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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認識到參與 從一個普查開始

什麼東西最本土？有人說是粵

語，有人說是街邊的魚蛋，言人人

殊。研究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非

遺）的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主任

廖迪生的看法，可能更具代表性。

在他眼中，香港的非遺無疑就是本

土事物的代表，也靠着這些事物，

不論是語言、藝術或儀式等，維繫

了大家對社區的感情，「所謂的本

土，應該是要想些方法，讓社區的

人去關心社區的事。」與其爭論定

義，廖迪生認為應該去解決造成社

會問題的癥結，例如如何減輕社會

成本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學生感言

香港人是什麼時候開始有了本土的想法？廖迪生
認為，回歸前港英政府不希望社區「有組

織」，是回歸之後才開始有了這樣的土壤，「回歸
之前，香港是『殖民地』，沒有氣氛去探討這樣的
事。回歸之後，要走的人走了，留在香港的，就會
想找一些和自己相關的事物，畢竟人是感性動
物。」

惋惜現時「各家自掃門前雪」
能代表一個地方的東西，往往與文化和傳統有

關，香港的非遺也在此時映入大眾的眼簾，一些宗
教的儀式，在一個社區的人同心協力下，就成了很
本土的事，「不止是宗教，也是讓社會喚醒自己的
認同，像大坑舞火龍，大坑的人會覺得，自己好像
應該要承傳下去。」大坑舞火龍的壯觀場面，幾百人
合力是少不免的事，於是就成為了社區的凝聚力。
廖迪生又談到街知巷聞的長洲飄色，說起這個傳統
活動所牽引起的地方感情的重要性。相比之下，現時
香港城市的規劃，各家各戶都成為了獨立個體，各自地
生活着，廖迪生很感惋惜，「大家缺乏了互相幫助的觀
念，所以每一件事的社會成本都變得很重。大家有什麼
事都是找警察、召救護車。家門口的社區設施壞了，社
區的人不會動手，而是去找政府部門處理。」

特別在「從人的角度出發」
在這樣的情況下，要培養大家的「社區感」，廖迪生
認為傳統文化就是維繫社區的一種渠道，把舞火龍、大
澳龍舟遊涌等搞得有聲有色，「這不是為遊客，而是為
了讓社區願意參與。」他認為非遺對地方的特別意義，
在於它們都是從人的角度出發，所以千奇百怪的東西，
包括死亡這個議題，也在香港的非遺清單上，「死亡也
是重要的過程。」
假如1997年迎來了港人對本土的關注，近年的社會

政治氣氛，似乎又想對「本土」二字再定義。廖迪生認
為，這或許是受潮流影響的，「早十年廿年，社會上說
的是全球化，大家可能要接受社會在不同時候有不同勢

力去角力、去爭奪資源。」

嘆種族定義本土想法落後
他說得坦白︰「現在『本土』是一個話語權的爭奪
戰，大家都想定義本土。」年輕人的說法，他認為很難
一概而論，但若以種族去定義本土身份，他直言這是落
後的想法，「人是有能力掌握不同文化的，與種族基本
上無關，所以用所謂的血統去批評對方的立場，這很有
問題，是不正確的。」
他續說，認同感與身份證、護照無關，而是與日常生
活行為，如做些什麼、吃些什麼有關，「並非每個人都
會同一時間有相同的感受，有人從經濟利益思考，有人
從政治意圖出發，沒有一個所謂的定義。」
不過，說到底，定義問題只是最膚淺的一面，廖迪生
還提到：「香港的對立面越來越強，你說A我一定說
B，我想大家要解決的是對立面的問題，而不是解決定
義的問題，有時香港好像陷入了不太理性的地步。」
對於一些年輕人激進地「捍衛本土」的舉動，廖迪
生選擇去看好的一面，他笑言︰「我很樂觀，我覺得
世界就如一個鐘擺，去到極端就會盪回來。現在應該
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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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不
少獨特的非

