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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子曰：「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直白指

出人生客寄塵世的渺小與局限。

人，既無法盡曉世事，亦無力掌控一切，尤其對人畜

以外的未知世界最為恐懼和忌諱。然而，無知才能產生想

像，忌諱才會化為信俗，恐懼感往往是人類塑造未知世界

的最強動力，並透過口耳傳遞（傳說）的方式注入個人情

感，是以同一項的傳說，藉不同人物的生動演繹，繪形繪

聲，使任何無稽之說都增添實在感和可信性，這種虛實之

間的感覺最吸引人。基於此，我將「志怪傳說」理解為人

性恐懼感的情感投射。既然「傳說」是人類群體的情感反

射，在「集體創作」的背後必然具有客觀的社會因素和歷

史意義。

年前，施志明博士與潘啟聰博士合作，先後編撰《香

港都市傳說攻略》及《鬼王廚房》，以輕鬆跳脫的筆法探

釋志怪傳說與風俗的文化意義，自兩書出版以來，屢次重

印，甚受歡迎。今年再度合著《香港都市傳說大百科》，

以「百科全書」之概念，選編二十一個個案，如：城大四

不像、溫莎狐仙、丁蟹效應、中大辮子姑娘……等，均

是港人耳熟能詳的都市傳說。由於選題以近代為主，本書

大量引用報章文獻及書刊資料，就該等傳說的起因與訛變

作扼要介述，相信能帶引讀者對志怪傳說增進學術層面的

理解。

本書既名為「大百科」，顯示兩位博士有志於信俗文

化研究。積累歷年努力，現已取得小成，寄望以此為基

礎，能就地方文化、族群生活與志怪傳說之形成、流播與

發展作一系統理論建構，則更見裨益，功德無量，有厚望

焉。是為序。

鄧 家 宙  
於 恆 泰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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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都市傳說，有根不一定有據。」這是筆者剛在六月

底播出的動新聞《港古佬》本季最終章的開首句。「根」，

所指是根源、來源；「據」，所指是考證、考據而言。至於

影片在短短數日間，隨着樹上蘋果落地，進入暑假狀態。

或許，落地生根，成為新的都市傳說？

說回都市傳說在坊間流傳，往往與無「據」有關。人

們聽某說，你聽某說，我聽某說。人云亦云，在相互增補

故事的情況下，傳說茁壯發展起來。最重要，是大家喜歡

聽。聽者驚心，講者開心，就是好結果。所以，說故事比

考據容易得多。求真，終究要花些精神。

當然，筆者也相信有看官認為人生苦悶，在香港這片

狹小空間，小迷團或許成為你一絲思考動力。

這本與潘啟聰博士合著的惡搞系列第三擊──《香港

都市傳說大百科》，書寫方法上與第一本《香港都市傳說

全攻略》較為相似，而最大分別是沒有地域限制。前者，

由於仿照旅遊書，所以會找相關地點配對。但這次惡搞

「大百科」，題材分門按條目，便可推展至社會或經濟相關

的題材，而大體上區分四門類別：

第一章，異獸類：凡神獸、靈獸、動物精怪之類構成

之傳說；第二章，鬼怪類：凡人形鬼怪之類構成之傳說；

第三章，地域類：凡因地緣關係構成之都市傳說；第四章，

其他類：與民間風尚、習俗有關之都市傳說。

各門類共計二十一個香港坊間耳熟能詳的個案，運

用上不同的學術理論或方法剖析。為了對應「百科」的理

念，我倆相信「學術」（研究學問的方法）並非囿於「象

牙塔」，而更應在於「大眾」。當大眾擁有「求真的精神」、

「求真的方法」，傳說中、現實中的荒謬絕倫，理應得到有

效的拆解。

但是，如果「都市傳說」是日常生活的調劑，被戳破

了，想像破滅了，又是否是好事？或許，選擇活在傳說、

想像之中來得輕鬆快活。或許，選擇盡在真實、考據之中

落得筋疲力盡。

歲月留痕，都市傳說有些幾近被湮沒，但反映了一代

又一代的集體創作意識及文化形態。記錄了，做些考證，

或許保留痕跡，成為了「根據」。

在此，相信這一系列的「100% 非純學術」有無用

之用。

共勉。

施 志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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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四不像的傳說

跟其他地方不一樣，不知道是甚麼原因，校園總是
醞釀了許多傳說和鬼故事。或許，是因為年青人要展示自
己的勇氣，因此故意在朋輩間傳播恐怖故事？！又或許，
是有鑑於學長用鬼故事嚇倒學弟產生了成就感，繼而一代
又一代地薪火相傳？！總而言之，不論是哪一間學校，總
會有一兩個恐怖故事在學生之間流傳。有些故事更是傳得
街知巷聞，即使你不是該學校的學生或校友也會聽聞過。
香港中文大學的辮子姑娘傳說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本章
跟各位讀者分享的是香港城市大學內流傳的其中一個傳
說—四不像的傳說。

