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述歷史 

大坑蓮花宮 
大坑蓮花宮為法定古蹟，建於一八四六年前後，背靠巨石，外型狀如

蓮花，建築結構非常特別，廟內上下兩層各有神龕供奉觀音大使。大

坑蓮花宮每年有兩項活動極受善信及市民關注；分別是正月的觀音開

庫及農曆八月十四至十六，大坑居民舉辦的大坑舞火龍。大坑近年的

變化非常急促，數十年前它只是條樸素的客家鄉村，到了六七十年代

則是木屋滿山，跟今日的面貌相比，可謂大相徑庭 

 

大坑舞火龍總指揮陳德輝 
陳德輝，人稱「輝哥」，年屆七旬，在大坑出生及成長，見證著該處

近數十年的變遷，從傳統客家村落，銳變成今日模樣。根據輝哥所

言，早年大坑蓮花宮附近可謂烏煙瘴氣，與今日莊嚴廟貌與鳥語花香

可謂大相徑庭。雖然輝哥沒有宗教信仰，不過每到中秋前夕，他會率

領大坑坊眾福利會到蓮花宮進行開光儀式，「通知」觀音娘娘，即將

會有舞火龍活動，祈求舞過火龍後，合境平安，丁財兩旺。 

大坑蓮花宮是大坑重要地標。每年大坑街坊福利會均會舉辦「舞火

龍」這項大型活動，大坑舞火龍於 2011 年成功申報成為國家級非物質

文化遺產，令大坑蓮花宮更廣為人知。舞火龍這項大型活動能每年舉

辦，總指揮陳德輝先生居功至偉，他更成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

承人。鳴謝陳德輝先生借出部份照片。 

 

大坑舞火龍總指揮陳德輝先生與蓮花宮 

年屆七旬的陳德輝，人稱「輝哥」，

在大坑出生及成長，在此生活了數十

個寒暑。早年的大坑是條客家村落，

居民多從事打石、養豬、捕魚和種

菜，亦有不少居民在附近的馬會和電

燈公司工作，如輝哥的父親就曾任職

馬會。大坑人在馬會多是做些低下層的工作，例如馬伕或舖草皮等。

蓮花宮建於 1863 年，所在位置早期比較荒蕪。輝哥記得，小時候成年

人會聚在蓮花宮外談天說地，小朋友就會在旁玩耍，蓮花宮外的空

地，就是居民聚集的地方，不像現在高樓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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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哥憶述大概是四、五十年代，當時蓮花宮的司祝是個老婆婆，客家

人，跟她兒子同住在蓮花宮旁一間小屋。直至六十年代，蓮花宮雖然

位置荒蕪，但附近木屋林立，龍蛇混雜、烏煙瘴氣，有人賣鴉片、白

粉，還有妓寨和賭檔，甚至在廟後就已是賭檔，賭徒就聚集在廟後賭

番攤牌九，後來隨著大坑的發展才逐步得以改善。輝哥還記得以前的

蓮花宮旁設有魚池，飼養了魚和龜，池上浮著蓮花。這個魚池約在上

世紀八十年代被填平，之後蓮花宮曾幾度失火。輝哥估計，大概是點

燃的香燭沒有處理好而導致。 

 

蓮花宮的善信 

輝哥不是觀音信徒，對於觀音開庫、

賀誕和拜神等，都是以旁觀者身份觀

察，每年正月廿六觀音開庫，不少街

坊和區外人士都會前來蓮花宮借庫，

由正月廿五晚上十一時開始，直至第

二天的早上直至第二天的早上六時，

前來借庫的善信絡繹不絕。 

此外，觀音誕期間亦有不少善信會前來拜神。可是蓮花宮的善信都是

以個人身份前來拜神，沒有體育會或花炮會等賀誕組織。 

 

大坑舞火龍總指揮陳德輝先生與蓮花宮  

輝哥沒有宗教信仰亦直言沒有奉祀觀音

的習慣，每逢觀音誕或初一、十五等，

沒有刻意去拜神。只是他年青時每到中

秋前的農曆八月十四日，會到蓮花宮

「看大人們做儀式」。直至七十年代

末，輝哥開始跟隨舞火龍的前輩學習，

入廟協助開光、點睛等儀式，後來他才明白，前輩們讓輝哥進廟協助

的目的，是為了日後由輝哥承傳這項傳統習俗。起初，輝哥婉拒美

意，但前輩們經過數十年的觀察，最終發現輝哥對火龍有「歸屬

感」，並且已從旁協助多年，對舞火龍的每一項細節均十分熟悉，也

十分信任輝哥的品格，因此總指揮一職非輝哥莫屬。 

 

直至 1996 年，籌辦舞火龍的前輩相繼去世，輝哥就由 1997 年起正式



接手，擔任舞火龍的總指揮。輝哥接受任命後，表明自己記性不佳，

不能記住所有步驟，前輩們就筆錄所有細節，供輝哥日後參考。所以

輝哥現在舞火龍確是有根有據，沒有偏差。輝哥亦透露舞火龍的開光

儀式一直都是以客家話進行，初時前輩著輝哥幫手，由他擔任翻譯，

把客家話翻譯成粵語，好讓參與的嘉賓和傳媒知悉儀式所為何事。 

 

