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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的中華傳統節日
文：盧美燕 ( 香港教育大學通識教育（榮譽）文學士 - 三年級學生  )

日本的端午節

鄰近中國的日本有許多民間風俗都是由中國傳入

的，而日本定在陰曆五月五日的端午節亦是其中之一。

日本悠久歷史的發展中，端午節融合了日本民間習俗，

形成日本獨有的風俗與文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次後，

日本的端午節定為男兒節，是為男孩慶祝的傳統節日，

通稱「端午節句」。日本人在這一天會吃粽子和飲菖

蒲酒，所以又稱「菖蒲節」。他們的習俗跟我國大同小

異，日本粽子以長錐形為主（見圖一），不及中國品種

味道多，唯有所不同的是千家萬戶的日本人會在他們的

房頂上掛上五色繽紛的鯉魚旗（見圖二），鯉魚旗分為

黑、紅和藍三色，分別代表父親、母親和兒子，喻意孩

子前程錦繡，像鯉魚一樣鯉躍龍門。

▲  圖一 , 日本粽子

▲

  圖二 ,
男兒節鯉魚旗

端午節

端午節起源於中國，但它在外國有不同的演繹和慶祝方式。 每年農曆五月初

五，中國人會在這一天吃粽子和舉行龍舟賽去紀念愛國詩人屈原，然而這節日文化

已傳入許多不同的國家。

傳統節日是一個國家或民族歷史文化組成的重要部分，是歷史長期凝聚的過程，是在特定時節展開具特定主題的

風俗和具紀念性的社會活動。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時至今日，中國特色節日文化已經延伸到世界各地，到底中國周邊

各國是怎麼過中國傳統節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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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的端午節

▲ 圖六 , 豆沙粽

▲ 圖七 , 划龍舟

韓國的端午節

在韓國，端午節跟中國一樣

也是在每年的農曆五月五日過節。

韓國農民在農曆五月是收割大小麥

的季節，他們會帶著祭品──松皮餅

和艾餅拜祭祖先，以悼念已故親人。與中國 不 同 的

是，他們沒有划龍舟、吃棕子或紀念屈原的故事情節。

韓國端午節有三大傳統，分別是用菖蒲梳洗、比力氣和

盪鞦韆，在這一天，所有女孩子要用菖蒲洗頭、洗澡，

用菖蒲根作簪子插在頭上（見圖三），以迎接端午節，

而盪鞦韆（見圖四）、

摔角（見圖五）、唱農

謠等等都是韓國端午節

中的民間習俗，是重要

的「非物質遺產」。

▲ 圖五 , 傳統摔跤

▲ 圖三 , 用菖蒲洗髮 
   

▲

 圖四 ,
盪鞦韆

馬 來 西 亞 是 一 個 多 種
族 、 宗 教 的 國 家 ， 華 人 佔
了總人口四分之一，端午節
的華人社會氣氛濃厚。跟中
國 的 端 午 節 一 樣 ， 除 吃 粽
子 外 ， 亦 會 划 龍 舟 （ 見 圖
七），各個組別都會派出自
己的代表去參賽。而馬來西
亞的粽子是特別大的，富當
地 特 色 的 椰 蓉 粽 和 豆 沙 粽
（見圖六）吃起來又有別一
番風味的。



Vol.210  ecampustoday  83

 

