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腳，等佢爛手又爛腳。打左小人貴人嚟，東南西北出路遇貴人，春夏秋冬

行好運，工作順利；打左小人就橫財就手，心想事成，奪得人緣，奪得朋友

緣；心想事成，今年後年中六合彩；打左小人就闔家笑微微，老老嫩嫩，身

壯力健，龍馬精神。」

當然，每個負責打小人的「阿婆」，都有各自一套的「咒文」，內容不

會完全相同。而這段打小人的內容，只是其中一位「阿婆」的說法，內容不

太完整，也沒有系統，可說是「想起什麼就說什麼」，但從中也可了解到打

小人的基本內容，是怎麼模樣了。

（徐振邦︰《行遊香港︰ 28 個風俗慣例全說》，頁 140-141。香港︰經濟日報出版社，2009 年。）

時代變遷

隨着時代的變遷，打小人的儀式也有輕微轉變。打小人可以親力親為，

也可以假手於人，近年甚至出現了「網上打小人」，形式轉向遊戲化、電腦

化。至於是否同樣具有制服小人的功能，那就見仁見智了。

打小人只是對情感的發泄，抒發情緒的方法；發泄之後，心情自然會平

和下來，能否做到趕走小人的效果，或許，根本是不重要的。

（徐振邦︰《行遊香港︰ 28 個風俗慣例全說》，頁 138-139。香港︰經濟日報出版社，2009 年。）

問題討論

1. 隨着時代的發展，你認為打小人這個習俗會消失嗎？為什麼？

2. 你會以打小人的方法來抒發情緒嗎？

3. 一些傳統習俗及風物（如求籤、掃墓、打小人、通勝）已有網
上版，你對此有何看法？

二、紙紮藝術

紙紮是一項傳統的民間手藝，只要運用一些簡單的工具和材

料，便能製作出千變萬化的手工藝品，有花燈、燈籠、花炮、風

箏、祭品等等。紙紮用品滲透到我們不同的日常生活領域中，它

們既是鄉村節慶的主要裝飾品，也是人與神靈溝通的媒介。紙紮

工藝在香港傳承多年，從未中斷，供應紙紮用品者，除了香燭紙

紮鋪外，還有圍村紮作師傅及道士。曾經有一段時期，香港紮作

的獅頭、龍頭更遠銷至歐美地區，雖然近年紙紮用品多從內地輸

入，而圍村紮作師傅亦愈來愈少，但節日慶典及宗教儀式中使用

紙紮品的傳統，則仍然保留下來。

   傳統民間工藝

紙紮藝術的普及性及鮮明的個性特徵使它滲透到民俗活動和生活的不

同領域─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宮廷還是民間、都市還是農村，都有製作

者、使用者和欣賞者。紙紮藝術和民俗活動結合緊密，為春節、元宵節、盛

典而紮製的彩燈；清明節期間流行的風箏；廟會盛行的紙玩具；婚俗用的匾

額、紙花；喪俗用的紙人、紙馬等等，都是民間交際、藝術交流和文化傳承

的主體內容之一。

低廉的材料，簡煉的紮藝，使紙紮藝術擺脫經濟條件的制約，成為民眾

渴望生存、抵制自然災害、追求神靈保祐的精神食糧，並在護祐孩童成長、

祭祀先祖豐績、慶典新婚吉日、啟發兒童智力方面表現出民眾的功利性和審

美心態。

（潘魯生︰《紙紮製作技法》，頁 1-2。北京：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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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紮行業性能

過往走到「秋記」紙紮鋪，多會被掛在門外大大小小、顏色奪目、造工

精美的紙紮花燈、金魚、蝴蝶所吸引。每年的盂蘭勝會和中秋節，門前總會

人頭湧湧，這亦是店主陳伯最忙碌的時候。

今年九十二歲的陳伯（桂洲），身體十分壯健，精神奕奕，中氣十足。

陳伯於十餘歲從清遠來港，在舅父的「黃秋記」學紙紮手藝。他回憶剛入行

時，只可「有食無工（薪金）」，舅父只供應兩餐和住宿，但沒有薪金。當年

他手拿竹篾與紗紙，邊學邊做，幫舅父做花燈、「七姐盆」、燒給先人的各式

紙紮製品等。陳伯說，他當年學紙紮時，最初是學削篾，即如何將竹子削成

薄如蟬翼的篾片、篾絲，再削成大小均勻的竹條，用來做紙紮物品的骨架。

不少見過傳統紙紮的人，從來也沒有讚歎過一句「多麼美麗的藝術啊！」

其實，這些紙紮祭品，如豪華宮殿、遊艇名車，全都是用薄薄的竹片和一戳

就破的彩紙做成的。這些漂亮的民間藝術品，大多用於喪禮或祭祀活動，到

最後不用幾分鐘就化為灰燼，可以說是世上最短命的藝術品，瞬間消逝。當

一件紙紮品被一把火燒到陰間後，才算是一次完整的紙紮藝術的全面展示。

（何耀生︰《香港非物質遺產》，頁 126-127。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 年。）

