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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的男人好幸福」

同一句說話，出現在很多谷埔女村民的口中，不同年
代的女性，有自己不同的辛酸，奮鬥故事。

女士眼中，解決問題，方法永遠不只一個。

客家女人撐起天

工業化與客家女性

歷史學家琳諾爾．大衛朵夫（Leonore Davidoff）和凱瑟
琳．霍爾（Catherine Hall）1描述百年前，前工業時期的
英國女性擁有更加多話事權，農村工作都在家庭中完
成，不論種田、還是從事手工業，如︰編織藤籃，男
性和女性在經濟的貢獻分別不大。但工業化後，女性
的工作種類卻大減，女性的地位大幅下降。

上世紀初，谷埔，由傳統的農村經濟，慢慢步入主流
的社會。經濟模式由以物易物，變成金錢交易。女性
不再局限於家庭，反而扮演更重要角色，除了落田工
作，她們更能賺取外快。女性上山搜集柴枝，背着沉
重的柴薪，往沙頭角販賣，賺取金錢，為子女籌集學
費。

隨着工業化，男性出外打工賺錢，柴枝價值消失，女
性於家庭失去經濟作用，家庭和工作被分隔出來，女
性唯一作用變成照顧小孩。傳統的家庭分工，遇上時
代的轉變，也土崩瓦解。客家的女性，面對空蕩蕩的
家，海外謀生，或者是城市打工的丈夫，如何自處
呢？

女性往往被迫犧牲，半個世紀後的今天，說起犧牲很
容易。但當年的女性，犧牲的是教育機會，犧牲的是
工作機會，犧牲的是婚姻，她們的選擇往往比男性少
很多。

她們一方面堅持傳統，相夫教子，另一方面亦要擔起
一頭家。我們現在說的職業女性，半世紀時的客家女
子，於是當之無愧。

面對挑戰，迎來轉變，女性展現的是克服困難的勇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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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代，吳氏村民於三
肚屋前合照，婦女身穿傳統
客家服裝。 (照片由吳馬送
提供，由AI人工智能生成彩
色照片)

1  故事(2023年11月17日)。《為了小孩，女人不該外出工作？
工業革命把媽媽關進家庭兩百年》。取自 https://storystu-
dio.tw/article/gushi/cannot-have-it-all

女性迎來的挑戰

何家大家姐的訪問《持家有道的客家女孩》中，她細
數戰後鄉村的生活。年輕的女性，對於家庭來說，不
僅是犧牲，也有貢獻。她犧牲了升學機會，換來的是
管理家庭的機會，也獲得了父親的寵愛。幾十年後的
今天，她依然懷念昔日的辛苦和歡樂。

宋乙嬌婆婆的訪問《客家女人好辛苦》見證了村落的
轉變。她從村內最後一位種植稻米的人，轉身成為政
府的清潔工，打掃不同的村落。她當年放棄耕種，為
了賺取金錢，金錢收入比起稻米收成更吸引人，可改
善家人的生活。但半世紀後，婆婆依然懷念鄉村的生
活。金錢可以改變生活，但無法改變婆婆的心態。幾
十年前，退休後，她仍然心繫谷埔這個農村，拿起農
具再次開墾土地。

文章《宣之於手的愛》獻給去年年底去世的阿蘭，她
在村中長大，是一個鄉村少女，後來進入城市。阿蘭
在百貨公司做售貨員，對她來說，這是一個意想不到
的事情，她要面對不同的顧客。慢慢地，在城市中，
她找到了自己的節奏，努力工作，養育子女。她仍然
熱愛谷埔，退休後，她從家庭開始維繫社群，她維修
祠堂，並在啟才學校重修時與何瑞庭一起組織村民參
與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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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他鄉的女性

多功能的女生

離開也可能是解決問題的方法，生活在他鄉絕對需要
適應和奮鬥。

嬌姐的訪問《客家女人的兩個工作》分享了她在英國
開設餐廳的點滴。有人說外國人不懂得欣賞中菜，但
她能在不同的中餐館中脫穎而出，靠的是優質的食物
和對自己廚藝的信心，也相信客人的味蕾。她烹調的
芋頭鴨每年漲價三次，目的是為了保持品質，用她的
廚藝說服英國人。回到谷埔，她與五肚的村民一起用
她最擅長的廚藝，凝聚村民。如果沒有她巧手的幫
助，五肚村的炊煙就不會升起，再美味的客家食物也
很難吸引村民回來。

成功並非偶然，而是憑藉智慧改變不利的環境。女性
善於觀察市場，運用創意。

居住在海外的珍姐（訪問見日後的谷報）也與我們分享
了谷埔女性的努力。她在比利時開設了其中一間最大
的中式外賣店。宋婆婆的孫女李雅婷和她的父母創立
了「季食」，利用社交媒體將谷埔的農作物帶給年輕
人。

客家的女性肩負着多重的責任，對弟妹需要放棄學業
照顧家庭；對家人，海外開餐廳的女性需要身兼兩
職，兼顧在學兒女和餐廳。

女性在重重的壓力下能屈能伸，突顯她們的靈活。退
休年紀後更見到她們的豁達。嬌姐退休後決定不再湊
孫，自己遊山玩水，享受人生。阿蘭退休後享受種植
的生活，投身保育活動，並參與村內的公共服務。

她們往往很清楚自己的心意，善用時間，也擔當領導
的角色。面對挑戰，她們有改變的勇氣，珍惜學習。
於比利時開餐廳的珍姐自豪地表示懂得荷蘭語，相比
部分男性村民，她更懂得融入當地生活，學習語言。

我們亦邀請作者梁佩珊開設《家中珍寶》的專欄，為
村內的家庭記下家中的珍藏品。這些物件不論是童年
玩物還是農村生活工具，不是價值連城，但背後承載
回憶。

克服難關在乎勇氣。

面對困難，有人離開，有人逆來順受，也有人放棄。
但重點是選擇，客家的女人選擇比男人少很多，她們
依然迎難以上，不論堅持下去還是換新環境，只要樂
觀面對，終於殊途同歸，修成正果。

袁智仁
2024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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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代，吳氏村民於三肚
屋前合照，婦女身穿傳統客
家服裝。1970 年代，吳氏村
民於三肚屋前合照，婦女身
穿傳統客家服裝。 (照片由
吳馬送提供，由AI人工智能
生成彩色照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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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之於手的愛   懷念谷埔的阿蘭 
二肚村民鄭秀英(阿蘭) 於去年年尾逝世，特此撰文紀念阿蘭。

「我鍾意呢度囉, 唔方便有咩所謂。」鄭秀英，村民都
叫她作阿蘭，每周都回谷埔村，不論在果園、還是二
肚村，永遠滿頭大汗，頭繫着頭帶。

她的愛不是宣之於口，而是身體力行。她一家擁有村
內超過60年歷史的果園，少有仍在種植。果園養活着
三代人，牌照由1960年母親和兄長續牌至今，承載着
家族的記憶。半世紀前，她遺憾無法回果園幫忙，退
休後花了十多年的時間打理，使這座幾近荒廢的果園
復興。

