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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是元朗楊家村的，這是沙田排頭
村的，這條藍色是大埔未嫁阿姐

（意指未結婚的女性）織的……”清姐把各
式各樣的花帶一條條地鋪出來，一邊如數家
珍地介紹各條花帶的來歷。說起客家花帶，
可能香港人認知不多，然而，一條小小的花
帶，是客家婦女在夜間點油燈，用一雙因
幹農活而長滿繭的巧手編織而成，是客家婦
女精明能幹而刻苦耐勞的象徵。“當年阿嫂
阿娘（意指已結婚女性）捱夜編織花帶的情
景還深深烙在我的腦海中。小時候每當我睡
覺後，阿嫂阿娘便點起一支火水燈，在極微
弱的光線下織帶，遇上惡劣天氣，不能到田
裡砍柴割草，便聚在祠堂，利用天井採光，
坐在一起織帶。”清姐說。“如此珍貴的客
家花帶卻面臨失傳，我真的很心痛！”

七十歲才學花帶
“我已不是年輕人了，七十歲人才學織花
帶，不是開玩笑！”清姐說。她憶述，當時
表姐蔡清妹希望自己親戚的女兒能學織花
帶，但結果無人肯學，因為花帶沒有商業價
值，即使學懂該手藝都無法維持生計，何況
織花帶技藝是十分難學的。為了讓這滿載情
感和淚水的花帶不致於失傳，即使已年到七
十歲，亦義無反顧跟隨表姐學習織花帶。
“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一五九二四六八
三七。”在訪問過程中，清姐向記者說了一
連串的數字，原來清姐說的是編織花帶的口
訣，清姐表示，織花帶時所唸的口訣其實是
三組數字變來變去，規律可靠自己慢慢掌
握，然而，清姐強調這組數字只適用於基本
的圖案。因為編織花帶的過程中需要不斷計
數，所以清姐指出若果本身學習理科、對數
字敏感的人反而更容易掌握技巧。

說了這麼久，究竟客家花帶有
何用處呢？據清姐介紹，花帶的
作用分為五種。“有丁帶（用作
添丁場合），拉櫃帶（用作結婚
場合），而涼帽帶、圍身帶及包
頭仔帶則可作裝飾之用，為客家
婦女的黑衣裳添上一分色彩。”
清姐說。清姐憶述當年她與表姐
各織一條花帶，為她表姐的弟弟
的孫兒“點燈”，這就是自己家族
的親人為孩子送上無限祝福。對於編 織花
帶的物料，原來不同的物料也可用作編織花
帶，最原始的有麻和綿，亦會有從法國入口
的真絲，普遍車衣用的線也未嘗不可。

客家花帶含意多
在場所見，清姐展示予記者所看的花帶無

論是圖案還是顏色均各不相同，原來客家花
帶的顏色是極講究的。“西貢未嫁阿姐織的
帶是綠色的，嫁了的阿嫂織的是紅色的；大
埔未嫁阿姐織的是藍色的，而嫁了的阿嫂織
的是紅色的。所以若果在山上碰見有客家女
性的涼帽繫有藍色或綠色的花帶，則表示她
們未嫁，可以唱山歌‘撩佢’，若果見到的
是紅色的花帶，則表示她已嫁人了，就別唱
山歌啦。”清姐笑說。
除了講究顏色外，客家花帶上那各式各樣

的圖案也夠令人陶醉一番。清姐指出，花帶
上圖案十分生活化，以其中一款名為“攬子
花”的圖案為例，所謂的“攬子花”，即夫
妻二人，一人攬住一個小朋友，而該花紋一
定要放在帶的中間，而花紋寄託了美好的願
望，如清姐所說，新娘結婚後翌年當年想生
小孩，故稱之“攬子”。此外，還有“麻子
花”，顧名思義，其圖案就如芝麻一般，而

