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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田梓村为香港少数充满天主教色彩的客家村落，由客家陈氏家族建
立至今约三百年。岛上具备了浓厚的宗教背景，丰富的生态系统与传
统的客家文化。1875年，全村领洗信奉天主教。岛上的圣若瑟小堂，
也是香港保存最妥善的乡村教堂。除了圣若瑟小堂，岛内更有意义厚
重的百年樟树、经典客家结构屋、独特的盐田风貌等。走入盐田梓，
远离市区喧嚣，仿佛跨越时空，进入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后花园。 

本地图以昔日盐田梓作为时空背景，集合了老一辈「盐田梓人」，包
括海内外村民、村校旧生等的口述故事，一点一滴地反映了上一代盐
田梓的重要生活回忆。我们希望本地图能够带领大家短暂回到昔日的
盐田梓，一同体验与来华传教士的互动、客家人的独特风俗以及上山
下海的乐趣！

  田•「故」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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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保叔士多」也是回忆来的，它就位于澄波学校的隔壁，一般会卖汽水或者
波子糖等。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卖一种叫「潜野」的东西。「潜野」类似于
刮刮乐，在一张卡片上有很多格子，你撕开每张格仔纸，就会有机会兑换到
不同的奖品。还有村民表示：「其实潜野现在在杂货铺都有啦，只不过潜的
方式不同而已。你喜欢什么号码，就潜什么号码。有头奖、二等、三等奖这
样」。其实就像你吃完雪条剩下的雪条棍，或者一些汽水的盖子有赠饮，很
多时候你都可以拿着它们去兑换奖品。当时这些玩乐的东西都不会很贵，大
概也是一、两角这样。

"

"

我们以前都会自己种点东西，然后拿去西贡卖，最多的就是拿菜出去卖了，
例如番薯苗，可以拿去卖钱。我们会把菜卖给档口，如果菜贩說：「我们要
十斤白菜」，那我们就会摘十斤白菜给他们。当时西贡很多人都养猪，他们
会說：「我要三十斤番薯苗」，因为他们没有种番薯苗，所以我们会把番薯
苗拿去卖给养猪的人。

还有我们的零花钱，也是我们自己赚回来的。比如说我们会去割棉草，棉草
的用处是什么呢？人家出海的船底部会粘着蠔壳，你把他们刮走之后，再用
棉草烤下底部，接着再油油漆，看起来就又变得很新了。棉草，因为它本身
点燃的火比较弱，所以会比较耐烧。烘船就是用棉草来烤一烤船的底部，那
些细菌也就全部死了。我是这样猜的其实。你烤完之后，再用砂纸擦它，接
着就可以上漆了。我见其他人也这样做，包括水上人。

除了割棉草赚零用钱，我们也会打蠔仔去卖：「钉钉钉」弄些蠔仔，也会敲
些石头螺，然后拿去卖。夏天的时候，我们会采摘一些盐田梓随处都有的 
「山稔」，装在牛奶罐里面，拿到西贡码头去卖，也是一角一筒。

