些房屋 。

學生:   政府給休イP]地鋪的原意是甚腰 ?

李先生:  是給我IP:倣生意00。 但我イP]多数都會租給別人 。

學生:   倣生意的遺是放租的多?

李先生:  営然是放租的多 。因為搬村8寺候恨多村中的年青人都到3英國謀

生 ,所以乗」下来的都是小骸禾0老人家 。那8寺毎個人概可収約四 ヽ

五百元租 '都狗我イPi生活 。

學生:   体何8寺収回地鋪自己倣生意?

李先生:  至今大約二十多年了 '即九零年代 。

學生:   体的鋪子轄過多少次手?

李先生:  好多次明 1有倣紙繁 電ヽ器的 花ヽ鳥轟魚的生意的 。最後J文回己

被分β扇了雨間鋪 ,一間自己開美術用品公司 ,一問分租給別人 。

學生:   一個鋪位現0き租多少錢 ?書債又多少 ?

李先生:  由三 四ヽ至七 八ヽ萬不等 。前幾年 '益8近有―個鋪位以千幾萬賣

出 。

學生:   聴聞小溜村未搬村前一些父老曽至」粉嶺田心村硯察 ,lB為何最終

選澤大哺墟?

李先生:  因為是六郷―同集催談ツ」,可能有―些額タト的條件給予我イF],所

以最終選揮大哺墟 。而且営0き政府給予我IP]地鋪作為祠堂 ,大家

都言忍為祠堂住太公 ,上面不能住人 。基於風水理由 ,郷親父老都

想我―個郷村的地方 。

學生:   搬村後 '村民以甚腰課生9

李先生:  我父親那輩都開始到タト地打工 ,他搬村前曽先後去過南洋和英國

打工 '後末回港 ,搬村後便退休 。

學生:   搬村後 '李先生体在明β裡讀書?

李先生:  我堂0寺 12歳 ,在六犯β學校讀至五年級 ,之後再到錦山的東莞學校、

三育中學利深水渉的愛丁堡英文書院就讀 ◇中五畢業後 ,我在工

廠裡打工 ,之後倣言雷 ,九零年代就回来倣生意 。

學生:   休イP:搬村前後的生活習慣分別大疇?

李先生:  以前我イP]没有電禾□自来水 。

學生:   体喜歓郷下還是大哺的生活?

李先生:  娘β下 。因為好玩 ,捉魚 捉ヽ雀修 放ヽ牛 。

學生:   老人家適應搬村後的生活疇?

李先生:  那B寺没有恨多車 ,I豪境頗静 '老人家喜歓至」公園打紙牌 ,生活篤

意 。



學生 :

李先生 :

學生 :

李先生 :

學生 :

李先生 :

學生 :

李先生 :

學生 :

李先生 :

學生 :

李先生 :

學生 :

李先生 :

學生 :

李先生 :

學生 :

李先生 :

為何要在禾□合石建立祠堂 ?

禾□合石的祠堂座落於雷眉山 。犯β親父老深信風水 ,始終想我―個

比較好的地方 ,亦可能打算日後有所資展 。

和合石00祠堂是由誰買地興建?

我イF:出錢買地 ,應該是政府出錢興建 。

有漫有人一搬至」大捕墟就立即放賣軍位 ?

有人會放賣軍位 ,地鋪就比較少 。我自己的軍位就在早期以約一

萬九千元放賣了。

和合石的昴司堂有幾多層高 ?

軍層的博統廟宇 。約有幾百眠 。

為何後期祠堂又再搬到禾□興?

八幾年オ搬 。因為政府要嚢展董眉山 ,興建公屋 。営初我イP:想月子

祠堂搬回大哺 ,lB―宣未能興IEX府達成協議 ,被迫搬到粉嶺禾□興

村 。現在反而是錯有錯著 ,起備有錢倣更加多事 。

現在禾□興村的祠堂是甚底規模?

―瞳三層高丁屋 。地下作祠堂 ,其餘雨層放租 。

収取的租金有何用途 ?

基本上是用作祭祀禾□1参葺祠堂 。

小溜村有甚腰共同1/1産 ?

禾□J巽 00ittЁ旨禾□Ц文禾目。

李先生可講述毎年祭TE的安排?

