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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香港其他宗族如元朗鄧氏在新界擁有祖先留下來
的祖堂地，汾陽郭氏並無丁權及祖堂地，其祖堂設於市

區，由郭氏族人合眾人力籌款購得，作為供奉祖先及族人聯誼的地方。
訪問當天，祖堂仍設於九龍城沙浦道一座商業大廈的單位內。不過，由
於沙浦道被市建局納入九龍城的重建範圍之一，因此，郭氏的祖堂「崇
德堂」亦需要另覓地方，並於年內搬遷至新蒲崗。相比起其他族氏在新
界的祖堂，郭氏在市區的大廈設立祖堂面對的限制要多得多，消防條
例、建築物條例成了祖堂維持傳統習俗或儀式的攔路虎。面對舊區重
建，祖堂的命運如浮萍在時代洪流中飄浮，但無阻郭氏族人傳承祭祖
文化的決心。

奉郭子儀為始祖
九龍城除了是「小泰國」，亦是「小潮州」，區內潮州
食肆林立，不少潮州人在此扎根多年，同樣位於九龍城
的崇德堂，今年也迎來第十九個年頭。拜訪位於商業大
廈內的崇德堂，電梯門一開，便見總會的標誌及「汾陽
錦世澤 按察振家風」十個大字，與傳統祖堂相比，崇德
堂少了一股傳統祖堂老氣橫秋的味道，整個亮眼的裝潢倒
是添上了幾分時代感。不過，這個扎根九龍城近20年的祖
堂，因舊區重建在即，將於本年內搬遷至新蒲崗雙喜街。
祖堂內，幾位郭老先生既忙着入紙申請每年農曆十二月
十二日於九龍城舉行的祭祖大典，也忙於處理近來遷址
的大小事宜。祖堂內有齊備的香燭及祭品，也有舉行祭
祖大典期間用到的一些物品，最重要的是祖堂內供奉着
始祖郭子儀及潮州一世祖至三世祖共七個祖先牌位。
郭氏後人奉唐朝名將郭子儀為始祖，及後宋朝年間，
有後人於潮州開枝散葉，子孫繁衍，並分為四大房。自
上世紀四十年代起，大量郭氏族人來到香港落地生
根，後人奉祖先香火來港奉祀，並共同籌備祭祖活
動，並以「崇德堂」為堂號，於1962年成立「香港郭
汾陽崇德總會」。郭氏祖堂一甲子以來遷址數次，最初
於西環奉祀，及後相繼遷至何文田及東頭邨。直至1965
年，郭氏族人合眾人力籌款，於黃大仙鳳凰邨自置物業，作為
祖廳及會所。後來，為了方便年長人士出入，於2002年搬遷至九
龍城沙浦道一座商業大廈的單位，亦即現址。不過，扎根九龍城近20
年的祖廳終難逃拆卸命運，需於不久將來遷入新蒲崗雙喜街一工廈單
位。

文化傳承遇困難
祖堂是維繫族人關係的一個重要地方，平時處理大小會務、以至族人
之間的聯誼活動，一個固定的祖堂是不可或缺的。談到因重建而需要遷
移祖堂，郭振忠直言難免感到失落。現時祖堂位處的九龍城，是不少郭
氏宗親聚居的地方，倘若祖堂遷移得太遠，不太便利年邁的宗親參與祭
祖活動，亦難以讓宗親聚腳。郭振忠透露，曾經有意購入丁屋作祖堂，
但最終因為種種限制放棄念頭。遠的不行，唯有挑鄰近的。像今次在新
蒲崗覓得一個適合的單位，也經歷重重波折──較新的工廠大廈限制
多，有些樓底過低，有些樓齡則過高，有些地舖的周邊環境不理想。最
後找了二十多個單位，才相中現時新蒲崗的單位作為祖堂。然而，新蒲
崗畢竟也是舊區，亦被重建的陰霾籠罩，郭氏的祖堂會否在不久將來再
迎來另一次搬遷，仍是未知之數。
不過，相比起祖堂遷址，令一眾郭老先生頭疼的，是如何令年輕一輩
的郭氏族人願意參與，甚至傳承祭祖文化。現時，郭氏一年一度的祭祖
大典於九龍城亞皆老街球場舉行，因為不願意祭祖儀式假手於外姓人，
因此典禮籌備的大部分工作均由郭氏族人親力親為，至於籌備活動的核
心成員均是年長一輩。當然，在祭祖典禮正式舉辦當天，也有不少年輕
的郭氏族人親身落場幫忙。「每個宗親家裏都有後生仔，肯出來幫忙的
人都很多。」不過，雖然願意在祭祖大典中幫忙的年輕人不少，但郭振
忠及一眾郭氏長輩對將來祭祖文化能否傳承下去，仍感到憂心。郭振忠
坦言，年輕人大都忙於工作，難以騰出時間參與，故現時負責籌備祭祖
大典的多是退休的宗親。此外，不少年輕人選擇信奉西方的宗教信仰。
「在香港，後生仔會選擇其他宗教信仰，他們當天會肯來看看，鞠個
躬，但不會上香。」郭振忠語帶無奈。

