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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非遺遺 生生新新 系列系列（（二二））傳古創今．

紅黃相間的竹架撐起婚喪嫁娶的煙火記憶，鳳頂和龍柱拼湊出社區的集

體情感，從天后誕、盂蘭勝會、太平清醮到開業誌慶、就職典禮……上世紀五十

至八十年代，花牌曾是香港市井生活的鮮艷註腳。這門獨特的紮作技藝，早年由

老師傅以竹枝、竹篾、鐵片等紮出關於時代和民俗的立體敘事，如今卻在年輕匠

人手中掙脫傳統框架：當竹架化作當代藝術的肌理，花牌亦可從街頭走上世界舞

台，成為香港城市美學的動態載體。而非遺保護的難題，在香港總能化作破框

實驗的契機。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非 遺 進 生 活

傳統工藝與當代藝術跨界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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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花牌的起源

眾說紛紜，有人認

為花牌是中式牌樓的延續，亦有人

認為是民間模仿宮廷的吉祥裝飾。

花牌材料、造型幾經革新，早期的

花牌使用鮮花，因此花牌紮作店多

被稱為「花店」。由於鮮花保鮮期

短、易枯萎，後轉用紙花；因紙花

不耐戶外風雨，故再轉用銻花或絲

花。其他轉變包括以 LED 燈泡代替

鎢絲燈泡、以電腦打印取代手寫文

字等。

花牌用途甚廣，一般多見於傳統

節慶，亦可用於新店開張、就職典

禮、祠堂和廟宇重修等。長洲居民

也會用花牌作公告之用，如外出旅

遊、公布婚訊、尋人啟事等，是當

地的傳統特色。從前，新界居民每

逢喜事如嫁娶及賀壽都會使用花

牌；亦會用在白事的喪棚上。

花牌承載香港民俗記憶

花牌紮作技
藝於 2014

年被列入首份「香港非物質文化遺
產清單」，化身為非遺傳承人的蔡榮基師傅

近年頻頻受邀舉辦花牌工作坊和講座，介紹花牌
的歷史、演變、用料和工藝，並帶領參加者透過製
作迷你花牌進一步認識其構件及紮作技藝。蔡榮基
師承其父蔡創，從事花牌紮作行業已逾30年，作為
本屆賽馬會「傳．創」非遺教育計劃之花牌紮作技
藝的課程導師，他直言計劃有其特別之處：「坊間的

工作坊以體驗為主，一般用膠水將花和文字黏上去就算完成。其實
花牌紮作所需要的竹枝和竹篾都要人手製作，紮的時候也需要很多
技巧，這次由我帶領五位『徒弟』從零開始學做一個小型傳統花牌，
再融入他們自己的思考和創意元素，非常有意義。」

「掟彩虹」扭氣球為花牌添彩
乍看學員的小型花牌作品，竹枝框
架結實，各部件均遵傳統以竹篾、鐵
絲連接，鳳頂、龍柱雖以電腦印出，
神韻仍在。若細觀五件作品的創新之
處，學員皆將個人經歷以及日常所見
所感融入其中，保留花牌的原本功能
之外，亦增添了不少立体和互動元
素：如周雅慧《教堂入「火」》靈感
來自於新光戲院結業，西教會承接舊
址建立教堂，她手繪製作如早期宗教
壁畫的圖案，外圍彩布仿效教堂馬賽
克玻璃窗，以中式花牌慶賀教會開
幕，體現香港中西文化交融的特點；
吳津宜《預備起》以LED燈條和銻
花製作花牌，慶祝漁季開始並祈願出
海平安與豐收；李曼瑜《一期一會》
設計給予藝術家團體「Mooncake
Club」成立周年紀念，以溫暖閃耀的
太陽取代傳統孔雀，並利用毛絨布的
柔軟質感令人憶起童年的毛公仔，帶
來安慰和熟悉感，整體呈現她對友誼
的嚮往；蔡天琪《四喜臨門》以自己
的四個小朋友為設計靈感，將花牌送
給2023年剛生完四胎的自己，並希
望以花牌頂部「掟彩虹」的鮮艷顏色
吸引小朋友參與互動；施曉峰《軟綿
綿的氣球×硬邦邦的花牌》巧妙融合傳統花牌工藝和當代氣球藝術，以慶賀男嬰
百日之喜，氣球百變的形態和吸睛的顏色配以人手打造的花牌，既傳承本土文化
底蘊，更寓意新生兒如騰龍般勇敢高飛的心願。
學員們背景各異，卻無一例外醉心於手工藝，亦對過往街頭常見的花牌記憶猶

新。曾任電影幕後工作者的李曼瑜說：「我成長的地方附近有一年一度的戲棚活
動，大型花牌紮作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花牌運用簡單易取的材料模仿中式
建築牌樓和宮廷吉祥裝飾，處處都凸顯這項民間手藝的吸引力。」她眼見香港的
重建工作持續進行，身邊亦有不少人移居外地，更顯文化傳承的可貴，「我希望
未來可以通過口述歷史、藝術進社區等方式去保留我們珍貴的文化，身體力行成