她和谷埔其他女士一樣，對於村莊和家庭付出了很大
的愛。她肩負起家庭的責任，維持着家族果園的運
作，同時也擔起了二肚村的事務。她和丈夫一起管理
着古老的祠堂，還買下了船隻，盼望能將其改造成街
渡。可惜果園沒能恢復舊貌，她只能在二肚村口的平
地上耕作。而她的丈夫剛剛考獲了船牌，但街渡計劃
還未能實現。

未竟之事在乎努力，村民和大家永遠能感受到阿蘭的
付出。在籌備新年宴會時，村民何瑞庭回憶起2016
年啟才學校的重修慶典，他和阿蘭聯絡了百名村民回
村，辛勞不已。

人雖已去，情仍在。 
 
2024年的新年宴會，想起阿蘭，她也應該在席上。 
 
她常說笑，身子抱恙，才不斷流汗。我們回頭再想，
滿頭大汗的她，是太努力，還是身子不好呢？

「以前我老豆 (開果園) 就係辛苦， 依家我係樂趣。」
人生很多時是徒然，苦樂，不在乎成功，而是盡力。

村中開心果，畢業於啟才學
校。常說記不起往事，談起
種植如數家珍。保存村中碩
果僅存的果園，積極研究
種植各式水果，成功移植
台灣的天桃，亦種植大樹
菠蘿、番石榴...雖然果園在
80年代式微，但為延續家
族的記憶，他們至今仍每年
去續牌。她仍不惜辛苦，在
果園種植台灣蓮霧、年桔，
不再為了生計，是為了享受
種植的樂趣。 （插畫由曾孝
慈繪製）

鄭秀英簡介

《宣之於手的愛 》 ──  鄭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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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麟谷祥聚 - 谷埔新
春慶典》，時隔近十年的村
民聚餐。

2016年啟才學校重修，阿
蘭幫助組織村民回來參與慶
典。(照片由何瑞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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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之於手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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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的大江國貨，照片於
新豐街攝。(照片見於大江百
貨Facebook  )

70年代的上水石湖墟，照片
於新豐街攝。(照片見於
 《鄉土學社》Facebook  )

二肚現況，平日，除了阿蘭
一家，少有村民回來。

右頁

村妹見世面

10 1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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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社會，女生的選擇較少。

阿蘭如其他村民一樣，有兩個名字，秀英、秀蘭，外
人多叫她秀英，但村民多叫她做「蘭」；家中排第
三，有一位大哥、姐姐和妹妹。谷埔二肚村主要是鄭
氏和曾氏居住，村民大多移民海外或本地市區，只剩
下阿蘭一家仍時常回村打點農地。2003年沙士期間，
她開始每月回來，十幾年前一家人重整家族果園，生
前每周都回村打理果園和田地。

回憶谷埔的童年、在啟才學校的歲月，她滿面笑容。
「我讀書叻，考第三，但無得讀，好可惜。」兒時的
歲月無憂無慮，於學校外打羽毛球、跳飛機。「宋伯
(士多) 隔離有間姓楊的人開的店，賣書簿筆文具和賣
話梅。」阿蘭只有小學畢業，而當時這學歷已屬於不
錯。

離開學校，投身社會，也離開谷埔。「屋企環境唔
好，13-14歲時有人介紹下去大江國貨（位於上水，
今匯豐銀行隔離）做嘢，做收銀。」

70年代初，上水對村民來說是大城市，「有宿舍，有
食有住；好驚，未見過咁多人，上司笑我『見樹多過
見人』」。

做收銀員對自小面對農田的阿蘭來說是很大的挑戰，
她享受谷埔的田園生活，活在天與地之間，而在城市
中，則懷着戰戰兢兢的心情過日子。她捱過了，相比
城市，她更愛谷埔，「一休息就會返村，好鍾意屋
企。」後來，在新蒲崗、觀塘國貨公司工作，於國貨
公司賣過酒和服裝。在國貨公司工作多年，直至孩子
出世；而退休後，她回到二肚果園種植，享受自然和
谷埔。

10 11

阿蘭初次踏足城市，於國貨
公司工作，遇上不少難關。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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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熱愛客家文化，她努力投入保育工作。她的外公來
自荔枝窩，每周回去荔枝窩幫忙，參與保育計劃，磨
姜粉、做涼瓜茶去賣。荔枝窩的經驗令她更加致力於
復興谷埔的土地。

她的保育計劃不僅僅是她一個人，還有她的丈夫。她
的丈夫沉默寡言，但非常體貼。他持有維修和電工牌
照，近年來蘭更買了一艘小船，丈夫也考取了船牌，
可以接載村民進出谷埔，使村落更加熱鬧。丈夫文武
全才，之前在重新錄製啟才校歌時，蘭請懂得拉二胡
和吹口琴的丈夫幫忙為校歌伴奏。

她也很想幫助二肚，想修復村內的祠堂，修理快要倒
下的橫樑和牆身，但女生不被允許進行這樣的工作，
她無奈只能打掃和清理祠堂。退休後，夫妻倆一心致
力於復興谷埔。可惜的是，雖然他們已經邁出了復興
的一步，但遺憾的是，蘭無法看到最終成功的那一
天。

全家動員保育
12

13

14

理大團隊與村民合作開展
「搭船去谷埔」實驗計劃，
方便大家回村，達成蘭與村
民的心願，詳見：

啟才學校結束近20年後，畢
業生在此唱校歌。
YouTube《30年後的重聚》

阿蘭(左一)和村民聚首一
堂，閒話家常。

二肚的鄭氏宗祠牆身已出現
裂縫，阿蘭時常幫忙打掃。

12

13

14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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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她還了心願，與家人重整果園。家族的果園，
養活三代人，從外祖父、父親至她，感受最深。望着
果園，一草一木，她了然於胸。          

阿蘭常常會說：「我乜都唔記得，唔好問我嘢。」但
是她對果園植物如數家珍，哪一棵年桔是媽媽種的，
哥哥種的梅花，和她自己親手種的，也記得一清二
楚。「媽媽種的年桔有5棵，有60年了，已經乾水不
好吃，但是我會用來拜神。」

果園曾為她帶來遺憾，變成今天的動力。「當年在國
貨公司工作，每逢新年都很忙碌，遺憾沒有回家幫手
摘年桔。」10多年前，她跟大哥和姊妹，用上幾年時
間，重新將荒廢的山變回了一層層的果園，用雙手鋸
去大樹、除去雜草，雖然無復昔日年桔處處的景象，
但總算有果園的模樣，留下家族的記憶。

他們一家人，最早期是種米，後來父親從英國回流，
再開拓果園種植年桔，年賺最多8000元，加上產出
橙、碌柚、梅子和柚等水果，生活尚可。

「點解要堅持重整果園。之前果園只有一半大，係我
老豆喺英國返嚟再開埋另一半。每次休息返嚟都見到
我老豆身水身汗，佢剝咗件衫，件衫可以扭得出水，
我知道佢好辛勞。爸爸本應係英國，係我寫信叫佢返
嚟鄉下。所以我做下農夫，原來啲衫真係可以扭出水
㗎。而且我都鍾意家鄉，返到去呢度心曠神怡。」