四不像的傳說其實十分簡單，一句話：「要畢業，別
碰牠！」可是，要傳到學生間都普遍知道這傳說，那當然
不會這麼簡單。不然的話，筆者亦不會花一章節來講述
它。香港城市大學的四不像位於大學達之路出口，面對又
一城。甚麼時候開始傳出碰了牠就不能畢業的源頭難以考
查了。其實，依筆者撰寫及閱讀都市傳說的經驗而言，守
護像出現靈異事件不出幾個原因：（一）守護像因某些原
因成精怪（例如：年代久遠、吸收了日月精華、風水的問
題等）、1（二）守護像造型上出現問題（例如：張口咆哮

1	 	麥敬灝：〈兵頭花園石獅異聞〉，《信報》，2016年 3月 21日。

別碰四不像
# 異獸類

本詞條撰稿員：潘啟聰

就是這樣？

這定義好多了。

為甚麼？

*#%$@^?!

好罷，再詳細一點： 
通俗所指之妖怪，乃指普通之知識不
可知，尋常之道理不可究者。

看來以你的資質，你會見到許多妖怪。

請問妖怪博士井上円了先生，妖怪是甚麼？

不思議者為妖怪！

愚民隨見而其理皆不可知，故
事事物物皆妖怪！

呃⋯⋯這麼簡單？

對！異常及變態者即妖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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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唔好亂掂」作副標題。據該篇報道所載，有城大同學指
有迎新營把「爬上四不像」作為其中一個任務，測試新生
膽量。4 足見這四不像傳說是如何深入城大學生的心中。
有趣的是，城大裏亦有流傳一些其他傳說，與四不像傳說
結合起來看，可以見到一種明顯的現象：那就是傳說多半
與學生關心的事情連結在一起，藉由傳說的流傳建立了一
些學生的禁忌。例如，「紅門進出」的禁忌、「往來二至四
樓」的技巧都一樣是與畢業和成績連結在一起的傳說。

「紅門進出」禁忌的產生背景是城大對着圖書館入口
的五道門。有傳學生不應該進出中間的一扇門。為甚麼
呢？很簡單，因為兆頭不好。從中間的一扇門出，隱含了
「中途退出」（輟學）的不祥寓意。如果有貌似大學生的讀

者想試一試吸引途人目光，你可以在城大裏走一走中間的
一扇紅門。這舉動定必惹來不少驚訝的城大學生目光。

4	 	過期大學生：〈【讀 CityU 你要知】四不像唔好亂掂	 坐輪椅都要
Dem	beat？〉，《香港 01》，2017年 8月 28日。

像、過於栩栩如生、口內含珠等）、2（三）因地理原因而
被地方精怪附身。3 然而，當某事物奠下了作為傳說的基
礎以後，傳說的故事內容就像滾雪球般愈來愈豐富。

以「要畢業，別碰牠」作基礎，開始有傳聞某某學生
因碰過四不像而未能畢業。後來，更傳有大膽的學生嘗試
挑戰及打破傳說。之前，當筆者仍在城大就讀時就聽過以
下的傳說。傳聞指有學生故意在行畢業典禮的當日，在行
禮之前去觸摸四不像。那麼，當他行禮時傳說就自然被打
破了。可是，畢業典禮上，同學們發現他不在場。典禮過
後，同學們竟接到那位同學的死訊。那位同學在四不像對
開的一段馬路上遇上車禍身亡。同學們都感到很詫異。只
要了解九龍塘環境的人都知道，由於城大有隧道直通對面
的又一城，城大師生一般都很少在地面橫過馬路。況且四
不像對出一段馬路全是欄杆，斑馬線又不是距離很遠，沒
有人會選擇在那段路危險地過馬路。再者，那段馬路前後
都是一大段直路，不容易發生汽車撞人的交通意外。四不
像詛咒是故事裏唯一的解釋。

傳說的流傳再加上學生的吹捧，令四不像的傳說成為
城大學生之間最有名的傳說之一。《香港 01》在 2017 年
有一篇專題報道，寫〈讀 CityU 你要知〉就是以「四不

2	 	詳細可參考拙作《香港都市傳說全攻略》頁 34-42。

3	 	尹天仇：《排在龍尾別回頭：令人顫慄的都市奇談》（香港：文化會

社有限公司，2018），頁 146-148。

紅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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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城大學生之
間又有傳「往來二至四
樓」有特別的技巧。二
樓走上三樓，三樓走上
四樓都沒有問題。那是

