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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級「非遺」考察 ─ 大坑舞火龍與節慶風俗之旅

逾百年歷史的「大坑舞火龍」源於 19世紀大坑居民為求消除瘟疫而起。現時是香港中秋節
時一連三日的傳統活動，以稻草製成的火龍被插上逾萬枝線香，在街道上飛舞翻騰。此項
獨特的風俗已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此考察路線於中秋節期間帶領學生赴
大坑進行考察，及訪問「大坑火龍總指揮」陳德輝先生 /其他的籌委，了解大坑舞火龍的演
變及籌備過程。

據說 1880年中秋節前夕的一晚，颱風吹襲大坑村，有一條大蟒蛇吞食村裏的家畜，給村民合力打死。
翌日，颱風過後，大蟒蛇屍體失蹤，大坑村發生瘟疫，多名村民病亡。有道士指大蟒蛇原是龍王之子，

因此要降疫症懲罰村民，報復殺子之仇，村中一位老翁，聲稱有神仙打救報夢，指海龍王最怕是火龍，

以火克水，中秋節連續三晚，即是農曆八月十四至十六，三日舞火龍，就可以解脫此場災難，村民照

辦，並且流傳至今。

每年大坑舞火龍都是中秋盛事，吸引街坊及遊客觀賞，火龍晚上 6時左右在大坑蓮花宮點睛開光，再
於安庶庇街插香後起龍，先到浣紗街對嘉賓作致敬禮，再按傳統街道上舞動，途徑京街、新村街、銅

鑼灣道等，整個儀式分為「火龍過橋」、「火龍纏雙柱」、「綵燈火龍結團圓」。村民會煲魷魚花生的「龍

粥」，讓全村人享用，場面十分熱鬧。

龍，是中華民族的圖騰，是古老中國的象徵，在

中國人的心目中，龍就是他們的保護神，所以當

要出師征戰、久旱不雨、疾疫為患，人們就會舞

龍，消災祈福。

火龍長達 67公尺，光是龍頭就有 48公斤重，超
過二百擔珍珠草紮成，龍心分三十一節，用上超

過 7萬枝線香，龍頭一定紮得威猛，近 300人舞
動火龍，小兄弟撐著龍頭飛舞。

這條閃耀在星雲中的火龍有着逾一百三十年的歲

月，成為香港特色文化，更被國家文化部擬列為

非物質文化遺產。

每年籌備舞火龍的總指揮陳德輝先生，

多年來由紮作整條火龍，至率領一眾健

兒高舉火龍穿梭大街小巷，輝哥都是領

航者。

火龍傳人向來世代相傳，但傳男不傳女，

並只傳予土生土長的「大坑仔」，輝哥

父親是上一代專責舞龍頭的火龍傳人，

順理成章承襲了「父蔭」，亦與火龍結

下不解緣。

輝哥從小從做童男，揸花燈、星燈同雲

燈，長大就舞龍心、舞龍尾，終於有機

會舞龍頭了。多年前，火龍傳人總教練

黃連山及賴華福將火龍開光，起龍前參

神儀式傳授給輝哥，令他成為新一代的

火龍掌舵人，關於火龍的一切，大至紮

龍、舞龍，小至發邀請函及派龍餅卡，

統領逾十八個組別，多年來都是輝哥統

領。

中秋盛事

火龍解構圖

龍頭大哥

路線十：

1 49



考察路線的簡介及教學 考察路線的簡介及教學

國家級「非遺」考察 ─ 大坑舞火龍與節慶風俗之旅

逾百年歷史的「大坑舞火龍」源於 19世紀大坑居民為求消除瘟疫而起。現時是香港中秋節
時一連三日的傳統活動，以稻草製成的火龍被插上逾萬枝線香，在街道上飛舞翻騰。此項
獨特的風俗已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此考察路線於中秋節期間帶領學生赴
大坑進行考察，及訪問「大坑火龍總指揮」陳德輝先生 /其他的籌委，了解大坑舞火龍的演
變及籌備過程。

據說 1880年中秋節前夕的一晚，颱風吹襲大坑村，有一條大蟒蛇吞食村裏的家畜，給村民合力打死。
翌日，颱風過後，大蟒蛇屍體失蹤，大坑村發生瘟疫，多名村民病亡。有道士指大蟒蛇原是龍王之子，