果園的記憶

阿蘭父親，為家庭辛苦開闢
果園。

二肚的梅花，吸引阿蘭留下
來的自然風光。 

16 17

16

17 18

18

《宣之於手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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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最愛家鄉，願望都離不開谷埔。 
 
「最鐘意河，小時候有水閘，可以從河游到田地，捉
坑螺、小蝦，挖土時也發現很多樹根。在二肚對出地
方可游水。以前修路時，工人把石頭推進河裡，令河
床變淺，令許多生物消失了。宋村長有幫手反映，但
沒有效果，希望有義工，可疏道河道，恢復河道。」

環境破壞了，很難回復舊觀，但她心存盼望，盡力跟
進反映。 
 
「春天，很多人來這裡拍攝蝴蝶，這裡有一棵梅花
樹，以前周圍沒有太多矮樹，這棵梅花樹很大，開滿
粉紅色的花朵，非常美麗。」

阿蘭見過谷埔過去的美，也栽種谷埔未來的美。故鄉
的河，二肚的水，但願她在天上，可再看到谷埔的美
好。 

最後的心願

阿蘭最喜歡的二肚河流，景
色優美；然而現時河道淤
塞，成為一潭死水。希望能
召集人力清理河道，一了阿
蘭的心願。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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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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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阿蘭一直支持我們團隊
研究，多次參與活動及接受
訪問。

13



「住慣，因為喺度大， 鍾意這裏，覺得呢度好舒服; 
鍾意做野， 每次一返嚟就做野。」種地、煮飯，除
草，忙過不停。疫情下，將近90歲的谷埔出生的客家
人宋乙嬌婆婆從城市回到陪伴她半世紀的谷埔李氏大
宅，過着她往日的生活，忙碌，但滿足。

烈日當空，孫女忍不住回屋休息，宋婆婆仍頭戴客家
草帽，拿着鐮刀不斷斬除雜草。孫女說婆婆希望大宅
望出去時能看到昔日的景觀，見到啟才學校，那是她
曾就讀的地方。

一個月後，重訪大宅，門外的雜草消失了，能看到一
片的蘆葦和遠處的啟才。物是人非，那仍然是婆婆熟
悉的九十年前的啟才，百年的谷埔。吸一口谷埔的空
氣，望一眼啟才，宋婆婆就快樂了。

《客家女人好辛苦》 ── 宋乙嬌

宋婆婆，經歷過二次大戰，
近年回到村中生活。昔日務
農的她，用雙手斬掉大宅門
前雜草，花了一個月的時
間，回復昔日的景觀，她享
受站門前，欣賞昔日讀書的
啟才學校和漂亮的蘆葦田。

（插畫由曾孝慈繪製）

宋乙嬌簡介

宋婆婆與古色古香的李氏
大宅。

理大團隊初次遇見田心李
家，當時屋前雜草橫生把景
致都擋住。

宋婆婆拿着鐮刀不斷斬除
雜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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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從田心遠眺啟才學校的
景致。(照片由何瑞庭提供)

谷埔碼頭水深不足，較大的
垃圾船隻不能埋岸。(2017
年Google Map地圖照片)

前往田心李家的小路。

大宅後方仍存在當年養殖牲
畜的遺址。

在宋婆婆的努力和村民的協
助下，大宅門外的雜草逐漸
消失了。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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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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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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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者中，婆婆年紀最大，跟古色古香的李氏大宅年
紀相約。

「旅行不去，只想回村。」每一次回到谷埔，走回李
氏大宅，一條熟悉得能合上雙眼，也能走的路上。

回村的路不易，住在新界馬鞍山的婆婆，需要早上7時
來到沙頭角碼頭，乘坐收集各島嶼垃圾船隻。登上垃
圾船，過程艱苦，需要轉換小船。對於接近90歲的婆
婆來說，稍有不慎便很容易掉下水裡，但是能夠回到
「屋企」，每次的冒險也是值得。

快樂時間卻很短暫，而回程的船隻是11點，所以每次
婆婆一落船，直奔大宅，不斷的工作工作工作。

回家的喜與累

15



婆婆經歷了大時代洗禮，包括日軍侵港、農村衰落和
丈夫早逝，她獨自一人支撐起整個家庭。在日本佔領
期間，水利系統失修，農田荒廢，整個村莊處於飢荒
的邊緣，人們飢腸轆轆。婆婆度過了艱困的童年，後
來有機會進入啟才學校。

80年前的啟才

「當年讀啟才， 有百零個學生， 有10個女仔左右， 
校長姓邱，用客家話授課。」至今她仍用客家話溝
通，不會說廣東話。而八十年前啟才的細節，她仍記
憶猶新，「讀書好開心， 有個女老師好錫我們，有三
位老師，一女兩男。」說起，當年玩意，跳飛機、 畫
公仔、彈波子、石仔，婆婆喜上眉梢。

可惜的是，當年學費沒有政府資助，家中無法負擔，
再加上對男孩重視多於女孩，所以「當妹妹出生後就
無法繼續上學（只讀到小四），必須照顧妹妹。」這
對於她來說是一個遺憾，無法完成小學教育。

1972年啟才學校門前 。(照
片由何瑞庭提供)

二戰年代，谷埔被日本人佔
領，糧食不足，民不聊生。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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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大家姐，需要照顧妹妹和弟弟，無讀書之後就
看牛、 耕田、 種禾，嫁過嚟先要種梯田。」

19歲時結婚，嫁給了與她青梅竹馬的李氏大宅主人。
他們從老圍搬到田心的大宅，生活並不容易。「客家
女人做野耕田， 男人就喺屋企曬穀、煮野食。」婆婆
回憶起當時，也感覺到耕田的辛苦。「耕田令我的腰
很酸，要將牛耙田工具整上牛， 再去插秧。」「行去
梯田，行35-40分鐘，由山腳，行上頂。」

由於土地質素不佳，往往事倍功半，只能依賴人力。
「以前田地的水好深， 去到腰咁高，最高去到兩米，
種田都要涉水， 要舖稻草落去先企到上去，田地不
好，無得用牛。上輩將好田賣給別人，只餘下差的田
地。」 

雖然農田勞作辛苦，但還不及家務的負擔重。丈夫早
逝，最小的孩子只有一歲。

「好窮， 細仔話讀書時，衣衫爛了，我都無時間整
好，等他們天生天養。我是工作狂，無時間幫兒子補
衣服，好後悔，鈕爛了都無補。」

「種田日日做，有得食，但無錢」，耕種只能自給自
足，但無錢改善生活。早期，谷埔村民為賺錢給兒女
交學費，需要上山斬柴，拿去沙頭角墟售賣。其後，
接通電力，柴枝買賣式微。「日日做， 辛苦又無錢，
會去海邊執下螺仔賣，賺下零用錢。」

女生的辛酸

當時女生除了照顧家庭，也
需下田，作粗重工作。

男生則負責做飯，做生意，
或於外地做餐館。

女生的下田生活︰插秧

31

32 33

32 33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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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歲找到政府掃地工作，再種多一年田，太辛苦，
又耕田和掃地。無耕田，無咁辛苦，當時開心左。」