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其中有近
300年歷史的西貢鹽田梓村，
富有客家村落特色，同時當地
居民全村信奉天主教，令中西
方文化同時得以保存。鹽田復
修項目去年獲得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的
傑出項目獎，同時亦入圍了香
港非遺清單。曾有份進行當地
文化保育的科技大學學生，有着不少體會。
鹽田梓是本港少數的客家村落，自1860年有意大利傳教士登岸，並在當

地傳教；直到1875年，在當地居住的村民全部信奉天主教。該地有126年
歷史的聖若瑟小堂，於2005年獲聯合國文化遺產保護獎；一些已搬出村外
的舊村民亦會在每年5月回村參與在聖若瑟小堂舉行的主保瞻禮。

從文居蒐文物分類編碼
科大環球中國研究學系四年級生陳彥儒，在2014年12月起跟隨科大的

華南研究中心副主任張兆和等進行文化編目工作，為將在當地開放的文化
展覽廳作準備。當時他們將從鹽田梓空置民居收集得來的文物進行分類、
編碼和拍照等，該批文物相信是當地居民曾使用的日常用品，包括缸瓦和
耕作用品等。
她認為鹽田梓最特別之處，是傳統的客家村落與西方天主教並存。她從

村民口中得知，當時傳教士登岸傳教，會先習慣村落文化和特色，學習他
們的語言，然後再在村落傳教。雖然天主教屬西方宗教，但客家村文化至
今仍未有褪色。

陳彥儒亦在2014年5月參與了大澳端午龍舟遊涌相關普查，了解大澳居
民如何組織以及慶祝活動，及當中的文化價值。在3天的普查活動中，學生
不單參與了慶祝儀式，有兩個晚上更獲安排在居民的棚屋留宿，感受棚屋
的風味。
她認為：「傳統習俗對屬於大澳或鹽田梓的人來說有一定意義，但其他

人根本不熟悉這些文化，所以我認為可以從認識文化開始，然後再參與保
育，甚至可以幫手傳承文化。」鹽田梓被列入香港非遺項目，自有其保育
和文化價值，「這些文化與香港的文化息息相關。」 ■記者 黎忞

進行非遺的研
究，廖迪生最傷感
的，就是做好考察

和訪問，整理了一份清單，政府還沒
有着手說如何做，一些維繫有關文化
的長者已經離世，好像看到文化的湮
滅。廖迪生說，非遺的保護，最大的
隱憂是很多年屆70歲至90歲的老一
輩，未找到新一代去承傳文化，「但
近10年情況有改善，人們對傳統比較

有興趣，年輕人會去拍照記錄有關的
事，一些業餘的人，甚至會請幾天的
假去做記錄。」例如龍舟遊涌，10年
前似乎很難傳承，但因為這和社區有
關，有些年輕人也漸漸因自己所屬的
地區而泛起興趣。
此外，通識教育原來也有很大功勞，

廖迪生說︰「通識讓學生去關注一些不
在課堂之內的事，帶動學生開始對地方
社會有興趣。」 ■記者 歐陽文倩

香港國家級非遺
粵劇*

涼茶

大坑舞火龍

長洲太平清醮

香港潮人盂蘭勝會

大澳端午龍舟遊涌

西貢坑口客家麒麟舞

黃大仙信俗

全真道堂科儀音樂

古琴藝術

*同時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肯定，
被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
表作名錄》

資料來源︰本報資料庫
製表︰歐陽文倩

長者逝文化滅 承傳靠新一代
等人接棒

開放保「活力」 交流育多元
海納百川

「「非物質文化遺非物質文化遺
產產」」是指被各社是指被各社
區區、、群體群體，，有時是有時是
個人個人，，視為其文化視為其文化
遺產組成部分的各遺產組成部分的各

種社會實踐種社會實踐、、觀念表達觀念表達、、表現形表現形
式式、、知識知識、、技能技能，，以及相關的工以及相關的工
具具、、實物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
這種非物質文化遺產世代相傳這種非物質文化遺產世代相傳，，在在
各社區和群體適應周圍環境以及與各社區和群體適應周圍環境以及與
自然和歷史的互動中自然和歷史的互動中，，被不斷地再被不斷地再