我lll有三代共同的祀先 ,子茂公、日勝公禾□桂芳公 。第四代就是
宜字輩 ,我イPi那房是宜寛 。我lFl―同有六位租先要舞祭 ,他

f目的
墓地都是分開的 ,而子茂公的妻子貝」在西貢的裕樹澳 。毎年祭祀
我都會派通告通知各房 ,在六郷集合然後坐旅遊巴至」淡水湖的泉
房 '然後坐政府船 。我IP]重陽節前就會要求政府提供―艘船 ,載

我イP:去祭祀 。毎條村都各自有―天去祭祀 。

誰負責準備祭品 ?有明β些祭品?

司理人 。包括我在内有三位 。香燭元買 餅ヽ乾 糖ヽ果 難ヽ 燒ヽ猪
等 。個別要用鴨 '因為有―位太婆 (即子茂公的妻子 )的塞地風

水上是娯蝸地 ,因為娯蛤禾□難是死封頭 ,所以用鴨 。

聴説体イP]祭lTE要坐16,可否講述営天的安排?

我イP]重陽節前就會要求政府提供―艘船 ,載我イP3去祭租 。六郷毎
條村都各自有―天去祭租 。其賞也可以歩行去祭lTE,但我lP509位

置比較遠 ,要走恨長時間 。

大概有多少人去祭租 ?

二十至三十 ,食飯就―百多人 ,所有小溜的村民都可以去。去西

貢舞太婆的話都會比較多人去 ,近年有六十至九十人去 ,因為有

II,

學生 :

李先生 :

學生 :

李先生 :

學生 :

李先生 :



旅遊巴 。

學生:   那体イP5幾路開始祭TEl?

李先生:  早上九時出資 ,大概二 三ヽ時就回程 。

學生:   二 三ヽ十人一齊在祭祀五位祀先 ?

李先生:  由於五位租先的墳地相距也恨遠 ,所以我イP3會準備五扮祭品 ,分

五批人分別祭祀―位祀先 ,年軽的便胞遠―路 。

學生:   祭租後有甚腰活動?

李先生:  一起到酒棲lFz飯 。全村人都會来 ,有十幾園 。亦是其中―個収租

的用途 。以前禾□合石的時期 ,連祠堂交電費都要向各家壽錢 。有

B寺隔幾年オ祭祀 ,因為要向各家壽錢 ,之後也不會吃飯 。反而現

在大家可以緊在―起 。

學生:   現在祠堂有租Ц文'可以用於秋熟 在小溜村時 ,祭祀的費用急様

壽備 ?

李先生:  富8寺租先在村内有地 ,由村民投標租用 '租用的村民便負責毎年

的費用 '祭昴B後由他準備―餐給大家吃 ,但不在酒棲吃 ,在村裡

屋前的地堂吃 ,就好像這張固片 。

學生:   去西貢祭租後有活動?

李先生:  近這二十多年有些不同 '由於有租収 '我lll舞官太婆後會借富地

村民的厨房 '煮客家蚊猪肉禾□―鍋飯 ,然後大家―起吃飯 。

lB祠堂在菫眉山8寺漫有収入 ,秋祭又如何進行?

現在祠堂有Ц文入 ,就由司理人統壽―起去秋祭 ,但在雷眉山3寺波

有収入 '就由各家人自行虚理 ,我イP:在大溜除3五位太公太婆タト,

還有自己各房的先人 ,我イP3舞 自己先人タト,便自資順道寿附近的

太公太婆 ,所以未必可以舞齊所有五位太公太婆 。

除了祭祀タト,還有甚腰8寺候會緊在―起?

村民都有祠堂的鎖匙 ,年二十晩和年初二會各自去祭祠堂 ,司理

會事前會清潔祠堂 ,大掃除 '也買些果品 。平8寺他lPl竪新抱也會

自己―家人也祭TE。 以前端午節 初ヽ―至初十五 冬ヽ至都會祭TE,

現在簡化 3。

那体イP日以前的葬地在明β裡?

政府以前在涌背村言13-lEl匠給六狙β的老人家安葬 。

未搬村前 ,紅白二事全村都會参興疇?

李先生:  紅事基本上全村都参興 ,會有八道菜 ,lrl如難鴨 、魚鰈 蚊ヽ猪肉

等 ,好―貼的有蝦球 。白事的話 ,聴講會在祠堂舞 ,大家都會去

竃忙 。

學生:   那現在的紅白二事嘱?

李先生:  現在的紅事簡化3,例如結婚―家只迦請―個 ,或者不通請 。六

零至八零年代 ,女0果有老人家過身 ,都會在現今停車場位置搭―

學生 :

李先生

學生 :

李先生

學生 :

李先生

學生 :



個棚イ古文事 ,通常全村人都會去舞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