「幫政府掃地， 去南涌鹿頸; 頭一年都仲有耕田看牛
照顧奶奶， 太辛苦。之後就淨係種桔， 種咗十年，去
到六十歲退休。」1968年，婆婆放棄種植稻米，她成
為村內最後一批種植稻米的農民，從此，谷埔不再有
稻米種植，金黃的稻田只留下回憶。

種米被淘汰，她仍有種植果園十多年。「桔仔包俾外
人， 賺到$4000，一個桔場， 給外人摘，賣桔較賣田
賺錢。賣桔好過種田，第一次賺到$6000，好開心。
後來大陸自己運桔落嚟，桔的銷路不如前，沒有人收
桔，自己摘桔和運去果欄。」

「掃街舒服過種田」

1974

Pier

谷埔老圍

三肚

谷埔新屋下

二肚

四肚

五肚

Kuk Po Lo Wai

Yi To

Kuk Po San Uk Ha

Ng To

Sze To
Sam To

大環
TAI  WAN

碼頭

1967年的鹿頸。
(照片來源：H. K. Tang 
gwulo.com)

1975年的谷埔，梯田和稻
田已漸漸荒廢。 (航空照片
攝於 1975 年，照片來源: 
香港特別行政區地政總署
測繪處)

香港的年桔風靡一時，新
年時候，公司都放上年桔，
在80-90年代甚至有「年桔
黨」勒索出現。(以下資料
來源：華僑日報)

1988-02-13

1991-02-12 

1991-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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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辛勞，變成今天回憶。

婆婆最掛念的是50年代，「村最多人， 過時過節會好
多人嚟屋企玩， 彈波子打麻雀，打牌，小朋友多。」

當她退休時已經60歲，回到村裡發現已經不如以前
了，「已經無乜人喺村， 唔好開心，冷清清又驚山豬
又驚有蛇 (蟒蛇、飯剷頭)，嚇死人。」

雖然谷埔現在人口不多，但無損客家人的好客。每當
有貴客光臨大宅，她都親手花幾小時，用柴火爐蒸製
客家茶果——用蘿蔔絲和臘肉、蝦米做的蘿蔔粄。

其他的客家名菜，她如數家珍︰客家雞、炆豬肉、糕
板，還有快將失傳的谷埔名菜——爆魚鰾，即炒魚
肚，加上豬肉、瑤柱和蝦米。

生於斯，長於斯。遇上疫情，令兒子和她重回大宅，
遠離群眾。她們開墾荒地，盼望種菜自給自足。幾十
年的習慣改不了，就如婆婆至今仍堅持手洗衣服，而
不用洗衣機。捱苦，她不怕；再苦，也挺過去，她只
望長住谷埔。(編按︰近日因身體情況，宋婆婆暫居谷
埔對岸的沙頭角。) 

放下農田半世紀，昔日耕作是累。今年重拾鋤頭，尋
回童年的樂。

惦念的味道

1974

Pier

谷埔老圍

三肚

谷埔新屋下

二肚

四肚

五肚

Kuk Po Lo Wai

Yi To

Kuk Po San Uk Ha

Ng To

Sze To
Sam To

大環
TAI  WAN

碼頭

宋婆婆與媳婦雪梅製作的客
家蘿蔔粄。

媳婦李雪梅現在不時在大宅
教授製作各種客家小食。

理工大學學生學習製作客家
蘿蔔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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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大家姐最緊要自由》—— 何容嬌

去年舉辦谷埔主題的展覽，其中一個展品是一幅舊照
片。相片中，有一位15歲的農村女性站在何氏大屋
前，身穿傳統的客家服飾，頭上戴有獨特的客家編織
包頭布。這種打扮在80年代後已十分罕見。今年五
月，我們有幸能邀請到相中的主角何容嬌接受訪問，
分享她的農村歲月。

「何家大家姐」何容嬌生於1939年。她在結婚後移居
英國，丈夫楊丁友也在谷埔出生，近年在英國南部經
營餐廳。何容嬌是曾在谷埔下手種田的村民，近年雖
然每隔五至六年才回來一次，但對當年的農村生活仍
記憶猶新。連一起接受訪問的弟弟何瑞庭也說：「大
家姐的記性很好，能記得田地由誰耕種，哪塊田是屬
於何家的。」

何容嬌記得童年時何家的生活十分艱苦，常常要以雜
糧（芋頭、蕃薯和玉米）煮粥。在日佔時期，更被日本
人奪糧。

她在家中排行第五，在她之前的都是哥哥，所以是
「大家姐」。但這個稱號並非單單源於何容嬌的出生
次序。大家姐還是何家的中流砥柱，當所有弟弟都能
小學畢業，何容嬌在讀畢小二後，就得投身為家庭打
點大小事務，在家中照顧五位弟妹，在屋外負責打理
農田。

「外面的村落多由男人來做，客家村落則由女人耕
田。」何容嬌說，最辛苦的事情，男生都不做，要由
女性包辦。以前只有男孩才有玩具，女孩子不但沒玩
具，而且也更忙碌，唯一的娛樂只有聊天說笑。有時
候，為了吸引弟弟何瑞庭幫忙看牛，她會請他吃特製
的梳打餅：先打碎餅乾，再加入砂糖。

這樣的生活，或會令人同情上一代女性受到不公的待
遇。大家姐卻沒有這樣的想法，因為生活雖然是忙得
不可開交，但家人都對她很好。在她務農的時期，家
裡的飯菜都很豐富。家裡有自己種植的菜和米，父親
又會每天到沙頭角買魚和肉。

父親知道她辛苦，所以對她特別好。吃飯後會找她聊
天，更讓她擁有自己的房間。這是其他兄弟都沒有的
優待，哥哥結婚後，她都不用讓出房間。 

兄長們都很疼她，會帶她到老圍、五肚或九龍遊玩。
弟妹們沒有幫忙工作，也很聽她的話。縱然要負起重
擔，但大家姐記憶中的家庭生活，始終還是美好的。

上世紀的客家農村女孩

何家的大家姐，經歷日戰，
村中最貧困的時期。小二畢
業，15歲之齡，就管理家
業，下田、做飯、照顧弟
妹。農村生活忙碌，但很自
在。後來，移居英國，照顧
兒女。

何容嬌簡介

作者︰黃碩政

1960 年田心農田，村民何
容嬌於其大屋旁田地中拍
照。(照片由何瑞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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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會用槍上的刺刀推開
大門，闖入家宅，要求村民
將家禽帶到碼頭，運上日
軍船隻。

何家一家總是一起吃飯，父
親深知大家姐辛苦，總是把
最好的留給她。「直到20
歲，父親仍然會在吃飯時 把
最大塊的魚肉留給我吃，更
會把魚的魚骨挑走。」

抗日時期小知識

44

45

44

45

日治時代，香港糧食短缺，
當時村民甚至要採摘海藻，
混合白米做成粥水作主食。
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駐守在
大鵬灣，與谷埔相近；日軍
不時騷擾村落，村民不勝
其煩。