創造創造，，為這些社區和群體提供認同為這些社區和群體提供認同
感和持續感感和持續感，，從而增強對文化多樣從而增強對文化多樣
性和人類創造力的尊重性和人類創造力的尊重。。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保護保護

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提到提到，「，「非非
物質文化遺產物質文化遺產」」包括口頭傳統和表包括口頭傳統和表
現形式現形式，，包括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包括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
媒介的語言媒介的語言；；表演藝術表演藝術；；社會實社會實
踐踐、、儀式儀式、、節慶活動節慶活動；；有關自然界有關自然界
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以及傳統手以及傳統手
工藝工藝。。 ■■記者記者 歐陽文倩歐陽文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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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不少年輕人積極參與本土歷史文
物的保育工作。圖為科大組織學生義工在
鹽田梓村幫助為文物編碼。 資料圖片

■■廖迪生指廖迪生指，「，「所謂的本土所謂的本土，，應應
該是要想些方法該是要想些方法，，讓社區的人去讓社區的人去
關心社區的事關心社區的事。」。」 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在田野現場拍攝記錄舞
在田野現場拍攝記錄舞麒麟的過程麒麟的過程。。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傳承再創造 增社區認同

一些主張「香港獨立」
的人，認為香港有自己的
文化，所以畫地為牢、

「獨立成國」。不過，廖迪生指出，香港
是一個很小的地方，很難有什麼「獨立的
文化」，幾乎所有東西都可以按歷史脈絡
去追溯。香港向來是一個「移民社會」，
不同時期都有不同的人來到香港，包括內
地，也包括海外的華僑，所以才造就香港
這個文化多元的社會，未來香港能否保持
「活力」，廖迪生說︰「主要看香港整體
是否開放。」
眾多湧入香港的文化中，內地的影響最

大，多次戰亂人禍，都促成人流南下，成為
令香港文化多元的主要原因，「他們有些人
想走去外國、有些人想留在香港、有些人想

走走不到，最終就帶了不同的文化來香港。
其實也不止內地，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
等，都有不少人來港定居，帶了他們的文化
過來……香港就是有這個有趣的位置。」
雖然文化不能獨立來看，但在維持傳統的

時候，亦漸漸有一定的地方特色，「非遺是
要有人參加、也要有錢才可以做到，所以要
適應地方社會的文化，例如粵劇這世界級的
非遺，香港有很大部分是圍繞神功戲，然後
才是藝術表演、搭棚等，這些鬼神的東西在
很多地方是禁忌，內地即使有做，規模也一
定沒有那麼大。」

昔內地禁絕 港今仍保留
廖迪生續指︰「香港有趣的地方，就是她

保留了很多中國傳統，一些在內地1949年至

1979年之間被禁止了的，香港都有保留。現
時反而是內地想來香港學回這些傳統東西，
尤其是宗教儀式活動，如舞麒麟等。內地可
能更着重表演花式，香港主要還是體現在一
些功能上，如新界地區的新屋入伙、結婚、
接菩薩等。」雖然如此，香港的文化仍然不
是香港獨有，「以天后為例，天后全世界都
有，有時在其他國家也有人做相關活動。香
港的宗教活動，也有些移民會刻意回港參
加。」
總有些人偶爾就宣揚香港所用的粵語會因

為內地而消失，廖迪生認為，若語言真的可
以消失，也是因為港人太現實，「語言是你
願意講就可以，如果家長讓子女學圍頭話，
又怎會消失？問題是香港太現實，大中小學
都是這樣。」 ■記者 歐陽文倩

■在記錄龍
舟建造過程
時，學習製
作的技巧。
受訪者供圖

■粵劇深得港人歡迎。資料圖片

■■香港大坑舞火龍是非遺之一香港大坑舞火龍是非遺之一。。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探索本土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