望年輕族人祭祖擔大旗
現時籌備祭祖大典的核心成員多是年長一輩，一眾年事已高的郭氏族
人，即使每年勞心勞力，也要勞師動眾籌備祭祖大典，初心其實很簡單
──以前傳承下來的，就要一直傳承下去。「車輛駛過，就說『阿郭，
你哋又拜祖啦』，我們聽到都很開心。好難得市區仍有我們姓郭的祭
祖，能維持到今時今日，都是眾人努力維繫得來的。」說罷，自豪之情
洋溢在郭振忠臉上。「始終太公距今都過千年了，有其紀念性在，傳承
到今時今日，仍然十分隆重。潮州人比較重視慎終追遠。」郭說。
然而，無論老一輩如何念舊，要把傳統習俗傳承下去，還得靠年輕人
接棒。老一輩的郭氏族人都擔心祭祖大典因無人接棒而逐漸式微，因
此，為了令傳承之路走得更廣更遠，近年，身為理事長的郭振忠積極聯
絡內地的郭氏年輕族人來港，幫忙籌備活動，當中不少是居於深圳的。
「好多後生的，我們開口說句『幫手』，就馬上來幫忙了。」雖然內地
的年輕人願意來港幫忙，但長遠來說，郭振忠以及其他郭老先生仍然希
望本地的年輕郭氏族人將來能夠擔起大旗，接手籌備祭祖大典的工作，
令這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得以傳承下去，讓大典上的香火永不熄滅。

習俗列香港非遺習俗列香港非遺 舊區重建祖堂瀕臨遷拆舊區重建祖堂瀕臨遷拆

每年清明及重陽，孝子賢孫會掃墓祭祖，慎終追遠，表達

對先人的懷念。一般家庭祭祖，祭品和儀式都較為簡單，相

比之下，香港一些宗族仍會依照傳統，舉行熱鬧而隆重的祭

祖大典，既是對祖先表達敬意，也是維繫族人感情的重要途

徑。九龍城汾陽郭氏是仍然秉承傳統的宗族之一，每年於九

龍城舉行盛大的祭祖大典。對於香港郭汾陽崇德總會理事長

郭振忠而言，每年勞師動眾也要祭祖，原因很純粹：作為郭

氏後人，就有責任延續傳統。不過，儘管「九龍

城汾陽郭氏祭祖」已有「香港非遺」頭銜加

持，但這個光環未必能令其發光發亮。青黃不

接令其傳承困難重重，舊區重建亦破壞了社區

肌理。何以傳承？唯在仍有力氣之時，盡力點

一盞燈。

●採、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

郭氏的祭祖大典於
每年農曆十二月在九
龍城亞皆老街球場舉

行，為期四天。當中的儀式及活動包括
請祖出遊、拜天地及潮劇公演等，十分
隆重。因此，每辦一次祭祖大典，動輒
需要動用過百人手。郭振忠表示，除了
小部分工作會聘請外人幫忙，其餘一切
儀式皆由郭氏族人包辦。對他們而言，
祭祖大典除了向祖先表達敬意外，還是
族人對族群身份認同的體現。訪問時，
每當幾位郭老先生談到祭祖大典的盛