《農村大家姐最緊要自由》

21



大家姐15歲開始務農，歷時五至六年。家族的農田有
十畝，大多時候都由她一人打理，只有割禾的時候才
會請姑婆和僱人幫忙。

在田園的工作包括種菜、淋菜、割草、斬柴等等。其
中令她最深刻的是使牛（犁田在客家話的說法），犁耙
相當沉重，調教它亦很考功夫。另外，擔水也是難
忘的工作，家中做飯和洗澡的水都由她提取。擔水的
木桶由桃木製造，兩個加起來還沒裝水都已經重十公
斤。(參考後文《家中珍寶——木水桶》)

她每天早上四時開始工作，直到下午午時吃晚飯，中
間只有中午兩小時午休。晚飯後，她還要洗碗，然後
開始烹煮豬料和雞料。她會將玉米加到蕃薯和黃豆煮
成粥，早晚餵食家禽兩次。此外，她還要為兄長清洗
衣服。

「最緊要自由」—— 快活的農村生活

最忙碌的工作是種米，何瑞庭說那是時間緊迫的工
作。從除草、下肥料、推田波，到收割前兩星期的放
水，都要在有限時間內完成。收割後還要打谷和攪
谷，又是一門農家的學問。除了種米，何容嬌還要斬
柴和割取芒萁。這些工作必須趁每年的八月至翌年二
月完成，收集好一年的份量，因為到了夏天雨季，就
會不便外出。

她形容這段東奔西走的歲月「無乜得閒」，卻想不出
甚麼最辛苦的工作。每當談起舊時，她就會笑逐顏開
地說：「不辛苦！」那時每個人都過得艱苦，沒有
比較，所以每天都很開心。在村內耕種時，她從沒為
未來擔憂過，現在回想，甚至覺得那是她最自由的日
子。每逢午休，在陽光最猛烈的時候，她就會午睡片
刻。睡多久能由自己作主，十分逍遙。

落田插秧，最辛苦工作，不
斷要彎腰重覆動作。

挑水負重，當時未有水喉
水，仍要由水井取水。

拉牛犁地，控制牛隻，少一
點經驗都不行。

做飯洗碗，巧婦難為無米之
炊，當時物資不足，食物選
擇不多。

烹煮家禽飼料，一早起床，
用大鑊為家禽做飼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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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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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家人洗衫，有時可去河
邊洗衫，跟其他女生閒話
家常 。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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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種田和照顧家庭，大家姐還有一個工作：煮茶。
來自荔枝窩和烏蛟騰的村民，早上會來到谷埔乘船到
沙頭角墟，再於十一時至一時回程，經過谷埔和何氏
大宅，大家姐這時便會奉茶給路過的人。茶葉都是野
生茶。大家姐的姑媽在紅石門居住，當地很多茶葉，
常在山上摘給大家姐。 有些拿着買餸籃的村民經過，
會停下跟父親聊天。

經營豬肉生意的父親跟村民關係很好，會邀請他們到
在家裡作客。有時候，村民又會請父親到村內收購豬
肉，所以有些生意，也是經由在古道請人喫茶促成
的。

古道的最後一位顧客是李嬌仔。他是亞媽笏人，六十
年代中期時六十多歲，他兒子剛巧是楊丁友在啟才學
校的同班同學。李嬌仔最後一位路過谷埔往沙頭角的
烏蛟騰人，在他搬到市區前，曾有一段時間每週有五
天都會使用古道。

生活在村落餘暉的年輕村民

為山道的途人，製作山茶解
渴，一盡地主之誼。

53

53
52

52

亞媽笏距離谷埔田心約2.1
公里，步行約45分鐘。

古道成就谷埔為沙頭角區
商業樞紐，詳情可參考《谷
報》第二期文章《一水一
道︰谷埔商業圈的興衰》

《農村大家姐最緊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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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後，隨着大批村民移居海外，家裡不再種植稻
米，開始將農田租給別人。大家姐也如釋重負，離開
村莊到城市工作。她第一份工作是為青山道的紗廠打
工。
 
大家姐在結婚後也移居到英國。丈夫楊丁友比她年長
一年，二人自幼相識，是當時為數不多的自由戀愛婚
姻。小時候他常到大家姐家裡做宵夜，自製麥芽糖。
他們還會一起做餅、捉魚和吃東西。但她最後26歲才
結婚。因為在大家庭有很多親人照顧，所以那時並不
急於結婚。而且以前她看見很多人結婚後常生爭執，
害怕結婚會使她失去自由。楊丁友說自己向女兒打聽
得知，大家姐是因為看中自己英俊和勤奮，所以嫁給
自己。

54 55

56

54 56

55

資料來源：華僑日報, 
1976-12-29

資料來源：華僑日報, 
1977-10-05

資料來源：華僑日報, 
1977-04-21

1970年代「山海之友」旅
行隊已有到訪谷埔及亞媽
笏古道。

楊丁友比大家姐早數年移居英國，結婚時回來了一
年，之後二人再在英國定居。大家姐說「到英國並不
開心」，因為她不諳英語，生活也只是照顧兒女，父
母和兄弟妹又不在身邊。長子六、七歲時，夫婦將他
送回啟才讀書。數十年轉眼過去，現在她的四名子女
已生下八個孫兒。她曾在谷埔的餘暉下離開村莊，現
在谷埔又將迎來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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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姐在展覽與自己的舊照
拍照留念。

大家姐與村民在展覽《重
聚谷埔：光影下八十年的
家》，看着舊照片熱烈討
論往事。

1960年，當時年輕女姓開
始穿上城市的衣着，後面
為復修前的何家的農具展
覽室。 (照片由何瑞庭收
集提供)

1970年，攝影師宋冠英聚
集老圍的女孩拍下珍貴的合
照。宋先生愛在拍攝的相片
寫上年份。(宋冠英攝，照
片由何瑞庭收集提供，此為
原圖，封面照片由AI人工智
能生成彩色。)

59

《農村大家姐最緊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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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珍寶 —— 木水桶》 編按︰故事由何瑞庭先生提供 作者： 梁佩珊 An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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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埔是一條沒有公共交通工具直達的小村莊，幾乎人
人都離開過，搬出市區甚至移民他鄉。香港在二戰結
束重光，五十年代後迎來第一次移民潮，跟何瑞庭年
齡相若的一代谷埔人，不少都手執外國護照，有些人
老來回鄉，有些人從不回頭，甚少人跟何瑞庭一樣，
始終如一駐守香港。

逾七十歲的何瑞庭，1950年生於谷埔，是何家在谷埔
的第三代。谷埔的童年生活，他記憶猶深的是家中兩
個木水桶，以前未有塑膠亦未有自來水，每一戶都有
一個水井和水缸，婦女天天從水井打水回家，倒進水
缸，一家人所有洗用、煮食用、洗澡洗手的水都在水
缸中。水桶用桃木製造，造工精緻，滴水不漏，一個
水桶已是水的三分之一重量，有專用的擔桃，水桶的
兩端有兩節鐵勾，方便放入水井打水。

一個木水桶，除了掌管鄉村家庭的命脈，更訴說昔日
谷埔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以前要求客家婦女持家有
道、刻苦耐勞，打水、耕田、斬柴，一頭家的粗重活
皆由客家婦女主理。

