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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提要 

 

  食水乃生物賴以生存及持續發展之根本資源，千百年來人類僅靠取用江河水

流，或以人工聚集雨水、或以科技開鑿地下水井以供生活。考香港位處華南海濱，

三面環海，且山多地少，缺乏寬廣江河，食水資源主要依賴每年雨季時儲集食水。

昔時，新界村落居民多以務農為生，倘遇乾旱或雨水過盛，皆影響當年生計，惟

四時風雨全仰於天，絕非人力所能干預，只能透過祭祀禮儀，祈求風調雨順，寄

望水源供應穩定而充足。最遲於清代，新界地區已有專祀求雨之禮俗，隨着香港

歸入英治，各地居民次第入遷，人口持續增長與工商各業發展需要，社會對用水

更為殷切，但境內水源並無顯著增長，日常用水仍得仰賴天降甘霖維持生活所

需，間接造就祈雨活動和相關神靈信仰。 

  二十世紀，本港多次發生嚴重旱災，直接影響市民生活與生計，連政府也無

計可施，各籍居民與中外宗教發起舉辦求雨活動，各師各法，形式多樣，均為請

求上天憐憫，解救眾生苦難，也堪稱奇觀。直到七十年代，港府從廣東省購入東

江水，本港才徹底解決水荒問題，各種求雨活動也趨於式微。 

  本文將簡介本港所見與求雨相關之神靈信仰與祭祀活動，以及旱患時期各大

宗教如何藉求雨活動撫慰信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