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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呂明霞報道：中秋佳節，人月
兩團圓，香港九龍潮州公會日前於港九潮州公會中學
舉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暨 2022『月圓中秋
情滿香江』巧製潮州餅 暖送家鄉情」，該活動由九
龍城民政事務處贊助，聚集港九潮州公會中學的一眾
學生共同製作潮州餅，並在儀式後派送酥皮月餅給社
區有需要的基層家庭。

是次活動作為潮公的品牌活動，邀得香港文化體育
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民政事務總署署長張趙凱渝，
中聯辦九龍工作部處長何家祥，立法會議員楊永杰、
鄭泳舜、陳凱欣，九龍城民政事務專員蔡敏君等一同
製餅。

周厚立：中華文化應大力宣揚
該會首席會長周厚立說，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

年，也是公會創立75周年，意義非凡。香港回歸祖國
後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經歷風風雨雨克服種種困
難，終取得舉世矚目的輝煌成績。香港西九文化區聚

集M+、戲曲中心、香港故宮博物館等，
為香港的文化創意發展注入強大動力，助
力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他續說，中華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悠久
的歷史傳承不息。香港市民要把握機會多認識和體會
中華文化的精髓，加深對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他
特別提到9月末將在會展中心舉行的第三屆香港潮州
節，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弘揚潮汕文化、將中華傳統
文化發揚光大。

馬介欽：傳統酥皮月餅有講究
該會永遠榮譽主席馬介欽自創立「月圓中秋」品牌

活動以來，在每年活動中贊助佳寧娜集團月餅，分享
正宗的潮州美食。在今次活動對談上，幾位嘉賓分享
道，月餅這一傳統美食目前有了各種創新，從製作方
法、食材選取方面都發揮不同的創意，甚至出現了茅
台月餅、螺螄粉月餅等。馬介欽說，傳統潮式酥皮月
餅有一定講究，而傳統這一工藝是保留文化內涵，並

跟隨時代變遷不斷發展進步。
他說到，酥皮月餅的餡料常常是綠豆餡、芋頭餡，

製作酥皮需要油皮和油酥，甚至最傳統的潮式月餅會

用豬油起酥。一邊說，馬主席揉搓手中的餅皮，
混合餡料做成了圓圓的月餅：「配月餅喝潮州工夫
茶，就是最傳統、最美味的享受啦！」

梁偉龍：羅梁醒獅傳統融合創新
醒獅是將武術、音樂、舞蹈相結合的民間表演藝

術，香港羅梁體育會主席梁偉龍自幼習武，苦練醒獅
的各招各式，在傳統醒獅的基礎上不斷創新。訪問時
他炯炯有神的目光和由內而外的氣場便能看出是習武

之人。
講起父輩的故事，梁偉龍感慨道：「羅梁醒獅，是

創始人羅悅勝、梁國榮兩位結義兄弟的姓氏合稱。父
輩不僅會功夫，還是個行走江湖的醫生。習武後免不
了磕磕碰碰，自然會了解醫術和跌打傷科。」他展示
早期體育會的會員證書，充滿歷史感的黑皮書上印
羅梁體育會的標誌性 logo：「一把箭穿入兩個同心
圓，代表羅氏和梁氏心連心，火把象徵紅紅火
火，外圈的麥穗果實聚集在一起，象徵羅梁桃李滿
天下。」

而不同地區的羅梁，其名稱也多有更改。在內地，
羅梁成立時的名稱是羅梁館，到了澳門被稱為華僑羅
梁兄弟國技團，到了1920年改名為華僑羅梁體育會，
在1955年註冊為澳門羅梁體育總會，而香港地區的社
團在80年代正式註冊命名為羅梁體育會（香港）有限
公司。梁偉龍一邊展示當年羅梁參加全港公開獅藝
賽的視頻，一邊分析道：「傳統藝術發展很少提出申
請專利、全球首創，但當年為了方便表演，將獅頭改
輕、獅尾改短的確是羅梁獅隊首先做的，其後的醒獅
隊紛紛效仿。羅梁醒獅講究功架和腰馬，動作威猛粗
獷，主要通過馬步、弓步、虛步、跳步等，配合節奏
和鼓樂表現獅子的喜怒哀樂等表情和神態，這些除了
對舞獅人的基本功有很高的要求外，團隊的配合度、
表現力和臨場發揮能力都有一定的要求。」

