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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每逢清明、盂蘭節、重陽等中國節日，紙紮舖總會被擠得水泄不通，因為燒衣紙一直是中國人的傳統民間習俗。

從事 20 多年紙紮行業的夏中建師傅說，「只要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會有人燒衣紙。」這個傳統不止歷史悠久，原來在不同節日

燒衣紙，也有不同意義。 

天寶樓扎作老闆夏中建表示，中國人燒衣紙的習俗源遠流長，已有幾千年歷史，「燒衣的起源已無從稽考，但肯定已有幾千年

歷史」。他表示﹕「中國人每逢過年拜神、上元（正月十五）、清明節、端午節、盂蘭節、中秋節拜月亮、年尾還神，都要燒

衣紙，還未計每月的初一、十五，以及每個神的節日，如觀音誕。所以一年之中，燒衣紙的次數真是多不勝數。」 

準備「三牲」金銀衣紙掃墓 

在不同節日燒衣紙有不同意義，如每年三月初八日的清明節，孝子賢孫帶備食物、衣紙前往墓地祭祀先人，表示尊敬和懷愐。

根據傳統，親人逝世並不代表與家屬斷絕聯繫，後人可透過祭祀懷念祖先。夏師傅解釋﹕「以前的人在清明節會帶備『三牲』，

即燒肉、雞、魚，以及金銀、溪錢等，前往墓地祭祀祖先。」時至今日，孝子賢孫還帶備不同種類的食物和各款衣紙，「很多

人除了帶備『三牲』，還有其他食物。祭祀完畢後眾人一起分享祭品，也是團結家人的活動。另外，現時的衣紙還有鈔票和各

式各樣的物品，因為人們相信燒一些先人喜歡的東西，可滿足他們生前的願望，也令後人的心靈得到安慰」。 

在農曆七月十五盂蘭節正日（註）燒衣紙，就有另一層意思。盂蘭節是佛教的盂蘭盆會節，也是道教的中元節。夏師傅稱，佛

教的盂蘭節源於「目連救母」的民間故事﹔道教的中元節，則是赦免亡魂的罪。「道教一年有『三元』，上元為正月十五，舉

行賜福儀式﹔中元為七月十五，用以赦免亡魂的罪﹔下元則在十月十五，為有過失的人解除厄運」。相傳農曆七月是「鬼月」，

七月初一是「鬼門關」大開的日子，人們除了預備食物及衣紙祭祀祖先，還會於晚上帶備香燭、金銀衣紙，以及祭品如酒和飯

菜，在路邊燒衣紙，拜祭遊魂野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