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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農曆2月19觀音寶誕，上水古洞村為慶祝 「觀音
寶誕酬神演戲委員會」 成立70周年，復辦當地暌違40年的
粵劇神功戲，聘請本地金龍鳳劇團落鄉演出，弘揚傳統文
化，回顧古洞村往昔光景。

大公報記者 劉 毅（文、圖）

責任編輯：寧碧怡 美術編輯：麥兆聰

【大公報訊】記者顏琨、劉旅程報
道：位於北角的 「油街實現」 正舉行
「油街焦點」 項目，唐納天的 「幻石」
以及蔡世豪的 「謐．衝」 即日起在油街
倉庫展出。

在 「幻石」 展覽中，裝置藝術家唐
納天從探索微觀宇宙的美學出發，在展
場內搭建超現實的地景，並透過聲音、
燈光及表演，引導觀眾踏上一次似是而
非的旅程。他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表
示，此次展覽以 「大騙子的魔法藝術」
為線索，作品中圓形和方形泥土塊的組
合代表着城市空間、人體比例、電路板
三者的融合。 「未來的幾個月會有4至5
位藝術家來此表演，沒有表演的時間也
會播放已製作好的音樂，給觀眾在這個
空間內呈現出 『回響』 效果。」

360度投影海灘場景
電子音樂人兼多媒體藝術家蔡世

豪，擅長以音樂與影像的互動，拉闊觀
眾對時間、地緣及空間的聯想。他以
「謐．衝」 為展題，在前身為遊艇倉庫
的油街倉庫展覽空間內，透過360度投
影海灘場景、急速稠密的都市影像、自
然海浪聲和電子音樂的節拍，建構獨特
的空間。

蔡世豪希望還原昔日的海濱原貌
─油街倉庫曾是海灘、是地與海的交
界。在創作過程中，他盡量保持建築物
原貌，保留原來的窗戶不被遮擋，讓光
從窗戶透過時與海灘場景融為一體。
「我們的城市是很多元的，都市和自然
看似衝突，其實是互相平衡的。如果自
然的部分能夠得以被保護，二者則能融
合共存。」

油街實現館長鍾婉嫻接受採訪表
示， 「 『油街焦點』 會邀請本地及海外
藝術家展示作品，增進不同地區的交
流，希望不同熱愛藝術的人士來到香港
後可以來到這裏，油街實現的展覽也藉
此機會展示更多藝術家的作品。」

「我希望可以藉展覽，拓展更多
講述社區的角度。提起社區故事，其實
不僅僅是一些人情味的老店，每個人的
生活，甚至是動植物都構成了社區一部
分。」 城市日記項目主任黃淑儀接受大
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人們開始關心
自己在社區的生活，就會形成社區的永
續發展。」

「香港時地人」 計劃由2020年發
起，通過一系列工作坊培訓參加者發掘
和書寫自己的社區故事。今次展出該計
劃第4至6季參加者在完成工作坊後的
實踐所學，參加者將目光投注在自己周
邊生活、不同身份社群、動植物芳鄰
等，在參加工作坊後，以不同的創意形
式，包括人物訪問、社區生活研究、觸
感藝術、繪本、錄音及錄像等，展示包
羅萬有的社區面貌。

是次展覽現場可見一排排的課桌
板櫈，觀眾打開課桌，就能在桌兜見到
約20位參加者的各式作品，展覽主題
涵蓋 「社群中的人」 、 「我的社區」 、
「社區作為棲息地」 ，探討內容亦發人
深思，譬如 「社群中的人」 部分，林善
如關注禁堂食後，住在邊遠地區的人該

如何食飯的問題，採訪了5位被訪者，
完成名為《新界牛的晚餐選擇》文章；
楊芷瑜則在路邊擺檔，為 「工人姐姐」
造像，其名為《半天假》的作品，集合
成文字、相片、圖畫，令人們關注這些
來自菲律賓、印尼的女子，在忙碌家庭
工作之外的面貌。

動物視角的社區日常
參加者又該如何看待 「我的社

區」 ？翟桐創作《社區建構記憶卡》，從
居住的社區中搜尋常見且具標誌性的圖
案與符號，做成坪州26張雙面印刷圖
案記憶卡，並撰寫給女兒的《小女巫生
活修行手札》，以文配圖的形式，生動
形象且充滿童趣地講述社區的一草一
木。

「社區作為棲息地」 強調的不僅
是人類生活的場所，更是動物的活動區
域。梁浩銓以文字、相片、手繪地圖創
作《狗狗去邊玩》，為自家愛犬勾畫社
區活動範圍，繪出4條適合狗狗悠閒散
步、輕鬆短跑、城中小逛、鬧市遊覽的
路徑，想像動物視角的社區日常。

整個展覽強調的是社區的可持續

發展，是故展覽上所用多為環保物料或
回收物資， 「是次展覽中的燈箱和座椅
等，其原料包括口罩、飲筒、水樽樽
蓋、隱形眼鏡盒、商場展覽裝飾等。」
黃淑儀形容。展覽結束後，這些物資將
送往升級再造、循環再用，也歡迎觀眾
可以取走或認購它們。