何瑞庭的大家姐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織籃、割草、斬
柴，耕田，挑水、淋菜、煮豬料和雞料、洗衫和洗
碗，都是她一腳踢。大家姐由15歲到20歲，都是一人
打理家族的10畝農田，只有割禾的時候，才會找姑婆
或請人幫忙。每天由早上4時工作至黃昏5時，下午2時
往往是太陽最猛最辛苦。對她而言，雖然辛苦，但有
自由，當年鄉村「個個都辛苦」。

少年都在享受青春玩樂，大家姐日做12小時，卻天生
開朗，說不出最辛苦的家務，只說出最深刻是15歲
開始以傳統方式犁田，即與牛為伍，牽着牛隻將土翻
鬆，「類似開車，將牛入波、轉彎、控制左右，非常
困難，要調教犁耙，所有動作都要十分用力。」

何瑞庭恰巧就是傳統中的另一面例子，男兒讀書識
字、離家外闖。何家早於四十年代已有叔伯移民到美
國，何瑞庭年僅12歲時，家人已經為他申請到美國，
有機會跟隨長輩步伐，他這一代開始人人都離開谷埔
甚至香港，但是他最終沒有離開，取而代之在香港闖
出一番名堂，高峰期開了六間舖，其中五間電器舖都
在香港。

「年輕時人人都出去搏殺，哪有人會住在谷埔耕田，
只有一班老人家留在谷埔。」，「當年若非去外國，
就是去市區打工讀中學，很少谷埔村民做生意，只有
我。」

電力供應對於鄉村而言是難得，更莫說電視訊號。六
十年代有電力供應後，村民最先擁有的電器是電燈，
第二是電飯煲，第三擁有的則是電視機。

19歲的何瑞庭畢業後正是谷埔開始供電的年代，1969
年他在無線電公司工作，他花數個月時間，每次來回
山上山下5小時，最終為谷埔迎來第一個電視發射站及
第一台可以看香港節目的電視機。這些背景都為他日
後開電器舖奠下基礎。

何瑞庭於1972年加入飛利浦公司工作，當時再修讀無
線電課程。1979年彩色電視機剛在香港出現，當時只
有明星才買到飛利浦電視，他曾經幫許冠傑、杜平維
修電視。

做過大公司，技術學得多。當年很少人懂得做無線電
維修，後來他在七十年代離職後開電器舖兼維修，他
有優勢懂得門路，是沙頭角第一間賣彩色電視的舖
頭。「我最高峰有六間舖頭，第一間在沙頭角開業，
三間在上水，一間在大埔，一間在大陸做陳列室，高
峰時有15個職員，兩個姪子都在電器舖工作。」

何瑞庭懂客家話，語言優勢令他輕易做客家人的生
意，圍繞谷埔附近的市區開舖，鄰近沙頭角的地理優
勢令附近村落，甚至吉澳、鴨洲的居民，以及內地人
都向他買電器。當時沙頭角未有人賣電視機，雖然後
來有另一間舖做電視機維修，但是只有何瑞庭懂說客
家話，所以客家人都光顧他。

當年村民都是買雪櫃、電視機、洗衣機。雪櫃最受歡
迎，第二是電視機。雪櫃令老村民不用天天勞碌出村
買餸，電視機在年輕一代離鄉賺錢時，起碼令留守鄉
村的老人家感到「有聲氣」，以前客家人未必聽懂廣
東話，故聽不懂收音機，就要看有畫面的電視打發時
間。

「人家電器舖賣完一件電器，等幾小時才有新客人，
我們的電器舖是不斷有客人，客人一批批過來，每次
都是十幾人，因為他們一上岸，就過來買電器，做到
唔停手。」

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內地人來香港，早年買黑白
電視，地理優勢及無線電知識令何瑞庭的生意特別
好。大陸的接收器有別於香港，他懂得改裝接收大陸
頻道，接近是內地邊境地區的獨市生意。中國逐步發
展後，內地人來港不再是買電器，何瑞庭於千禧年結
束電器舖生意。

何瑞庭跟大家姐的青春起步點不同，姊弟的經歷反映
谷埔的男女傳統，何瑞庭的電視機故事，由谷埔山上
的發射站到邊境電器舖，他的故事窺視鄉村以至社會
變遷，七十年時間，把一切改頭換面。

可參考《谷報》第一期文章
《科技文青改變鄉村》

家中珍寶——《木水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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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女人，有兩個Job，工作、顧家。」

養一頭家不易，在海外養一頭家加上照顧仔女，更不
易。移民朋友遇上難題，嬌姐半世紀前已捱過了，作
為過來人，辛苦，她一笑置之。

「細個邊度都唔准去，只留喺屋企，退休就要周圍
去。」小時候，因為是長女，只能留家照顧五位弟
妹。她不懂英語，但在英國開外賣店，客似雲來。別
人說英國人不懂中餐，她不認同，客人懂得味道，做
中餐都要很認真。「賣貴一點，都有人食，試過一年
加三次價。」每天堅持在店，為子女親手煮飯，每周
打理家務。三位兒女都完成碩士，學業有成。

今天，家庭、工作，她都放下，退休後享受人生，周
遊列國。

唯一掛心，是味道。年輕時，學習父親的茄汁大蝦、
中年為大伯餐廳做的咕嚕肉，再為自己外賣店炸香芋
鴨，到今天在五肚為中大煮食的紅荳沙，只要煮食，
她都會一絲不苟。

《客家女人的兩個Job》—— 楊百嬌

五肚的長輩，家中長女，年
輕時無法升學，只為照顧五
位弟妹，獲父親真傳，煮得
一手好菜。後來移居英國，
在當地開設中式外賣店，大
受歡迎。退休後，回到五
肚，用廚藝凝聚村民，常常
烹煮傳統客家菜，大排筵
席，並喜愛在五肚的瀑布下
暢泳。

楊百嬌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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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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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冷氣房啦！」疫情時，
楊氏家人花上三年時間，復
修積滿淤泥的五肚水池。近
日，嬌姐又可重新暢泳。

嬌姐十多年前，於五肚的
瀑布前留影，她稱呼瀑布
為「冷氣房」。 (照片由楊
百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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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過去代表犧牲，為家庭、弟妹，嬌姐只能接
受。兒時，她心中只有家庭，「細個邊度都唔准去，
只留係屋企，退休就要周圍去。」客家的女人，膊頭
特別重。照顧五位的弟妹，也要幫忙母親料理農務，
賺取金錢養活家人。

「母親要割草、斬柴、種米，小時幫母親去沙頭角賣
柴。」鄉村生活，自給自足，種米、種菜，但也要賺
取金錢作學費、醫療開支。她母親上山割草，賣給沙
頭角墟作燃料。年紀輕輕的她，要背負着幾斤的柴和
草去墟市販賣，才可賺得金錢。另外下田種米，非常
辛苦，整天彎着腰部插秧；到稻米長成後，用人手逐
一收割，忙過不停。

童年，她最享受是讀書，半個多世紀，她最深刻仍是
陳佩儀老師，可惜，家境所限，「我讀了六年書，但
有一年留班，只完成小五。」女生，尤其長女，不少
無法完成小學，更遑論讀中學。

養家變成不少客家女生童年唯一的目標，可幸，讀萬
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她移居英國後，不時重訪香
港，足跡遍及世界。