因此要降疫症懲罰村民，報復殺子之仇，村中一位老翁，聲稱有神仙打救報夢，指海龍王最怕是火龍，

以火克水，中秋節連續三晚，即是農曆八月十四至十六，三日舞火龍，就可以解脫此場災難，村民照

辦，並且流傳至今。

每年大坑舞火龍都是中秋盛事，吸引街坊及遊客觀賞，火龍晚上 6時左右在大坑蓮花宮點睛開光，再
於安庶庇街插香後起龍，先到浣紗街對嘉賓作致敬禮，再按傳統街道上舞動，途徑京街、新村街、銅

鑼灣道等，整個儀式分為「火龍過橋」、「火龍纏雙柱」、「綵燈火龍結團圓」。村民會煲魷魚花生的「龍

粥」，讓全村人享用，場面十分熱鬧。

龍，是中華民族的圖騰，是古老中國的象徵，在

中國人的心目中，龍就是他們的保護神，所以當

要出師征戰、久旱不雨、疾疫為患，人們就會舞

龍，消災祈福。

火龍長達 67公尺，光是龍頭就有 48公斤重，超
過二百擔珍珠草紮成，龍心分三十一節，用上超

過 7萬枝線香，龍頭一定紮得威猛，近 300人舞
動火龍，小兄弟撐著龍頭飛舞。

這條閃耀在星雲中的火龍有着逾一百三十年的歲

月，成為香港特色文化，更被國家文化部擬列為

非物質文化遺產。

每年籌備舞火龍的總指揮陳德輝先生，

多年來由紮作整條火龍，至率領一眾健

兒高舉火龍穿梭大街小巷，輝哥都是領

航者。

火龍傳人向來世代相傳，但傳男不傳女，

並只傳予土生土長的「大坑仔」，輝哥

父親是上一代專責舞龍頭的火龍傳人，

順理成章承襲了「父蔭」，亦與火龍結

下不解緣。

輝哥從小從做童男，揸花燈、星燈同雲

燈，長大就舞龍心、舞龍尾，終於有機

會舞龍頭了。多年前，火龍傳人總教練

黃連山及賴華福將火龍開光，起龍前參

神儀式傳授給輝哥，令他成為新一代的

火龍掌舵人，關於火龍的一切，大至紮

龍、舞龍，小至發邀請函及派龍餅卡，

統領逾十八個組別，多年來都是輝哥統

領。

中秋盛事

火龍解構圖

龍頭大哥

路線十：

48 2



【1】 大坑舞火龍的起源？

【2】簡述舞火龍的整個儀式？ 

【3】火龍如何製成？ 

【4】誰人可以做火龍傳人？

【5】 在大坑哪一處可以欣賞到舞火龍？

1.劉斯傑：《香港節日》﹝三聯書店，2012 年﹞
2.韋基舜：《吾土吾情》﹝成報，2005年﹞

寓教於樂－桌上遊戲與歷史文化教育

延伸閱讀

「非遺。香港」桌遊與香港曆史遊戲教學

不少前線老師曾表示，許多學生對歷史科感到沉悶枯燥，漸漸失卻認識歷史的興趣。有見及此，本計

劃積極提倡實地考察和體驗式學習，讓學生親身觀察歷史現場和古蹟，並參與傳統手工藝工作坊，親

手製作工藝，藉以引導學生研習歷史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趣味，從而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

近年外國流行的桌遊（BoardGame），不少學者發現桌遊是重要的學習工具，故本計劃希望將香港非
物質文化遺產和歷史文化特色與桌遊結合，寓教於樂，讓學生從遊戲中學習，學者陳介宇指出：「精

心設計的桌遊不僅創造出引人入勝的遊戲氣氛，還可增進學習者之社交互動技能、團隊合作能力、調

查能力、決策能力與評估資訊能力，並藉由良性的比賽競爭讓學習者培養對勝敗之正面積極看法，輸

家可以從遊戲過程中檢討失敗的原因並思考如何修正錯誤。」經過數月的研究及努力，終於自家設計

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主題的桌遊《非遺‧香港》。

桌遊以香港地圖為探索版圖，學生在過程中遊走香港各區，代表該區的紙牌會介紹該區的歷史建築、

文化習俗等，例如大澳的大澳龍舟遊涌、中西區的必街會所。而勝出的標準是學生於不同地區收集各

種任務卡上指定的歷史元素。本會希望透過鬥智鬥力的互動桌遊，促進學生對傳統文化的認識，讓大

家明白到文化保育與傳承的重要性。

參考資料：

陳介宇 . (2013). 從早期桌上遊戲看臺灣 . 師友月刊 , 547, 7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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