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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式用餐禮儀講演

香港的名字由來，一說源於廣東東莞的特產——莞香。由莞香樹淬取出的樹液可製成「香」，於

是在東莞產出的香品，就從珠江順流而下運至石排灣即今日的香港仔，於是有了「香港」的名

稱，可見香港和東莞的淵源密不可分。香港人祖籍東莞有100萬人，約佔七分之一的人口。香港傳

統文化源出嶺南，所以許多60歲以上的港人到東莞，還能找到自己小時候生活過的地方，年輕一

輩也能從祭祖活動，了解家鄉的歷史文化。近年來，許多行攝愛好者返璞歸真，小時候生活過的古村落，品莞香、食莞

味、拜宗祠、逛古村，成為他們的熱門選擇。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丘麗芳、何花 東莞報道

遊古村尋嶺南文化 明清建築最搶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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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蛇口希爾頓南海酒店將於3月29日邀請英國禮儀專家Mr. William Bosch進行
最正宗的英式烤肉的習俗和用餐習慣的講解，內容包括烤肉及伴碟的有趣小知識、
在英國可以吃到周日烤肉的地方，以及現場演示西餐禮儀
及刀具的使用方法。時間：中午12時至下午2時，每人
388元人民幣，另收15%服務費。

1、交通線路：香港距東莞石排鎮、茶
山鎮均約135公里。自駕遊可從深圳
口岸出關，經莞深高速，到東莞轉東
部快速即可到石排鎮、茶山鎮。
2、 門票、開放時間：古村落目前為
全天24小時開放，部分古建築因被保
護，開放時間為早上8時至下午6時。
目前塘尾村景區全部免費，南社古村
門票為人民幣30元。港人參觀完僅需

1天，可當天往返。

香港行攝發燒友盧樹衡
說，塘尾最吸引他的，是
村裡的民俗。古村最有代
表性的民俗，是每年七月
初一至初七的康王寶誕。
康王寶誕至今延續了700

多年，最能凝聚香港的石
排鎮後裔。康王是北宋時
期抗遼名將，戰死沙場，
民間因其忠義，各地紛紛
建廟供奉。崇尚忠義的塘
尾村人一直保留這項傳統。
慶祝康王寶誕的時候，都有上千名香港老人家來到村裡參加慶祝活動，包括

祝壽、祈禱、酬神的儀式，千人宴和「神燈」競投等活動。「全村男女老幼在
鑼鼓喧天的陣勢下，全體『抬大神』巡遊。金燦燦的『康王』被鄉民抬着繞城
一圈，在初晨的陽光下人人臉顏歡快，在黃昏時又顯得莊重。老人祭拜時臉上
虔誠的表情，以及連綿幾百米的鞭炮，都是我這幾年拍到的好題材。」盧樹衡
雀躍地說，拿着廣角鏡頭，在新房頂上等待着，便可以拍到鄉民「抬大神」的
全景，顯現嶺南民俗活動的獨樹一幟。

東莞的古村落，一般以清代晚期的建築保存最為完好。祠
堂一般是古村落的核心建築，民居圍繞祠堂形成組團式布
局。在石排塘尾村現存的21座祠堂中，具有代表性的有：
李氏宗祠、景通公祠、梅菴公祠、守善堂、蘭苑公祠、七房
廳與墩睦堂等。香港人北上東莞，除遊玩外，還有一項重要
活動，就是祭祖。

影視名人回鄉祭祖
許多香港名人祖籍東莞，如影視明星米雪、王祖藍、任達

華、郭富城、羅嘉良等在東莞商演之餘，都曾回鄉祭祖。東
莞每個有着百年以上歷史的古村落，都立有宗祠。塘尾李

氏、南社麥氏等宗祠中，都列有家族後裔的去向，其中不乏
前往香港的後裔，每逢回鄉做短途旅行時，他們亦會順便祭
祖。
位於茶山鎮超朗村的麥日桃故居，因他曾擔任過香港東莞
工商總會會長，他的故居常有香港麥氏宗親前來探望。位於
橫瀝鎮的羅氏宗祠，就是明星羅嘉良一族的祖先宗祠。TVB
明星王祖藍回東莞製作節目《東張西望》，介紹了「吃喝玩
樂在東莞」的同時，專門回到厚街鎮尋根。
他們只是祖籍東莞的香港市民的其中一小部分。據東莞外

事局統計，每年清明節至少有10萬香港人回莞祭祖，許多
港人扶老攜幼，拜宗祠、拜先人，與內地的親人團聚。

尋訪東莞古村落貼士

廣角鏡下的康王寶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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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蛇口希爾頓南海酒店The Grill燒
烤西餐廳推出英國周日烤肉套餐，憑本
印花獲贈一瓶英式啤酒。套餐包含頭
盤：扒房特色沙拉配芥末籽醬；主菜：
慢烤澳洲安格斯牛排、烤檸檬百里香
雞、約克郡布丁、烤小土豆、地中海蔬
菜、慢烤蘋果、自製肉燒汁；傳統英式
甜點。