由於以上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在全球化的環境之下

與各國和地區不同的文化融合及傳承，每個國家和地區

在慶祝這些節日都帶有該地區獨有的色彩。隨時代的變

遷，各節日變化萬千，衍生既有特色的風俗，一代一代

傳承下去。

中秋節

再者，說起另一歷史悠久的傳統節日——中秋節，原來早於《禮記》已有記載「秋暮夕月」，意為祭

拜月神。在唐宋時期，賞月的風氣盛行，亦有祭拜月神的儀式。農曆八月十五是月圓之時，也是一家團圓的

日子，人們會聚首一堂吃飯，祭祖以謝祖宗庇佑。同時，人們也會吃月餅賞月和吃時令的水果。

日本的中秋節

日本的中秋節，又稱為「十五夜」。日本人會舉行

祭祀以謝神明的保佑和感謝豐收。除此之外，他們會吃

吹上餅（一種鋪上紅豆的米餅）（見圖八）和江米糰子

（一種用糯米做的糰子）（見圖九） 。他們還有拔河、

舞獅，還會表演村芝居（見圖十）等等的慶祝活動。日本

人沒有嫦娥奔月等的中秋故事，但他們有白兔在月亮做日

本燒餅的說法。

                                                                     
▲ 圖十、村芝居

▲

 圖八、吹上餅  

▲  圖九、江米糰子                                                                         

▲

 圖十二、韓國松餅

▲  圖十一、羌羌水越來

韓國的中秋節

中 秋 節 在 韓 語 稱 「 秋 夕 」 、 「 仲 秋 節 」 ， 是 韓

國其中一個傳統節日。韓國人會去掃墓，他們會用新

收穫的水果、穀物去祭祀祖先。他們更會回鄉探望親

友，還會給親朋戚友送禮，故在英語韓國的中秋節會叫

做”Korean Thanksgiving Day”。除此之外，韓國有摔

角、羌羌水越來等的風俗。羌羌水越來是中秋，身穿韓

服的婦女們會手拉手圍成大圈，高聲歡唱傳統遊藝（見

圖十一）。同時，他們會吃松餅（一種由芝麻、黃豆、

紅豆等做內餡的麵團）（見圖十二）。在中秋節前夕，

家家戶戶會聚在一起製作松餅，更有傳說指做得漂亮的

松餅可以碰到好的另一半和生下漂亮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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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臨近，選手已進入

備戰狀態，迎來的將是一片鑼鼓喧天的河灘。適逢端午佳

節，是次欲把握機會介

紹賽龍舟這一種傳統活

動之餘，亦訪問一位有

豐富參賽經驗的龍舟選

手阿芝，看看她眼中

的划龍舟究竟有何不

同？有甚麼超越傳統

文化的獨特之處？

賽龍舟專訪—
從傳統儀式到體壇運動
文：湯敏如 ( 香港教育大學通識教育（榮譽）文學士 - 三年級學生 )

　　然而，龍舟競渡除了紀念屈原之外，它的起源和

寓意在歷史上眾說紛紜。以古代的吳越民族為例，他們以

龍為圖騰刻劃在獨木舟上，目的是以此作圖騰祭，兼以竹

筒或樹葉包裹而成的食物作為祭龍，而競渡作賽是作為娛

神、祭儀的一環。另外，在江浙地區，划龍舟亦是為了紀

念清末女革命家秋瑾，而對於雲南傣族來說，這一習俗亦

為紀念鋤強扶弱的古代英雄岩紅窩（同為五月初五投江而

亡）。縱使人們予以不同的寓意和形式，卻增添了地方色

彩。隨著民族的融合而廣傳至南方地區，它便漸漸演變成

中華民族的節慶，促成了今日的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  圖一 阿芝整裝待發

傳統習俗下的賽龍舟

眾所周知，龍舟競渡是端午節中不可或缺的儀式，相

傳古人在紀念投河自盡的楚國愛國詩人屈原時，藉此驅走

河中魚群等，以免他的遺體被蠶食而盡。然而，划龍舟有

另一說法：一眾平民百姓為了迎救屈原，故結隊划槳前往

汨羅江，雖最終拯救不果，卻成為了對屈原的祭拜。在屈

原的故鄉湖南嶽陽市，在龍舟競渡前，先作「龍頭祭」，

即一伙運動員給龍頭披紅帶（意為「上紅」），然後由主

祭人誦讀祭文，並為龍頭「開光」（即點晴），全體向龍

頭禮拜鞠躬，最後才置上船身，駛至賽龍舟現場。 ▲  圖二 龍舟競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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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現代化的賽龍舟