為文化傳承的一分子。」
現職設計師的吳津宜則表示，在事物日漸全面電子化、AI技術愈趨

成熟的當下，傳統手藝變得愈來愈珍貴，而花牌紮作的每一
竹、每一鐵皆由人手注入溫度。「我從小就對街邊見到的

花牌很好奇，但如今花牌好像愈來愈少見。我希望
藉參加課程的機會學習到這項傳統手工藝，並把所
學教給更多的人，使這項非遺技藝傳承下去。」

「花牌紮作很特別，這項技藝在香港才有，內地、台灣甚至長洲的花牌都與我
做的這種不同。花牌在香港已經發展了幾十年，我自己也會在其中加入新元素，
一門手藝如果不去創新，在鍾意新鮮事物的年輕人眼中便會淪為老土，逃不過淘
汰的命運。」對蔡師傅而言，花牌如同壁報板，可藉文字、圖畫和裝飾傳達信
息，用途廣泛之餘在設計上也不受限制。他稱讚五位徒弟雖然新入行，但帶來了
很多新的想法和概念，而自己也會將畢生所學傾囊相授，「他們的想法天馬行
空，提出的有些問題是我從來沒考慮過的，大家互相刺激總能迸發出新靈感。」
日前於「同慶非遺——周年展覽暨嘉年華2024/25」中展出的大型花牌裝置便是
蔡師傅聯同當代藝術家劉銘鏗及五位學員的共創之作，充分展現花牌工藝在空間
運用及協作流程上的高超技藝，亦體現師徒之間的傳承精神與團隊默契。

赴外推廣 滿足感大於賺錢
蔡師傅自小學時代已經接觸花牌，中學畢業後更全身心投入花牌行業，至今已

製作逾萬個花牌，東華三院、保良局等機構所需的節慶花牌亦多出自他手。早於
2014年，他已受藝術家榮念曾之託在美國華盛頓國家廣場搭建大型竹棚花牌裝置
《天天向上》，近年他更致力於將香港花牌紮作技藝帶去內地和外國，從廣東赤
坎古鎮的中英雙語花牌到意大利威尼斯的竹棚藝術裝置，他笑稱：「內地和外國
的工作很有挑戰性，他們不知道花牌是什麼，反而會將其當作藝術品，可以融入
更多創新元素。」當然赴外紮作及安裝花牌總要面對來自不同政策和場地的挑
戰，但他甘之如飴，「滿足感及成功感比賺到錢更重要。」
然而隨着時代變遷，花牌行業日漸式微，又因大型花牌無論材料存放還是綁紮

製作都需要較大的場地，市區工廈難以容納，故全港現僅存三四間花牌公司，集
中在遠離鬧市的新界。「因場地限制，我們的工場沒有冷氣，公司的徒弟在高溫
天氣下惟有追求速度，每人僅學習及製作一部分，他們反而沒有這次的五位學員
學得全面。」蔡師傅透露數年前自己曾斥重金租下大型倉庫，存放花牌之餘亦計
劃建立花牌展覽館開放予市民參觀，卻因疫情突襲、經營困難惟有作罷。展望未
來，他呼籲政府能以優惠租金提供專屬場地，讓僅存的花牌業者得以群聚，既能
降低營運成本，也能形成產業聚落，便於技藝交流與文化傳承，亦避免這朵非遺
之花在鋼鐵叢林中趨於凋零。

在由嶺南大學和香港藝術學院（香港藝術中心附屬
機構）合辦的賽馬會「傳．創」非遺教育計劃中，非
遺工藝正經歷一場當代變革。香港藝術學院方的項目
總監林嵐帶領團隊，以實驗性藝術手法重構非遺，讓
廣彩、花牌、長衫等非遺技藝在銅鑼灣希慎廣場、
K11藝術空間等現代場域煥新活力，為非遺傳承開闢
一條意想不到的發展路徑。

在三棟屋竹棚舞台行Catwalk
據林嵐介紹，「傳．創」非遺教育計劃中的導師培
訓課程採用「雙師制」教學體系，每門非遺工藝同時
配備傳統師傅與當代藝術家，具體課時因應該項非遺
的實際情況而分配，如同化學實驗般精準調配傳統與
當代的配比。「如石灣陶塑真的很不易做，我們會安
排七八堂傳統技藝課程；而在印章雕刻技藝中，因當
代藝術家本身也對傳統物料很熟悉，常會融合傳統與
當代去創作，我們便會給他安排多一些課時。」另一
方面，課程設計強調「可持續創新」，她以香港中式
長衫製作技藝為例分享道：「我們希望學員不僅可以
通過課程分別認識傳統和新式師傅的做法，也會通過
業界創業者的分享接觸到行業實際運作，進而在課程
完結後亦可以考慮靠這項非遺技藝謀生——或成為藝
術家、自由創作人，或成為小師傅在業內製作長
衫。」唯有如此，非遺傳承方能突破課堂的時空界

