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察路線的簡介及教學

【1】大澳傳統龍船協會，由甚麼團體組成？

【2】遊涌活動，對大澳居民有甚麼意義？

【3】試述棚屋建築特色？

【4】大澳為何吸引人聚居？

【5】「侯王爺」生日，古廟有哪些慶祝活動？
楊候古廟，漁民稱侯王為「侯王爺」。楊侯是宋末名將楊亮節，其誕期為每年農曆六月初六，賀

誕活動有神功戲、搶花炮及舞獅等。

延伸閱讀

1.廖迪生，張兆和：《香港地區史研究之二：大澳》﹝三聯書店，2006年﹞
2.黃惠：《大澳水鄉的變遷—風、土、人、情二三事》﹝進一步多媒體，2004年﹞

國家級「非遺」考察－大澳端午龍舟遊涌 傳統節慶林村許願節與傳統風俗之旅

根據記載，新界大埔林村於南宋時期的 1287年開始有人定居，而林村許願節與傳統點燈活
動乃香港保留得較完整的傳統活動。以前每逢過年過節，村民就會到樹前來參拜許願，並
將寶牒拋上許願樹。而作為近 700多年的老村落，現仍存中國傳統的古蹟，包括天后廟（二
級歷史建築）、文武殿及義祠。考察內容包括親身體察林村許願及點燈儀式，考察林村文
武廟、天后廟、文武殿及義祠，與林村居民訪談。

大埔林村早在 700多年前的宋朝末年，就已經有人
聚居，許願樹是當地村民祈福許願的勝地，每年農

曆新年，不少香港人都誠心前來，許下新年願望，

並將願望寶牒拋上許願樹，由於負荷太重，鄉公所

2010年將林村公立學校闢為許願廣場舉行「林村許
願嘉年華」，訂製 25呎高的玻璃鋼樹桿仿真細葉
榕，該許願樹只有原樹的一半高度和祈福架，寫好

各種願望的寶牒，讓善信將寶牒拋到樹上。

今天，祈褔的方法有所改變，都是為了保護許願樹，

加強環保意識。

然而，傳統點燈賀添丁的習俗仍保存，把花燈布置

得色彩斑斕，寫上吉祥字句，燈下寫上男丁名字，

再把丁燈掛於祠堂橫樑之上。

林村許願樹

路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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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路線的簡介及教學

大埔文武廟是典型的古式建築，四周建有圍牆保持環境清靜，入口以青磚和磨光花崗石塊築成，兩道

側牆及屋脊均有灰泥懸飾，屋頂邊緣的簷板更是典型新界建築物的特色。中庭兩側共有八個廂房，入

口兩側的廂房，為鄉紳旅客住宿的地方。

文武廟採用對稱佈局，門額：「文武二帝廟」，木聯：「文昭日月；武鎮山河。」內有光緒廿八年（1902
年）鑄造香爐。中軸兩旁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為正門入口，正門後是廟內的一對門，稱為「中門」，

這對門在普通日子是關閉的，只在關帝及文昌帝壽誕，及每逢初一、十五的日子才會「中門大開」。

古時候，只有達官貴人才能由中門進入，而

其他人只能由側面經過的；第二部分為露天

庭園和偏廂；第三部分則是大殿，兩位道

教帝君供奉在大殿內。殿內的文昌帝手執毛

筆、身穿長袍在右；而關武帝則紅臉長鬚、

手執關刀、身披凱甲在左。

歷史建築級別：二級歷史建築（林村天后廟）

落成年份：1768年

清朝乾隆年間建成的天后廟，超過 200 年的歷
史，是大埔區廟宇中最大的一座。

天后，又稱媽祖，傳說是保護海上安全的神靈，

生前是褔建人，名字林默娘，傳說她從小就具

備預測天氣的異能，在海難中救人無數，沿海

鄉民和漁民均視她為海上守護神而建廟奉祀，

祈求風調雨順，漁獲豐收。

林村天后廟是二進式建築，即是兩個屋頂，正

殿奉祀天后娘娘，兩側分別為文武殿和義祠；

文武殿奉祀文昌帝君及關聖帝君，而義祠則供

奉 12位護鄉烈士。

天后誕時，有大型慶祝活動，擠滿善信和遊客，

可參觀由立廟時所鑄的洪鐘以及每次修建時立

下的匾聯及碑記，了解天后廟的變化。

文武雙全古式建築

林村天后廟

【1】試述林村居民新年祈褔的習俗？

【2】為甚麼誕下男孩，要點燈慶祝？

【3】文武廟的建築特色？

【4】為甚麼漁民信奉天后？

【5】要保護許願樹，您有甚麼提議呢？

延伸閱讀

1.黃樹民：《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後中國農村的變革》﹝ Airiti Press，2011年﹞
2.漁農自然護理署：《誰為我許願》﹝天地圖書，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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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路線的簡介及教學

大埔文武廟是典型的古式建築，四周建有圍牆保持環境清靜，入口以青磚和磨光花崗石塊築成，兩道

側牆及屋脊均有灰泥懸飾，屋頂邊緣的簷板更是典型新界建築物的特色。中庭兩側共有八個廂房，入

口兩側的廂房，為鄉紳旅客住宿的地方。

文武廟採用對稱佈局，門額：「文武二帝廟」，木聯：「文昭日月；武鎮山河。」內有光緒廿八年（1902
年）鑄造香爐。中軸兩旁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為正門入口，正門後是廟內的一對門，稱為「中門」，

這對門在普通日子是關閉的，只在關帝及文昌帝壽誕，及每逢初一、十五的日子才會「中門大開」。

古時候，只有達官貴人才能由中門進入，而

其他人只能由側面經過的；第二部分為露天

庭園和偏廂；第三部分則是大殿，兩位道

教帝君供奉在大殿內。殿內的文昌帝手執毛

筆、身穿長袍在右；而關武帝則紅臉長鬚、

手執關刀、身披凱甲在左。

歷史建築級別：二級歷史建築（林村天后廟）

落成年份：1768年

清朝乾隆年間建成的天后廟，超過 200 年的歷
史，是大埔區廟宇中最大的一座。

天后，又稱媽祖，傳說是保護海上安全的神靈，

生前是褔建人，名字林默娘，傳說她從小就具

備預測天氣的異能，在海難中救人無數，沿海

鄉民和漁民均視她為海上守護神而建廟奉祀，

祈求風調雨順，漁獲豐收。

林村天后廟是二進式建築，即是兩個屋頂，正

殿奉祀天后娘娘，兩側分別為文武殿和義祠；

文武殿奉祀文昌帝君及關聖帝君，而義祠則供

奉 12位護鄉烈士。

天后誕時，有大型慶祝活動，擠滿善信和遊客，

可參觀由立廟時所鑄的洪鐘以及每次修建時立

下的匾聯及碑記，了解天后廟的變化。

文武雙全古式建築

林村天后廟

【1】 試述林村居民新年祈褔的習俗？

【2】為甚麼誕下男孩，要點燈慶祝？

【3】文武廟的建築特色？

【4】為甚麼漁民信奉天后？

【5】 要保護許願樹，您有甚麼提議呢？

延伸閱讀

1.黃樹民：《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後中國農村的變革》﹝ Airiti Press，2011年﹞
2.漁農自然護理署：《誰為我許願 》﹝天地圖書，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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