對於今次的受訪者——柴灣基督龍舟隊隊員阿芝來

說，划龍舟不光是一項節日性的觀賞活動，更是一項她鍾

愛的體育運動。時至今日，划龍舟已不再是男性的專利，

每年的龍舟邀請賽參賽者當中不乏女性，由走出傳統的框

架和儀式，到日本長崎、越南、英國等地區性龍舟比賽，

再到成為國際體育賽事，在1976年筲箕灣首辦的國際龍

舟邀請賽，見證著龍舟活動邁向國際化及規範化，及後的

2010年亞洲運動會，更首次開設龍舟賽項，此次賽項開

設奠定了這項水上運動的體壇地位。

在訪問阿芝前，筆者對賽龍舟的印象仍是一項節日活

動，但令人意外是：龍舟運動的流行程度不遜於其他水上

運動。原來，香港龍舟比賽的賽季一般為7月至10月，而

她的賽前訓練則全年無休，冬季訓練便側重於呼吸訓練、

姿勢矯正，3月又是賽季的開始。與其他運動項目一樣，

每週均有恆常訓練，賽季期間，每週都會有地區賽事，而

參賽隊伍更來自不同的背景（如漁民），洋人隊不但能入

鄉隨俗，對龍舟的投入度甚高，在所屬國的推廣更不為餘

力，而本地隊伍中，以公司、企業、學校為組隊單位，若

要數新奇隊伍，便不得不談「千歲龍」，它是由一班年過

花甲的漁民組成，選手們的魄力可不容輕視，他們甚至能

與魁梧的洋人隊並駕齊驅，阿芝對這些無師自通的漁民選

手亦十分欽佩。這都說明了龍舟運動並不只流行於職業選

手或某一小撮人，而它正走向百花齊放。在走向專業化、

規範化的路上，有賴香港龍舟總會及一眾培訓機構，提供

了不同的專業舵手訓練和裁判認證課程等，令賽龍舟展示

了它具運動策略性的一面。

 男女混合型的隊伍不但給予了女性參賽機會，亦為

女性選手增添了體力優勢。然而，要推廣龍舟運動，最大

的阻力便是來自訓練地區的限制，龍舟訓練在靠海地區進

行，交通上的不便或多或少對選手的訓練構成阻礙。

結  語

　　從阿芝娓娓道來的分享中，筆者感受到一位龍

舟愛好者不畏烈日當空的熾痛，不畏汗如雨下的艱苦，唯

她對龍舟的熱忱和雀躍顯而易見。從她的分享中，筆者也

感悟到賽龍舟意味深長的地方——划槳的方向、深度、幅

度，講求眾志成城的協調和一致，並非一枝獨秀般的炫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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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者

（水墨）黃孝逵｜高杏娟｜熊海｜趙志軍｜陳鏡田
（攝影）曹啟樂｜呂志剛｜謝炳堅｜周惠玲

展期

2016 年 6 月 24 日至 6 月 30 日

展覽地點

西營盤皇后大道西 419R- 號雅蘭閣地下 A 和 B 舖
168 畫廊

聯合主辦：

詳情請瀏覽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網站：hkccda.org

─水墨攝影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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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彭淑敏博士

　侯王古廟約建於的1730年（雍

正八年），距今已有286年的歷史。

該廟位於九龍聯合道與東頭邨道交

界，鄰近樂富港鐵站，於1928年成為

第一間由華人廟宇委員會直接管理的

廟宇，也是九龍區唯一主奉侯王的廟

宇。古廟於 1987年2月4日獲古物古蹟

辦事處評定為一級歷史建築物，2014

年被列為香港法定古蹟。

侯王廟自建成以後，一直為人所關注，根據資料顯

示，曾於1759年、1822年、1859年、1879年、1917年

及1988年等，經歷乾隆、道光、咸豐及光緒年間多次重

修，重修古廟須要不少資金，反映當時九龍城一帶的社

會經濟發展情況甚為理想。直到近年，華人廟宇委員會

於2005年以港幣四百萬為該廟進行大型維修工程，並以

保存廟宇的原貌為原則，修繕後重現昔日的古雅風采。

委員會為慶祝侯王廟的復修，於2006年5月22日舉行

「復修竣工暨開光

大 典 」 儀 式 ， 參

與民眾接近一千

人。

▲

 九龍城侯王古廟及其護土牆

　