限，在青年學員的創新實踐中綻放新生。
作為策劃者，林嵐坦言籌辦計劃周年展覽絕非易

事，既要守護傳統精髓，又要開創當代新意，引發廣
泛回響，「我們第一年的展覽在三棟屋博物館舉辦，
類似的展覽在那裏已經有過很多，如何才能突圍而出
令觀眾留下深刻印象？最終決定搭建竹棚舞台，再教
學生穿着自製長衫配搭白波鞋行Catwalk。」當年的
展演備受好評，而當計劃繼續推進，她開始嘗試將周
年展演搬離傳統展館，促非遺融入日常生活。於是，
在銅鑼灣希慎廣場、白沙道及霎東街可見吹糖、麵塑
和木傢具，在K11藝術空間可見紮作、廣彩和長衫，
「其實是很震撼的一件事，很多外國人來參觀後都覺
得很驚艷。」
今年的周年展覽暨嘉年華則選在大館舉辦，「大館

是本港市民和世界各地遊客都會去的地方，在這個層
面，我們希望接觸到更廣闊的觀眾，將香港的非遺信
息盡可能推廣出去。」林嵐關於計劃第二階段的設想
還有很多，如盡量將學生作品以圖冊的形式在網上展
現，舉辦容納更多人參與的數碼展覽並於2027年舉
辦第二屆非遺峰會等。

非遺活態 全球實踐
於2021年舉辦的首屆非遺峰會以「活着非遺」為

主題，邀請來自世界各地及本地的非遺專家、藝術文

化從業者和教育工作者，就探索非遺與當代藝術的融
合、非遺教育的機遇和挑戰等議題進行深入討論，
「當我們做了很多關於傳統非遺和當代藝術相結合的
實踐後，還是想要多些接觸外面的世界，於是我們還
邀請了英國維多利亞與亞厘畢博物館館長分享經驗，
他們專做融合傳統元素的當代設計師和藝術家的展
覽，和我們很類似。」
林嵐猶記得，峰會匯集了多位本地專家分享非遺在
香港的實踐，以「心」（藝術治療）、「食」（傳統
圍村菜）和「居」（明式傢具）為例，說明非遺與我
們的日常其實並不遙遠，「在峰會中，我們的理念會
通過不同的項目而具體化，也告訴來自各地的嘉賓，
我們不只是在藉文字和課堂推廣非遺。」非遺的生命
力，正在於它能跨越時空，與今天的生活方式對話，
而2025-2026年度導師培訓課程正以花鈕製作技藝和
紮作技藝（進階）為主題，徐徐展開傳承的新篇章。

話你知

●●20142014年年，，蔡師傅在美蔡師傅在美
國華盛頓國家廣場搭建國華盛頓國家廣場搭建
大型竹棚花牌裝置大型竹棚花牌裝置《《天天
天向上天向上》。》。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同慶非遺同慶非遺——周年展覽暨嘉年華周年展覽暨嘉年華20242024//
2525」」日前舉辦開幕典禮日前舉辦開幕典禮，，林嵐林嵐（（左一左一））喜喜
見計劃已邁入第七年見計劃已邁入第七年，，成果斐然成果斐然。。

●●非遺教育計劃峰會非遺教育計劃峰會20212021匯聚來自世界匯聚來自世界
各地的非遺專家和藝文從業者參與討論各地的非遺專家和藝文從業者參與討論。。

賽馬會賽馬會「「傳傳．．創創」」非遺教育計劃供圖非遺教育計劃供圖

●●花牌導師蔡榮基師傅聯同當花牌導師蔡榮基師傅聯同當
代藝術家劉銘鏗及五位學員為代藝術家劉銘鏗及五位學員為
慶祝周年展覽開幕慶祝周年展覽開幕，，共創了一共創了一
件大型花牌裝置件大型花牌裝置。。

●●首屆周年畢業展於荃灣三棟屋博物館舉行首屆周年畢業展於荃灣三棟屋博物館舉行，，學生學生
穿上自製長衫化身模特穿上自製長衫化身模特，，穿梭於巨型棚架舞台之穿梭於巨型棚架舞台之
中中。。 賽馬會賽馬會「「傳傳．．創創」」非遺教育計劃供圖非遺教育計劃供圖

●●（（左起左起））李曼瑜李曼瑜《《一期一會一期一會》、》、施曉峰施曉峰
《《軟綿綿的氣球軟綿綿的氣球××硬邦邦的花牌硬邦邦的花牌》、》、蔡天蔡天
琪琪《《四喜臨門四喜臨門》。》。

●●周雅慧周雅慧《《教堂入教堂入「「火火」》（」》（左左））及吳津及吳津
宜宜《《預備起預備起》。》。

●●蔡師傅蔡師傅（（左三左三））帶領五位學員從零開始帶領五位學員從零開始
學習花牌工藝學習花牌工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