因 為 兆 頭 好。等 第 績 分 平
均（grade  point  average , 

G P A）二 上 三、三 上 四 都 是 好
事。因此，兩層之間的扶手電梯在學生之間更是直接以
「三 上 四」來 命 名。不 過，向 下 走 的 話，那 就 兆 頭 不 好

了。故此，有學生因介意兆頭的問題而在往下層走時不用
電梯／樓梯而乘搭升降機呢！

醞釀傳說所需土壤

細心的讀者可以察覺得到，本章所講述的傳說都不
是一些有甚麼古老根據的傳說，也沒有與甚麼宗教事件扯
上關係。它們只是涉及了大學生一些學業上的兆頭。這竟
也可以構成都市傳說，並在學生之間傳得沸沸揚揚。為甚
麼呢？其實，背後的原理十分簡單。只要有人的存在，
只要有人不懂得的事，那裏就可以為傳出妖怪提供所需

學術台

的 土 壤！本 章 餘
下 的 篇 幅 就 向 各
位 對 都 市 傳 說 有
興 趣 的 朋 友 介 紹
一 本 經 典 書 籍，
那 就 是 日 本 學 人
井上円了（1858-

1919）的《妖怪
學講義錄》。

傳說中提及的四不像肯定不是甚麼善茬。作為大學的
守護像，不是要護大學及師生的周全嗎？為甚麼摸一摸、
碰一碰就會遇上厄運？就讓我們當牠們是妖怪般看待吧！
何謂妖怪呢？據井上的說法，「隨見而其理皆不可知」之
事物即妖怪。

按井上的邏輯推論，當人的生活中包含了未可知性的
範疇，妖怪也好、傳說也好、靈異事物也好，它們就有存
在的空間。學業固然包含自身努力的範疇，筆者亦相信在
學習方面，天道酬勤，人愈是勤力，累積的知識就愈多。
可是，求知識與求分數的確是兩碼子之事。勤力是分數高
的其中一個條件而已，求分數高還有許多人力未能控制的
部分，例如：小組功課的組員好不好、老師的評分標準是
否清晰可依、考試日的狀態如何等。是以，即使是大學生
之間（我們心目中的高級知識分子）也會流傳一些校園傳
說，而且往往跟成績好壞及畢業扯上關係。

井上円了大作《妖怪學講義錄》。

我有特別上下樓梯技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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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的存在確為事實，下一個問題是，會有人相信
嗎？從傳說流傳了這麼久，而且仍有新生被要求爬上四不
像以顯示膽量來看，這些傳說應該是有人相信的。為甚
麼呢？背後的心理其實很簡單，《妖怪學講義錄》是這樣
說的：

且人誰不祈一身之幸福、一家之安全耶，而

時時不免禍難，欲預防之，則又不能前知，於是百

方盡力，發見預定吉凶之風雨針，而卜筮人相諸術

遂行於世，若夫知風雨針之不足恃，而代之以避雷

柱，雖際會禍難而無害，利莫大也，是又妖怪學應

用之結果也。5

趨樂避苦的心理，人皆有之。知識比較豐富的人確實
會比一般人少一點迷信，多一點理性。可是，一來世上沒
有人能夠認識一切知識，二來在趨樂避苦心理的作用下，
人們難免會不敢去挑戰流傳的傳說。縱使是知識分子，心
裏希望求多一點幸福，少一點厄運，這樣做亦可謂無可厚
非呢！

說起來，想當日亞泉學館之所以會翻譯井上円了的

5	 	井上圓了：《妖怪學講義錄（總論）》（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
頁 3。

《妖怪學講義錄》，與筆者之所以撰寫拙作的動機，可謂不
謀而合呢﹗

余自初知學問，涉略理科，常以天下事物，

有果者必有因，有象者必有體，無不可以常理推

之，無所謂妖怪也。於是將幼年所聞怪妖之談論，

所受妖怪之教育，洗濯淨盡。又憫家庭之內，社會

之間，常窟穴無數之妖怪，思一切掃除之。惟自知

學力未足，他人之所謂妖怪者，吾雖常決言其非妖

怪，而不能確言其非妖怪之所以然，又不能證明他

人所以誤為妖怪之故，惟覺妖霧漫空，使人迷眩而

不知方向耳。聞日人井上圓了氏，有《妖怪學講義》

之著，甚見重於其國人，甚有益於其民俗，購而讀

之，煌煌巨冊，其精思名論，令余欽佩崇拜，不可

名狀。6

在向讀者講述都市傳說和鬼故事的同時，亦重視背後
的文化土壤及藉學術理論進行拆解，筆者有幸跟前賢同樣
有着「持筆衛道」及「寫妖除魔」之心呢！

6	 	同前註，〈初印總論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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