大坑舞火龍的儀式 

傳統上，舞火龍的開光和點睛儀式

前，參與者無需守齋，但做儀式的人

則必須潔淨身體。儀式在農曆八月十

四舉行，大概晚上七時開始，七時半

之前必須完成。舞火龍是大坑的年度

大型節慶活動，基本上蓮花宮的司祝

已熟知這個年度活動的流程，並會自行整理廟內環境，清理雜物，方

便進行儀式。 

所謂「開光」，是眾人在八月十四當晚，入廟「通知」觀音娘娘，即

將會有舞火龍活動，祈求舞火龍之後，合境平安，丁財兩旺，全程以

客家話進行，過程中會用碌柚葉灑聖水做灑淨，謂「聖水灑過，百無

禁忌，大吉大利」。以往聖水會在大坑的水井收集，現在則用蒸餾水

代替。輝哥表示過往因大坑有多口水井，所以即使沒有自來水，單靠

井水亦可解決生活所需，即使香港於六十年代制水，對大坑居民亦沒

多大影響。 

1967 年以前的開光儀式，大夥兒會於點睛後燃燒炮仗贈慶，之後才

「出龍」，後來法例禁止燒炮仗，這一步驟就省卻了。起初，舞龍的

健兒甚至赤祼上身，後來改為穿著寫上「大坑夜龍」四個字的「服

裝」。開光時，由於蓮花宮未能容納整條火龍，因此於龍頭和龍珠出

廟後，龍尾才陸續由側門進入，再由正門出廟，以示火龍已遊廟一

圈，舞火龍就正式開始。舞火龍是沿著大坑區內的數條街道巡遊，巡

遊期間會再經過蓮花宮，火龍就會向廟的方向一揖，象徵向觀音朝

拜，再行至浣紗街換香，然後就在浣紗街「送龍」回坊眾福利會，完

成整晚的舞火龍環節。 

 
 
 



銅鑼灣觀音廟會 

2014 年 10 月華人廟宇委員會舉辦為

期三天的「銅鑼灣觀音廟會」，節目

包括神功戲、觀音行宮巡遊和舞火

龍；舞火龍環節同樣由大坑坊眾福利

會負責，跟中秋舞火龍的分別，是主

辦單位在大坑摩頓台臨時遊樂場設置

觀音神壇（按：火龍在廟內開光後，便護送觀音鑾輿到遊樂場神壇，

火龍舞動完畢，便暫時安放在遊樂場內供市民大眾參觀。）廟會完結

那天，眾人又舞火龍護送觀音行宮返回蓮花宮，在蓮花宮拜神後，再

做一次灑淨儀式，喻意送龍歸天。 
 

舞火龍的傳承 

輝哥是大坑舞火龍的傳承人，皆因當年

的前輩覺得輝哥對舞火龍「有歸屬

感」。對於傳承問題，首要條件是「大

坑人」，輝哥覺得承傳人必須要對舞火

龍這一回事感興趣。以往，舞火龍的健

兒會事先告假十天至兩星期，留在大坑

協助籌備相關事宜，因此承傳人不單要對舞火龍感興趣，還得顯示其

願意盡心盡力的辦事，不過，最重要的條件是要懂得客家話，或者願

意學習客家話，因為開光和點睛儀式中的吟唱，傳統以來都一直是以

客家話進行。 

輝哥表示要找出符合以上條件的人，其實並不困難，困難在於這個人

一定得服眾，因為大型節慶活動，雖然有規有矩，但人多口雜，所以

總指揮的角色必須可以「壓場」。六十年代，曾經當過兵的輝哥，因

為正有行軍經驗，事事講求紀律，加上對舞火龍的興趣和經驗，才得

到前輩們的青睞，擔任多年大坑舞火龍的總指揮。 

 

訪問日期：2015 年 8 月 18 日（星期二） 

訪問地點：大坑坊眾福利會 

訪問時間：下午 2:45-4:00 

受訪者：大坑舞火龍總指揮陳德輝 

訪問者：黃競聰、黃駿 

撰寫：黃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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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空明月懸，人間火龍動。中秋傳統習俗「大坑舞火龍」上周六起一

連三晚在鬧市舉行，火龍穿梭於大街小巷，令夜色倍添璀璨，佳節氣

氛更濃。 

 

今年香港旅遊發展局邀請了荷李活影星曉治積曼在追月夜參與舞火龍

盛會。 

 

曉治積曼以特別嘉賓的身分在台上揮舞和轉動龍珠，雖然是初次嘗

試，但表現卻有板有眼。他還大讚香港風景美麗和食物美味。 

之後火龍巡遊展開，長達 67 米的火龍身上插上 72,000 多枝點燃着的

香枝，由近 300 名表演者舞動，在氤氳輕煙中閃閃生光，吸引大批市

民圍觀。 

 

舞火龍傳統源於 19 世紀大坑村居民祈求消除瘟疫，現已成為香港獨特

風俗，2011 年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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