這是一道傳統的英國菜式，據說源於工
業革命時期的約克群，只在周日供應，大
家一般會在去教堂前把肉放到烤箱裡慢慢
烤着，等從教堂回來，就能吃了。
時間：即日起，每周日中午，每位388

元人民幣。
地址：深圳市南山區望海路1177號
電話：+86-755-21628888

深圳希爾頓酒店The Grill送啤酒 印花

莞鄉莞鄉
如果港人想在周末來一次懷舊短途旅行，體驗明清古村落生活，毋須走

遠，驅車北上130公里至東莞石排鎮塘尾古村、茶山鎮南社古村等，都
堪稱典型。

塘尾古村赴港商賈傳奇多
東莞石排鎮的塘尾村擁有完整的明清古建築群，目前是南粵地區規模較大、

原生態保存最為完整的古村落。塘尾村最早起源於南宋末年，於明代形成現今
的規模格局，清代期間，隨着洋務運動的推展，商貿繁盛，亦帶動塘尾商業興
旺。當時，塘尾商業文化十分興盛，湧現出大批事業卓著的成功巨商。其中三
分之一商賈前往香港經商，他們的後裔不乏各界知名人士，如香港導演李力
持，其祖籍就是塘尾。
據說，在香港，塘尾人經營着眾多企業商舖，大部分商號都帶着一個

「隆」字，如「廣合隆」、「穗豐隆」等，因此香江河畔一度流傳着塘尾
「二十八條龍（隆）」的傳奇故事。如今，很多港人後裔追尋當年祖先南
下的足跡，便反向北上尋找祖先生活過的痕跡。

體驗祖輩淳樸生活
古村中的生活和香港的節奏完全不同，閒適寫在每個人臉上，這種悠閒的生
活吸引不少生活繁忙的港人。現在村裡還生活着幾百戶人家，毋須使用太多現
代化電器，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令港人自然體驗祖輩淳樸的生活。「無論是在
斜陽映照中，婦女在村邊的古井打水洗衣，或是小孩在祠堂前的空地玩耍，這
些普通的場景有了古村和古建築的背景，都可以自成作品。」香港攝影發燒友
盧樹衡時常跟隨香港攝影藝術協會，與一班同好來到東莞古村取景。
行攝愛好者最喜歡的取景地，往往選擇在明清古圍牆、古樹及宗祠等古建

築。這裡的圍牆建於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環繞古村落。圍牆築以紅砂
岩牆基，青磚牆體，上有瞭望孔108眼，暗合了36天罡72地煞之數。古村的
圍牆、圍門和譙樓，在當時是為抵禦土匪的進攻，對於攝影愛好者，則提供了
獨特的拍攝角度。從古時打更人所在地最高的譙樓上俯拍全村，可以拍到古樹
環繞中的紅牆綠瓦，看慣高樓大廈的香港人彷彿穿越時空，回到明清時期。鏡
頭從圍牆的瞭望孔照出去，村中曲折的石板路，延伸至村落盡頭，無言中盡現
古村的滄桑。

南社古村老樹古磚謀殺菲林
除了塘尾古村外，與石排鎮相鄰的東莞茶山鎮南社古村，也是香港攝影藝術
協會成員推薦的古村。茶山鎮南社古村始建於明代，穿插着嶺南風格綠瓦青牆
磚、紅石鋪砌的窄巷子。目前，整個村落保護良好，民居、祠堂、書屋、里
巷、古井、圍牆、更樓、池塘、榕樹群，都保存原有景致。其中牛過萌村中，
茂盛參天的古榕和翠竹相互掩映。記者在牛過萌村看到最大的一棵800多歲的
榕樹，12個成年人手拉手才可以環抱。對於喜愛拍攝靜物的發燒友，這裡的一
樹一木一磚一瓦，皆可謀殺不少菲林。
在村落的明清古建築裡，最具代表性的是清末赴香港經商的麥日桃舊居。故
居建於清光緒十六年（1890年），分別由四間相連接的書屋、住宅和碓間（又
稱磨房）組成，精工建造，其中書屋簷板上雕有花草、果木、動物等圖案，圖
案上的金漆鮮艷奪目，書屋正廳的木雕「雙鳳牡丹」落地花罩，雕工精巧，構
圖獨特，栩栩如生。木雕充分運用了透雕、高浮雕、淺浮雕等工藝，入木三
分。故居留存的屏風、華板、木雕、磚雕、石雕、牆雕、灰塑、板畫、書法作
品等，都是明清時期匠人的手工留存，吸引着香港攝影愛好者相繼追逐。

■南社古村的小橋流水。 受訪者供圖

■東莞康王寶誕民俗慶祝活動。 網上圖片

■■南社明清古村落南社明清古村落
門牌門牌。。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古村內到處種有古榕樹古村內到處種有古榕樹。。 記者何花記者何花 攝攝

■南社古村更樓。 受訪者供圖 ■祠堂建於明清時代，雕刻精細。受訪者供圖

■■東莞古村世外桃源般東莞古村世外桃源般
的生活的生活。。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香港攝影發燒友鏡頭下的香港攝影發燒友鏡頭下的「「康康
王寶誕王寶誕」」民俗全景民俗全景。。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