長女的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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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嬌姐與家人們在楊
氏舊屋門前 (照片由楊百
嬌提供)

2011年嬌姐與姐姐在四肚
用柴火煮午膳 (照片由楊百
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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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辛苦，不大記得，只記得味道。

她父親叫楊發，擅長煮餸，「爸爸最叻煮茄汁大蝦、
炆豬肉、扣肉、咕嚕肉。」

「爸爸以前做掌船，即是手搖船的船伕，當時從沙頭
角坐船來到谷埔，需要 20分鐘， 50至60年代，梅子
林、荔枝窩、阿媽芴、烏蛟騰，都先來谷埔，再坐船
去沙頭角。」

小時候，她要養家，做飯也難不到她。近水樓台，父
親常接送沙頭角海的村民去沙頭角墟市，也買來了食
材。「10歲，做好午餐飯菜，拿去碼頭給爸爸食，都
是只有米飯、魚，也會從沙頭角買魚和瓜。」

後來，村民於70年代外移，父親因為一手好廚藝，由
船伕變成校役。「他成為啟才學校第一代校工，之前
的老師都在谷埔附近住，這時開始有老師住在學校內
(因為外來老師是從城市來)，如遇上打風，就要煮嘢
食。選擇父親做校工是因為他懂得煮菜。」

每逢村內有宴會，父親都協助時任村長何馬發做全村
的宴會，「部份餸菜會由父處理，每次輪流，譬如今
次做茄汁蝦球，下次就做另一個菜。父親教我(煮餸)
的技巧，主要是替他做，他沒有正式教我。」

至今，她仍記得父親的教誨，簡單的技巧終身受用。

「肉片、西芹、雲耳要醃好才炒。」

「蒸魚不要過龍。不要超過10分鐘。」

「雞大，就要蒸耐啲。」

當年，谷埔資源貧乏，嬌姐學會廚藝，受益良多。

爸爸是大廚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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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左二是五肚楊姓村民，
中是宋煌貴父親，右是李
木星村長爺爺 (照片由何瑞
庭提供)

鄉村設宴村民齊心忙於烹調
情景 (照片由何瑞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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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移民，改變嬌姐，她找到自己天地，不在村
落，而在外地的廚房。

她一家人是第一代谷埔的英國移民。1957年，大伯就
於尖沙咀花一個月，坐藍煙囪遠洋船到英國。而1960
年，二伯就乘坐第一班搭載沙頭角人到英國的航班。

她的家族是早年移英的寫照，見證移民的辛酸起落。
「最早期的海外移民，是做洗衣店，後來才開餐館。
第一代的餐館，是客家人，再交給福建、馬來西亞和
越南人。」

她和老公1971年開始在英國，幫餐館打工，至1981年
和丈夫的三個哥哥開始經營中餐館。「最傳統的餐廳
是雜碎館，40至50年代，對上兩輩人，老華僑做的客
家菜有咖喱，用芽菜、雜菜，加雞扒、豬扒。」

雜碎館，相傳是清代的政治家李鴻章到美國訪問，當
時的廚師給他煮的餸菜，名叫雜碎，就是將當地的菜
和肉炒在一起。李鴻章當時大讚好吃，大受當地人歡
迎，變成外國人認識的第一代中國菜。後來才發展成
不同類型的中國菜式，包括粵菜、京菜的餐館。

後來，她跟丈夫在小鎮打吡開外賣店「新樂宮」(New 
Loscoe)，盡顯廚藝。「當時有七間外賣店，我的最好
生意。」

從英國的雜碎到唐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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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年村民乘搭輪船前往英
國。 (照片由何瑞庭提供)

2009年嬌姐與朋友在英國
的中餐外賣店新樂宮New 
Loscoe門外。 (照片由楊
百嬌提供)

搭配炒飯的雜碎。(照片來
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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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士時期餐廳已轉手給
弟弟，餐店外觀依舊不
變。(2023年Google Map
地圖照片)

70

《客家女人的兩個Job》

31



她外賣店最有名是咕嚕雞，以前餐廳一年才加價一
次，她丈夫曾一年起價三次，不想太多人買。

「咕嚕雞、香酥鴨最受歡迎。尤其香酥鴨，出邊餐廳
買來香酥鴨就炸，沒有味道。我用五香粉醃鴨，加入
八角，整熟、去骨，有客人點菜，就立即去炸，再切
片。分4份，半個一份份去買，很脆。用青椒蔥頭，
出邊的青椒只有青色，我會有紅色和黃色，看上去漂
亮，價錢貴一點。賣貴一點都有人食，所以一年起三
次價，唔想做咁多。」

星期五和六最忙碌，工作由朝頭早8點，到晚上12點，
一日工作15小時，外國人去完酒吧，就會過來食飯。
凡事親力親為，每天新鮮準備，賣晒就唔賣，平時做
到10點半關門。

餐廳受歡迎，因為用料上乘，坊間常說英國只有凍
肉，但她為了食客，找到英國的新鮮雞，「用新鮮
雞，要用質素好的雞肉，價錢貴點都值得。」

「鬼佬最鍾意食香口，咕嚕肉、春卷，每日包200
條，都係自己包。足料，比出邊買的好食。」

嬌姐很重視老公和子女的健康，而工作頭頭是道，家
庭也應付有餘。

「未嫁老公，要許下諾言，不食煙、不賭錢、不飲
酒，才嫁給他。」老公至今仍信守承諾，嬌姐一面滿
足。老公信守承諾，她也盡力守護家庭。外賣店的工
作刻苦，每天工作超過12小時。留在餐廳，除了應付
顧客，也要照顧仔女。中午午膳，抽空為兒女做飯和
煲湯，由老公送回家中。

「一周做六日工作，一日做自己的事，家務、吸塵、
洗衣、幫老公燙衫。一年只有五天假期，聖誕1-2日，
中國新年2-3日。」兒女都碩士畢業，事業有成，她放
下心頭大石。退休後，享受人生。 

她小時候就為自己定下目標，退休就只要玩，不再照
顧孫兒、勞心家庭。

三頭六臂家務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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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樂宮New Loscoe 2023
年的餐牌 (來源：https://
www.menul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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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嬌姐與村民楊偉斌
在母校啟才學校新校舍門
前。 (照片由楊百嬌提供)

嬌姐與兩位兒子在五肚水池
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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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嬌姐愛旅遊各地，但心繫谷埔。五肚有活動，
她回來做菜煮飯給村民和訪客。中大辦活動，她為25
人的聚會做菜，煮糖水、做湯丸。教授和同事的口
味，她都記得，「張教授要黃酒煮雞。她用上自釀的
黃酒，更純，更好吃，中大職員要紅荳百合糖水。」

味道留得住人，也帶來快樂。說她自豪的黃酒雞，她
笑得燦爛，「秘訣是雞靚，不肥、無油，湯才好喝。
多加酒，每人最多食三塊雞，要加大半碗酒、加姜；
切去雞屁股，油多，湯不好喝。爆香雞、滾好，加黃
酒，關火，不要蒸發。黃酒煮熟雞，要煮10分鐘。留
一點黃酒，加上去，後放酒，一滾就關火。」