況，言談間總流露出幾分自豪。時移世
易，縱然郭氏祖堂幾度搬遷，但仍然沖
刷不掉他們誓要守住傳統習俗的熱誠。
郭氏祭祖大典的儀式十分講究，即使

經歷了數十年的變遷，來到今天，很多
程序依然保留至今。祭祖儀式包括拜天
地、鳴炮、讀紀念詞、獻禮等。祭祖特
色方面，郭氏仍是少有的會在祭祖儀式
中使用潮州話唸祝文的社團。另一個值
得一提的則是潮劇上演。農曆十二月十
二日是郭子儀的誕辰紀念，通常會演出
《天姬送子》、《八仙賀壽》等喜慶劇

目，他們會聘請家鄉
的潮劇團來港演出。
現時，仍會在祭祀儀
式中保留做戲傳統的
宗族不多，郭氏是其
中之一。不過，隨着
時代變遷，當中也有
一些轉變。鄭詠甄便
提到，例如以往在進
行請祖出遊時，很多
後人都會穿着西裝，
以表莊重，但現時則
會穿長衫。

郭氏宗族冀新一代接棒郭氏宗族冀新一代接棒

為了令市民大眾對於不同宗族的祭祖大
典有更加深入的認識，早前長春社文化古
蹟資源中心舉行名為《祭．春秋》展覽，
介紹本地三個宗族的祭祖儀式及生活文化
──從潮州遷居至香港多年的郭氏、聚居
新界的鄧氏以及奉天后娘娘為祖先的林
氏。其中鄧氏及郭氏的展覽部分，更在其
宗祠建築及祖廳舉行。像郭氏位於九龍城
一幢商業大廈的祖廳，早前在展覽舉辦時
便開放予市民參觀，藉此機會一睹這個罕
有的、仍隱身於鬧市的祖堂。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研究主任鄭

詠甄表示，希望藉着展覽，讓公眾人士
更加深入認識香港本地的祭祖文化。若
來到九龍城參觀郭氏的祖堂，可以認識
到九龍城除了有不少泰國人聚居外，亦

能感受當中濃厚的潮州文化。雖然對於
一般市民大眾而言，郭氏的祭祖大典或
與自己無關，但它作為香港的非物質文
化遺產，與香港歷史的發展密不可分，
而且祭祖儀式亦有特色，所以市民大眾
亦不妨多加了解。此外，鄭詠甄亦表
示，希望藉着展覽，讓大眾反思如何在
現代化的社會中，保存自己的文化；外
人又如何思考自己與祖先的聯繫，或者
反思自身與家族的關係。雖然展覽在早
前已完結，但若果市民有興趣參觀郭氏
的祖堂，仍可以預約參觀。郭振忠表
示，他們很歡迎市民，尤其是年輕一輩
前來參觀，讓他們更加深入認識郭氏的
祭祖文化。中國人重視祭祖，其實是傳
遞出孝義和民族團結精神！

祭祖儀式的變遷

辦展推廣祭祖文化

●展覽展出了郭氏宗族的字系
表。

▶▶香港郭汾陽崇香港郭汾陽崇
德總會理事長郭德總會理事長郭
振忠振忠（（前前））及主及主
任任（（總務總務））郭振郭振
城均談到希望祭城均談到希望祭
祖文化能一直傳祖文化能一直傳
承下去承下去。。

●祭祖時用到的
潮州金漆木雕。

▲▼▲▼祭祖時用到的用具及用品祭祖時用到的用具及用品。。

▲香港郭汾陽崇德總會與長春社文化
古蹟資源中心合辦展覽，研究主任鄭
詠甄（右）盼大眾對祭祖文化有更多
認識。

▼▼祖堂內供奉郭氏祖先祖堂內供奉郭氏祖先。。

▼▼展覽介紹郭氏祭展覽介紹郭氏祭
祖大典的發展史祖大典的發展史。。

●●祭祖大典每年於九龍城亞皆老街球場舉辦祭祖大典每年於九龍城亞皆老街球場舉辦。。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祭祖大典必有的郭祭祖大典必有的郭
氏金龍氏金龍。。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隊伍在區內巡遊隊伍在區內巡遊。。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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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傳承承祭祭祖祖大大典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