油街焦點展超現實城市景象

香港時地人：給社區的詩
近日，由城市日記主辦的 「香

港時地人」 社區達人工作坊畢業
展，正在銅鑼灣希慎廣場9樓Urban
Sky舉行。參展人皆為一眾關心自
己社區的熱心人，他們從身邊發掘
話題，進行社區生活研究，形成繪
本和畫作等多種表現形式，盡述同
樣洋溢溫情的社區故事。

大公報記者 劉 毅（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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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訊

香港時地人畢業展：給社區的詩
時間：即日起至3月12日

中午12點半至晚上7點
地點：銅鑼灣希慎廣場9樓Urban Sky
費用：免費入場

展訊

名稱

「幻石」
「謐．衝」
時間：即日起至7月

30日
地點：油街倉庫

藝術家

唐納天
蔡世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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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 「謐．衝」 中
的城市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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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53年至1983年，上水古洞村 「觀音寶誕酬
神演戲委員會」 每年都會在觀音誕酬神演戲，舉辦
觀音誕神功戲，除了任劍輝、白雪仙外，香港粵劇
藝術家，諸如白玉堂、梁醒波、麥炳榮、鳳凰女、
任冰兒、關海山、李寶瑩、龍劍笙、梅雪詩等都曾
到古洞村演出神功戲。1983年之後停辦至去年，今
年復辦。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立法會議員劉
國勳、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副處長周文靈等嘉賓出席
昨日舉行慶祝古洞村觀音寶誕酬神演戲委員會成立
70周年慶典儀式。

慶典蘊含豐富非遺活動
楊潤雄在致辭時表示，每逢農曆2月19觀音誕，

上水古洞村就會舉辦觀音寶誕的慶祝活動，包括籌
辦神功戲等，規模大，參與粵劇名伶眾多，是香港
具代表性的酬神演出之一。

在古洞村舉辦的一系列慶典活動中，蘊含了豐
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活動，例如已列入香港首份非
物質文化清單的觀音誕、粵劇神功戲、舞獅等，以
及列入香港非物質文化代表名錄的戲棚搭建技藝和

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粵劇，都反映了古洞
村這個社區在很努力保存及傳承這些重要且珍貴的
文化傳統。

楊潤雄續表示，古洞村也通過觀音誕的慶祝活
動，為村民提供聚首一堂的機會，聯繫古洞村村民
的情誼，得到社區團體的認同，發揮了
團結及凝聚社區的作用。

劉國勳道，古洞村
觀音寶誕歷史悠
久，今時今日

重新舉辦，是疫情之後第一年舉辦觀音寶誕。之後可
以再做多少年，都要視乎古洞村的發展， 「雖然村落
外貌會發生改變，但我希望觀音誕慶典活動可以用新
的方式繼續存在，村民也可以繼續慶祝下去。」

「未來我們會繼續做」
昨日一連串慶典活動可謂
足本，從早上的古洞村

委員會集體拜祭觀
音菩薩、前往

龍潭古廟進香。中午時分，戲班於觀音壇前上演《八
仙賀壽》，演員從棚上 「落地」 到觀音壇前上演《賀
壽》、《加官》、《小送子》，向神明祝壽之餘，也
向人們送上祝福。現場觀眾充分感受到了傳統文化
之魅力。及到下午的舞獅、祥麟採青表演，以及一
眾主禮嘉賓為金龍、醒獅點睛等，場面都十分鼎沸。

下午6時正，華燈初上，人們開始圍成一枱枱盡
享盆菜宴之樂，隨後進行由梁兆明率領金龍鳳劇團
上演粵劇神功戲《六國大封相》等，都重現了傳統
慶祝觀音華誕的相關儀式，過程毫不含糊。

古洞村村長鄧遠強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表
示， 「古洞村屬於政府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一環，
未來可能會成為新市鎮，我們在此之前復辦觀音誕神
功戲，為的是想引起政府對於本地傳統文化的關注。」

鄧遠強形容，神功戲依據村落文化而生， 「所
謂無村無廟，何來神功戲。」 大城市舉辦的也多是
粵劇演出，故而作為傳統文化一部分，戲棚以及神
功戲的保育，都離不開政府的支持，以及民間參與
的熱情。 「古洞村是傳統籌辦神功戲的村落，不能
就此失傳。只要有可能，未來我們都會繼續做。」

部分圖片：古洞村胡錦文提供

村民歡聚一堂
感受傳統文化魅力

時隔40年 古洞村復辦觀音誕神功戲

▲金龍鳳劇團上演神功戲《六國大封相》。

▲展覽 「幻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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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水古洞村每年農曆2月19逢觀音誕
期，均極大事慶祝，並開粵劇酬神演戲助興，

以期人神共樂。上水古洞村觀音誕大戲歷史悠久，高峰期時甚至有粵
劇、潮劇兩個戲棚。多位粵劇名伶，都曾在古洞村表演過粵劇神功戲。
神功戲是粵劇演出的傳統表現之一， 「神功」是為神做的功德，與宗教祭祀

活動有密切的關係。 「神功戲」由社群籌辦戲曲演出，作為慶祝神誕或配合打醮等神
功活動，藉以 「娛人娛神」及 「神人共樂」。據 「神功戲」的籌辦性質可以分為四類：神

誕慶典、盂蘭節打醮、太平清醮、廟宇開光及傳統節日慶典。《大公報》曾在1963年3月11
日（農曆2月19）報道，古洞觀音誕聘請非凡響劇團，由名伶何非凡、李寶瑩演出神功戲。

話你知

觀音誕與神功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