紙紮品的製作過程包括砍竹削篾，然後捆紮骨架，例如用篾片和篾絲把

竹條縱橫交錯捆紮好。接着裁剪彩紙，隨後用漿糊把剪裁好的彩紙黏到紙紮

   

製品的骨架上。最後，用毛筆在需要描畫的地方着墨上色，如給紙紮的人繪

畫眼睛。

（何耀生：《香港非物質遺產》，頁 127。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 年。）

陳伯告訴我，論工藝精湛度和最特別的紙紮祭品，屬上世紀四五十年代

的大炮竹。炮竹內藏有紙紮公仔，當炮竹燃點爆開後，顏色繽紛的紙紮公仔

會從炮竹頂的紙盒跌下，在半空中隨風飄揚，十分奪目吸引。此外，他所做

約十多呎高的「鬼王」，凡是見過的人，沒有不讚歎一句︰「精美的藝術品。」

「鬼王」的紮作過程非常繁瑣，陳伯背後花了不少心思，配以精湛的手藝才能

完成，當時甚至連理工大學教授也曾向他拜師學藝呢！

（何耀生：《香港非物質遺產》，頁 129。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 年。）

燈籠

紙紮的大士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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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紮業的式微

陳桂洲︰「（……）戰後六十年代是香港紙紮業最興盛的日子，各種傳

統祭祀儀式都需要大量紙紮品，每逢農曆新年、七姐、紅事白事都有大把工

作排着隊等你做，甚至要叫齊仔女到店內幫手才應付到。但隨着時代轉變，

紙紮品需求大幅下降，當年喪禮需要大量精緻高級的紙紮品，而現時的人隨

隨便便買一兩件就算數，加上內地機器生產的紙紮品售價平，什麼紙紮電

視、波鞋、遊戲機都是內地貨，用部電腦印個圖樣就可以大量生產；人手紮

作既花時間又賣得貴，市場當然愈來愈細啦，所以我都決定不收徒弟，做完

我一代就算啦。」

隨着紙紮業的衰落，向「秋記」訂購祭祀紙紮品的客人無疑是減少了，

但由於鄰近的蘇豪區發展成旅遊景點，反吸引了不少對傳統中國紙紮藝術有

興趣的外國遊客。陳桂洲：「近年遊客生意確是做多了，不少遊客都喜歡買隻

金魚做紀念。較特別的是之前有個外國遊客因隻寵物臘腸狗病逝，就拜託我

做一隻紙紮臘腸狗，我依着照片去試紮，紮到出來連個主人都話神似。除了

遊客外，近年印度商事每逢過印度新年時，都會託我紮各款印度神像。雖然

對生意有幫助，但其實只是反映了整個紙紮業已沒落，懂得做這些另類紮作

的師傅已愈來愈少。」

（周仲明︰〈70 年歷史「紮」任〉，載於《東方日報》，2010 年 6 月 9 日。）

問題討論

1. 想一想，你在日常生活中接觸過哪些紙紮作品？

2. 香港紙紮行業漸漸式微消失的原因是什麼？

3. 你認為怎樣做才能保存和推廣紙紮技藝？

三、《通勝》

農曆新年，不少家庭都會購買新一年的《通勝》，不少人擇

日嫁娶喪葬、動土出行等，均以此為據。在昔日的農業社會，《通

勝》可說是每家必備。為確保耕作收成，農民在播種與收割之前，

例必查考《通勝》。《通勝》的主要內容，是按二十四節氣序列不

同日子的吉凶宜忌等。二十四節氣平均分佈在十二個月當中，每

月均有一節一氣，但節氣日期則年年或有不同。現代人對二十四

節氣已不甚注重，較為人熟悉的，大概是「立春」、「驚蟄」、「清

明」、「冬至」等。《通勝》最初只是節氣的曆法依據，但由於流傳

甚廣，民間也開始編製《通勝》，並因應日常生活所需，增加了不

少內容，如掌相命理、占卜解夢、《三字經》、《百家姓》、《千字

文》等，內容豐富有趣。

百科全書

通勝，就是通書。因為書的音同輸，為避忌諱，改稱通勝。正如不說

乾，把酒飲乾稱為飲勝。

在春節年頭，香港街頭坊間，會有通書賣，這也算是年景之一。

一本通書，好像一本百科全書，原不必專以迷信的書視之。比如百年

日曆生肖對照表，二十四節氣，家居生活須知，那是科學。比如賀喜弔喪文

字，電報號碼，那是工具。比如《三字經》、《千字文》、《孝經》，那是啟

蒙讀物。當然通書的核心和最大篇幅的是有關當年運程運勢的預測，可以非

常詳細地按不同生活的人，按月按日，指明吉凶運程，以便人們進行各種活

動。如︰動土、搬遷、訂婚、嫁娶、祭祀、祈福、出門、開市、立約、交

易、安門、安床、建屋、入宅、求嗣、上任……正確擇日擇時，知所避凶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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