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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香港潮幫祭祀活動回顧
—遺存的潮州文化

田仲一成
日本財團法人東洋文庫

1949 年大陸成立了新中國以後，宗教和民間信仰一度被禁止，

其傳統無法維持下去。然而海外華僑卻保留這類家鄉的舊習慣。

學術界把這類在海外華僑社會裏所遺存的舊習慣，叫做 Resident　

China（遺存的中國）。海外潮州社團中也有這種現象。1906 年，住

在香港的華人領導，為了保護貧民，設置「香港保良局」，香港各

種團體舉行聯誼會時，要求向它奉上其籌備總款之百分之二十的捐

款。保良局出版每年會計徵信錄，保存有從 1906 年到 1943 年為止

的記錄，這給我們提供了其間潮幫所舉行的祭祀和戲劇活動的寶貴

資料。尤其是關於舊時以西營盤為根據地做活動的南北行的祭祀活

動，本文據此擬探討其歷史的的線索。其他關於 1970‒80 年代德教

教團、潮劇團在盂蘭勝會時的活動，本文對其歷史也加以分析。

關鍵詞：	香港保良局 盂蘭勝會 潮幫祭祀 潮劇團 西營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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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問題之展望

1949 年大陸成立了新中國以後，宗教和民間信仰一度被禁止，

其傳統無法維持下去。然而海外華僑卻保留了這類家鄉的舊習慣。

學術界把這類在海外華僑社會裏所遺存的舊習慣，叫做 Resident　

China（遺存的中國）。海外潮州社會也有這種現象。大陸潮州人失

丟的舊習慣，保存於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海外潮僑之

中。尤其是香港，從家鄉遷徙過來的潮州人很多，在此可以窺見潮

州古文化的原貌。本文希望通過 20 世紀香港開埠以來有關潮人的資

料，探討這個問題。　　

二、潮人遷徙到香港地區的歷史

1. 香港開埠以前潮人進港的歷史

香港地區，道光 22 年（1842）以前，是屬於清朝新安縣（寶安

縣），清朝官員據九龍城統治沿海地帶。其時，廣府、惠州府、潮

州府三府漁民逐漸遷徙到此，但是潮州人進入這一地區，比粵人、

海陸豐人、客家人等，較為晚一些。最早進入香港的潮州人，很可

能是長洲島的惠潮二府聯合的潮幫。他們早就於乾隆 48 年（1783）

〈光緒廿九年北帝廟重修記〉記載了如下內容：

一，志明，乾隆四十二年，我惠府眾弟子在長洲貿

易，共往玄武山，請玄天上帝香火到長洲奉祀，藉保平

安。因神靈顯赫，求之有應。故于乾隆四十八年，惠潮二

郡公舉林郁為正總理，倡建廟宇。

由此可知，其時先有惠州人（海陸豐人）遷徙到此，後來潮州

人來到此地。另外也有〈長洲廣惠潮三府弟子重建北帝廟合約〉提

到如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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