關於侯王古廟的興建原因，以前清遺老陳柏陶的說

法較為受人認同。他指出廟內所供奉的侯王為南宋功

臣楊亮節（生年不詳，卒於1279年），並把該廟的淵

源及侯王的史蹟刻在《侯王廟聖史碑記》（1917年）

內。楊亮節因生前封「侯」，死後封「王」，故稱為

「侯王」。由於楊氏曾襄助南宋末代皇帝宋帝昺（1272-

1279）逃難到九龍，因他的忠義和護駕有功，為後人所

敬仰，鄉民為了紀念他而建造茅屋，侯王成為主要奉祀

的神靈，其後於1730年重建成廟。此外，也有人認為侯

王是曾經協助宋朝抵抗元兵入侵的楊姓村民，又或是為

宋帝昺治病的楊二伯公。

▲  侯王古廟重修碑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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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淑敏博士，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高級講師，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哲學博士。關心香
港歷史的研究，近年參與出版包括《香港文化導論》、《香港教會人物傳》、《香港

記憶》、《香港第一》、《屏山故事》及《改變香港歷史的 60篇文獻》等。

香港第一間由華人廟宇委員會直接管理的廟宇–

「九龍城侯王古廟」 



▲ 在羅漢堂和佛光堂前的小庭園內，可欣賞到牆頭的精美雕塑──石灣陶瓷。

▲ 侯王古廟內也供奉觀音、太歲、諸仙菩薩、十八羅漢和三寶佛等。

▲ 侯王古廟內的羅漢堂、佛光堂及龍華堂。

▲ 侯王古廟正殿，由正門進入，供奉的侯王像
設於正中央，兩旁兼奉觀音及列聖。

就侯王古廟的建築布局而言，以三幢式建築設計為其特色。古廟

是小型的中式廟宇，建於高台之上，屬於單層建築，正殿則為兩進式

建築。每年農曆六月十六日的侯王誕，香火特別鼎盛。古廟內收藏了

不少歷史悠久的文物，多與九龍寨城官員有密切關係，不但反映古廟

備受清廷重視，官民的關係良好，當中有不少是敬奉侯王的匾額，也

深具歷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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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及相關照片的版權由筆者所有，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 廟外的大紅香爐，刻有「侯王座前」，
是首任九龍巡檢許文深於 1847 年
（道光丁末年）贈送。

▲ 侯王古廟的中式園景 ▲ 設於後園的新設施
─「許願角」

▲ 1970 年複刻的「一筆鵞」設於方亭內

▲ 駐守九龍寨城的廣東大鵬協副將賴鎮邊於 1880 年（光緒六
年）致送的「至誠前知」牌匾。

▲ 清朝將領、九龍城武官何長清（1843-1909）於 1888 年（光
緒十四年）聯同軍官送贈的「折洋鋤盜」牌匾等。

現時市民只可以在侯王古廟外燃點香燭寶帛，並只可在廟內燃點一炷香，以減少古廟

牆壁和天花受到煙火的影響，以及改善空氣質素，藉此鼓勵市民保育古廟及其歷史文物。

侯王古廟鄰近九龍寨城，當中有不少古蹟遺址值得關注。而位於九龍寨城南部的侯王道，

它的命名也與侯王古廟有關，反映古廟對九龍城發展的重要影響。

▲

 侯王古廟後的「一筆鶴」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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