“麻子花”的含意正正代表百子千孫或芝麻
開花節節高。此外還有山水的圖案，象徵福
如東海，壽比南山，贈予老人家便最合適不
過了，而眾多圖案中又以山水圖案最考功
夫。

技藝已失傳三代
對於客家婦女而言，花帶織得越漂亮，臉

子越有光。可是，這珍貴的技藝，卻因種種
原因已失傳三代，更面臨完全消失的危機。
清姐指出數個失傳的原因，首先是因為花帶
上的圖案是由每位客家女性用盡心血設計，
但因無知識產權保障，所以通常媽媽只會教
自己的女兒或媳婦，不傳外人；其次當老人
家去世後，花帶會成為其陪葬品，或者燒
掉，所以只有極少數的花帶能得以流傳；而
最重要的原因是在現今社會中客家花帶沒有
商業價值，加上學習其編織技藝頗費心思，
沒有人願意學。因此，清姐直言不管是不是
客家人，只要有心學習，她便願意教授。早
前，她便在由“文化葫蘆”舉辦的“港文化
．港創意”活動中教授香港高等教育科學院
的同學編織花帶，而同學亦在其啟發下糅合
客家花帶的意念與時裝概念設計出特色的時

裝，並向公眾展示。
即使青年人願意學，清姐覺得仍不夠，她

盼望青年人學懂技藝後能把客家花帶產業
化。“單是學編織已經夠辛苦，若果毫無經
濟價值，又怎會有人像我這麼傻走去學呢？
因此若果能把其商品化、產業化，例如把花
帶變成紀念品，又或者把時裝與客家花帶的
元素結合，變成一個本土品牌，設計一系列
的產品，才能使更多人認識客家花帶。外國
和內地遊客常常遺憾買不到具本土特色的旅
遊紀念品，而客家花帶則正正是最具本土特
色。”清姐說。的確，香港地中西文化共冶
一爐，文化多元，卻找不出一種能代表香港
的手信，是多麼遺憾的事，既然現在客家花
帶將失傳，何不把其變成一種商品，令本地
市民、外地及內地遊客對其有更深的認識
呢？“作為一名客家女性，我很慶幸能夠接
受高等教育，我認為傳承客家花帶對我來說
是一個責任，我希望盡一分力，把客家婦女
的精神延續下去。”

織織““帶仔帶仔””技藝失傳三代技藝失傳三代

在西貢土生土長的客家人徐月清（清姐）說自己很傻，可是事

實上她一點也不傻。在1963年她考上了華南工學院建工系，即

現在內地的高等學府華南理工大學，在那個年代，活於重男輕女

的文化觀念下，一個客家女孩能有這樣的一個學業成就，是很了

不起的，難怪清姐又說自己是幸運的人。這些年清姐致力研究客

家文化，撰寫研究報告，對外推廣客家文化。那天遇見清姐，她

頭戴客家涼帽，涼帽上有兩條紅色的帶仔垂下來格外吸睛，原來

那就是客家花帶。可是，編織客家花帶的技藝卻面臨失傳，為了

讓這技藝得以傳承，清姐不僅年到七十才學習編織，而且還舉辦

不少講座，又開班授徒，教授年輕人編織花帶，無他，只求這彌

足珍貴又極具本土特色的客家花帶能夠傳承下去。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

傳承人傳承人徐徐月月清清冀客家花帶產業化冀客家花帶產業化

■■清姐涼帽上吊着兩條紅色清姐涼帽上吊着兩條紅色
客家花帶客家花帶，，格外引人注目格外引人注目。。

■■讀者能想像到這條客家讀者能想像到這條客家
花帶上的就是山水圖案花帶上的就是山水圖案
嗎嗎？？

■不同地方的客家婦女
所用的顏色、所織的圖
案均各不相同。

■■清姐受文化葫蘆邀請教授清姐受文化葫蘆邀請教授THEiTHEi時裝設計課時裝設計課
程的同學織花技巧程的同學織花技巧。。

■客家花帶的其中一個是添丁之用，代表
長輩向孩子送上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