1 听钟声开弥撒

闲暇时光（日常生活）

4 神父在村的生活

宗教

12 圣堂的婚礼

19 盐田梓村日常生活习惯

32

竹仔虫与蜂蛹 ：高蛋白的人间美味

45

养「轮仔猪」

25

38 出入盐田梓之乘风破浪搭帆船

「线面」、「哭嫁」——
不「老土」的乡村智慧和文化

家庭、文化

14 圣堂响钟不见了

21 客家嫁娶文化之回娘家的厚礼

34 噼啪桶、遮骨叉鱼、荷兰水储水盖

47 我印象中的陈丹书伯父

28 清明跟住孩子 「打山头」

41 村长霸气斗日军、护樟树

43 「骑膊马」——一起吃香蕉

30 客家小孩的游戏

27 冻冰冰的盐田大蟒蛇

40 圣若瑟显灵传说

42 「大小二便」都是宝

7 令人乐不思蜀的玩伴

16 客家村的祈祷生活

23 面粉炸出来的美食

36 水井舀水梦醒经历

49 在盐田梓的奶奶等我归家

2 又种又玩又唱歌

生计/生活

5 「下海」「咸塘」好好玩

13 为什么女孩子都争做「乖乖女」？

20 客家结婚风俗习惯与鸡泡鱼汤

33

盐田梓有两个足球场？

46

中西结合的祭祀仪式
26 消失的萤火虫与「輋地」 的乡村生活

39 在沙滩及小艇照鱼、潜水用弓箭射鱼

8 忆当年——澄波学校的学生

15 虔诚的村中妇女

22 丧事习俗

35 「飞天蠄蟧」式水井舀水

48 斗「荷兰水盖」风车

9 圣若瑟日巡游

17 神父「整」蛋糕

24 农田筑路工作营（1964）

37 在水井与禾田钓田鸡

50 客家村屋之独特构造和「狗洞」

10 神父的玻璃糖

3

29 保叔士多

31 数学老师「章亚男」

学习生活/学校生活

44
卖番薯苗、割棉草、打蚝仔、卖山稔——
童年的经济生活都可以丰富多彩

"

"

因为是小班教学，所以我们上学的时候班级规模也挺小的。一到六班六个年
级，一行就是一个年级，已经全部都在一个教室里面。当老师教这个班，我
们就会在隔壁做功课，因为放学之后我们是没有功课的，所以就可以去玩耍
啦。好像「小猴子」一样上山下海，下海可以去捉鱼虾，我们也会大家一起
挖别人种的红薯煨来吃。还可以去捉鱼虾蟹，因为肚子饿呀。我们会用奶粉
罐，然后拣些石头，把捉来的鱼虾蟹放在奶粉罐再加水来煮着吃。

上山下海，受大自然馈赠的乡村美食

"

"

我最喜欢神父来村里面了，为什么？因为一定有东西吃。他一来，我第一件
事就是跟着他。神父来到村里会先去探望病人，那我们一帮小孩子就会跟着
他，等他探访病人结束后就会给我们派糖吃。因为我们贪吃呀，当时家里零
食又比较少。神父给我们派的糖很好吃，可能都买不到那么好吃的糖了。有
时他也会派些饼干给我们，例如牛奶饼或者麦皮饼，全部都很好吃。因为以
前可以吃的比较少，所以会觉得味道很好。

11 跟住神父有「着数」

"

"

如果要娶老婆，村民们3天前就会一起准备。他们会在户外的空地用石头做
2-3个灶台（取决于有多少人）。男人一般会有几个做厨，女人就负责打下
手：比如切洗东西、或者斩鸡等准备功夫。如果要吃冬菇的话，女人就要提
前一晚拿去水井里泡着。吃席的位置不一定在主家门口，而是分散到其他不
同的地方，因为每个人家里的门口前都会有块空地（所以在自家门口前都可
摆席）。比如说：在巷仔、老屋、新屋或者石洲仔等都有。虽然都是些乡下
食物，不会有太贵的东西。但是因为心情不一样，所以吃起来味道也都还不
错。

18 客家嫁娶文化之宴请习俗

"

"

以前的老师真的会尽心尽力教你，但是你淘气也是真的打你。我为什么喜欢
这个老师呢，因为她教数学真的很厉害。她一解释给我们听，我们马上就明
白了。所以我们这一届的学生，说届其实也就几个人，六年级考会考全部都
合格了。她的名字叫「章亚男」，是女孩子来的。她教数学真的很厉害，我
们个个都可以及格，所以我印象会比较深刻。

小心被蛇咬！

在此刊物上／任何的项目活动内表达的任何意见、研究成果、结论或建议，
并不一定反映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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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主办
西贡盐田梓文化历史保育及复育研究：社区叙事及公众体验式参与

「西贡盐田梓文化历史保育及复育研究：社区敍事及公众体验式参
与」项目由香港中文大学主办，乡郊保育资助计划及乡郊保育办公
室资助。本研究以社区为本叙事方法及公众体验，旨在保育及复育
西贡盐田梓文化历史的珍贵记录。我们希望透过分享会、工作坊、
文化历史故事之旅等活动，宣扬乡郊保育文化，以及传承香港乡村
及乡郊的跨世代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