從農村的谷埔、英國、到今天谷埔，巧手養活她的一
家、建立自己事業，外賣店。她傳承傳統的客家菜，
用昔日的味道，維繫村民，吸引遊人。

客家女人的兩個Job，嬌姐勝任有餘。

味道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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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客家炆豬肉，平日
用木耳，新年配料換成慈菇
和豆卜。

五肚村民親自下廚，在中文
大學跨學科教育研究基地開
幕活動炮製豐盛可口的傳統
客家菜餚。

客家喜慶宴會，時有見到
燒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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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穗豐盈好日子，埔里歡慶舞麒麟。」 

歷逢新春，遊子回歸、客人相會，新年是谷埔喜慶共
聚一起的日子。理大團隊與村民於今年農曆年初十五
(2月24日)一起舉辦谷埔新春慶典「麟谷祥聚」，與公
眾分享村落文化、客家特色。

「麟谷祥聚」是屬於全村的慶典，我們重現消失30
年的新年客家麒麟巡遊，舞動由超過200位中學生、
海外與本地村民、共同參與設計和製作谷埔專屬的麒
麟；90年歷史的啟才學校、田心何家大宅和李家大
宅，以及五肚楊家大宅設有導賞和工作坊。

香港大學建築學院與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亦參與是
次盛會，分別開放啟才學校，作《谷埔願景2024》展
覽、五肚楊家大宅及田心李家大宅則為《遊谷探埔》
項目，介紹保育谷埔的成果，共享喜悅。

谷埔平日村民不多，今年初十五谷埔再團聚、相聚，
超過200位來自加拿大、英國等地和本地村民，齊集村
內共嚐客家宴席、分享村落往事。

麟谷祥聚 — 谷埔新春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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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村遊子闖四海，埔眾輝煌展五洲。」
                                                                —— 谷埔村民, 2024 
 
麒麟頭由榕樹凹村的温健安師傅紮成竹架，再由團隊
聯同谷埔村民設計、繪圖和上色，大家都可從麒麟的
彩繪了解谷埔的生物多樣性，更可一睹村民的文采。 
 
麒麟頭與谷埔30年前的舊麒麟同為清溪款式，圖案除
了傳統的吉祥圖案外，亦畫上超過20種谷埔可見的動
植物。植物，包括年桔、山棯花、紫色禾雀花、益母
草及稻米等；而動物，則有香港鬥魚、報喜斑粉碟、
斑灰蜻、青蟹等等。大家都可從麒麟的彩繪，了解谷
埔的生物多樣性。 
 
麒麟被，由過百名中學生將圖案繡上鱗片，一片片的
車縫在被上；慶典當日回來的村民，在絲帶上一筆一
劃寫上自己的名字，結集成麒麟的尾巴。集百家之大
成，變成一幅完整麒麟被，並為谷埔村送上祝福。 
 
製作過程超過兩個月，聯合本地及海外村民的創作和
對谷埔的回憶，還有過百名學生的祝福。 
 
全新製作的麒麟，融合傳統和創意，匯聚村民、下一
代及村外的力量，代表村落走進新一頁！

麒麟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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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麟谷祥聚 —— 谷埔新春慶典》精選回顧



團隊在慶典前與不同中小學校合作，以現化手法呈現
紮作麒麟，製作了過百頂麒麟帽，於谷埔新春慶典當
日加上燈謎遍佈谷埔，為綠油油的谷埔生色不少。村
民們很喜歡所有小麒麟，紛紛把它們都取走放到家中
裝飾和送給孫子了！

小小麒麟帽

埋頭苦幹製作麒麟和準備慶典時，不少村民也向團隊
提供各式各樣的協助，當中也包括為麒麟進行開光儀
式！ 
 
海外村民錢哥是英國伯明翰華聯社中文學校的校長，
在當地熱衷傳承麒麟文化。他將當地學會的傳統儀式
帶回谷埔，並為麒麟開光儀式撰寫文書。負責打鼓的
村民於30年前麒麟巡遊也是打鼓的，何生更表示他是
事隔50年後第二次參與村內的麒麟開光儀式。即使大
家已是5、6、70後，一起柴娃娃開心的練習鑼鼓、舞
動麒麟，如像回到當年的啟才學校時光一樣。

麒麟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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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在慶典當日有集齊6個谷埔獨特景色的印章嗎？ 
 
許多村民和遊人都領取了慶典手冊及《重聚谷埔文化
大地圖—回到谷埔的1964》作自助導賞遊，一邊探索
谷埔一邊收集印章。從2024年走回1964年，感受谷埔
過去的鄉村特色！

谷埔猜猜尋尋．自助導賞遊

谷埔村上一次新年客家麒麟巡遊已是30年前，多年前
新年的熱鬧光景也久未發生。麒麟巡遊由啟才學校開
始，從海下走到田心、新圍、老圍，再經二三四五肚
上山去，鑼鼓喧天地遊歷整個谷埔村為所有村民送上
祝福。陣陣的人氣彌漫全個沙頭角，海上船隻往來的
引擎，村民打開家門的聲音，回味往事的談話，麒麟
巡遊的鑼鼓，松記炒菜的鑊氣。

習慣了谷埔平日的恬靜，再親身經歷過谷埔熱鬧的新
年，彷彿也看到了村民記憶中的家鄉情。

麒麟獻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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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網上資訊得知，谷埔村在2024年元宵節重現消失近
卅年的麒麟遊村拜年賀歲，對於我這個喜拍民俗紀錄
的老傢伙而言，當然喜出望外，更機不可失。當天跟
著麒麟團隊穿路走巷、踏過荒廢田野阡陌，在海外回
鄉村民的祠堂或家門屋前採青祝福，此刻似回到過去
的春節賀年，喜氣洋洋。

『爆竹一聲除舊步歲，桃符萬象迎新春』。幾小時的
熱鬧完結後，心想時移世易，城市人生活忙碌 ，鄉村
的特色生活氣氛可維持嗎  ...... ！ 希望靠有心的團體朋
友們大力推動下去，繼續辦下去、熱鬧下去，更多人
見識下去 ...... ！

公眾投稿 —— 六郎

六郎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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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工」招募！

你有任何特異功能嗎？也許你有一個成為特工的夢想
嗎？
機會來了！！我們現正招募各式各樣的「特工」！！

復修古宅、倒石屎、口述歷史、設計節慶、復興村
落⋯⋯齊來解鎖你的技能！

百年前，從500多人的谷埔村，到今天只剩下數人長
住。2024年初新春慶典，成功召集超過200名村民回
村同賀；接着下半年，我們將再次舉辦谷埔慶典，以
藝術共構村落！

慶典前的籌備、工作坊，以至慶典當日活動，均需大
家的協助及參與，例如：
‧ 成為導賞員
‧ 協助藝術家、參與藝術創作
‧ 學習及製作傳統燈飾紮作等等

有趣又豐富的各項活動不能盡錄！
我們誠邀大家成為「谷民」，成為一個參與者、探索
者，捨棄旁觀者的身分，親自參與「傳承」，成為新
的「谷埔人」。
共同出力，為本地村落尋找出路，一同走上谷埔復興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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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問卷，
加入我們成為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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