羅啟邦：多方面創新推廣醒獅文化
作為萬通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羅啟邦亦是2021選

舉委員會旅遊界別選委，在旅遊、體育方面積極發
聲，為業界發展貢獻良多。作為新一屆羅梁體育會的
會長，羅啟邦的「術業有專攻」可謂讓羅梁「如獅添
翼」。他講到：「醒獅文化在香港並非小眾文化，在
農曆新年、就職和公司開張等大型活動上總能見到獅

子的身影，他們配合點
睛、採青、跳樁，每個動作
都有特殊的寓意。民間表演
藝術文化底蘊深厚，裏面的
門道兒很多，只有讓年輕人
真正了解背後的文化，才能
更好地推廣和宣傳醒獅。」

舞獅有南北之分，早在唐
朝時期的中國北方，就有舞
獅的歷史紀錄。目前發展最
廣的是南獅，在上世紀 40
年代，內地大量武術人士紛
紛來港定居，逐漸在香港開
設武館，廣收徒弟，傳授武
功、跌打、舞龍舞獅的技
藝，舞獅文化得以在香港發
展。但那時的團隊爭強好
勝，常有肢體衝突，加上一
些黑幫人士藉舞獅之名向商
戶勒索錢財，舞獅的形象曾
一度負面。到了 90 年代，
在政府監管和舞獅團隊的逐步規範下，舞獅逐步在港
得到推廣，特別是世界級醒獅比賽在香港的舉辦，讓
香港成為國際獅賽的盛事之都。

「我們講起香港，總會講起獅子山精神，這種精神
代表守望相助、努力奮鬥、逆境拼搏，那座俯臥的
雄壯獅子是香港的化身，在這座充滿活力和勇敢精神
的城市推廣醒獅文化非常合適。」羅啟邦說，目前，
羅梁體育會已與多間學校合作，希望通過系統教學，
讓老師學習一套舞獅的動作和章法，並帶領學生了解
醒獅文化。我們也與不同社團商會、同鄉會聯絡，希
望通過各類活動讓醒獅文化走進社區、深入市民的生

活中。
該會理事長林俊嘉說，羅梁體育會創立之時，便是

羅氏與梁氏的強強聯合，梁主席「一技傍身」，對體
育會的前世今生了解眾多，羅會長「術業有專攻」，
在推廣體育文化方面有經驗，相信能夠帶領羅梁體育
會走向更輝煌的未來。當前，羅梁醒獅成功申報非物
質文化遺產，「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明確支持香港發
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醒獅文化是全球華人
的橋樑紐帶之一，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定能通
過地理、文化和政策優勢，讓更多人了解醒獅，讓全
世界認可中國這隻東方雄獅。

羅梁體育會凝聚華人推廣醒獅文化
舞獅又叫

醒獅，是香
港 最 受 歡

迎、最具代表性同時也是最傳統的表
演項目之一。自清末以來，舞獅已經
成為香港輝煌歷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組成部分，特別是廣東醒獅在2006
年入選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目錄，雖
然經過歷史變遷，醒獅文化仍然在香
港得到很好的保留。在慶祝農曆新
年、開業搬遷等重大日子，總有舞獅
的身影。距今已有上百年歷史的羅梁
體育會在世界各地都培養了優秀的醒
獅隊，今年羅梁醒獅成功申報非物質
文化遺產，商報記者日前通過與該會
主席、會長、理事長的交流，對醒獅
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

香港商報記者 呂明霞

主禮嘉賓主持活動啟動禮。

潮州公會中秋製餅弘揚傳統文化潮州公會中秋製餅弘揚傳統文化

梁偉龍（左）、羅啟邦（中）及林俊嘉接受本報記者訪問。他們期盼利用香港
在地理、文化和政策上的優勢，讓更多人了解醒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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