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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嶺龍躍頭文物徑簡介[檔案保存] 

    

粉嶺龍躍頭文物徑是新界第二條設立的文物徑，於一九九九年(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四日正式開

放供市民遊覽。 

龍躍頭，俗稱龍骨頭，亦稱龍嶺，位於香港新界粉嶺聯和墟東北面。該處有山名龍躍嶺，自古相

傳，有龍跳躍其間，因而得名。龍躍頭為新界五大族之一的鄧氏聚居之地，其族原籍江西吉水。

龍躍頭鄧族與宋朝皇室淵源最深，南宋(西元一一二七至一二七九年)末年，宋室皇姬南逃，嫁與

錦田鄧氏族人鄧惟汲，其長子於元朝末年遷居龍躍頭。自後開村立業，子孫繁衍，始分遷鄰近地

區，另立村莊，數百年間，成為今日的五圍六村。 

五圍即老圍、麻笏圍、永寧圍、東閣圍 (又稱嶺角圍) 及新圍 (又稱覲龍圍)；六村即麻笏村、永寧

村 (又稱大廳)、祠堂村、新屋村、小坑村及覲龍村。該區鄧氏至今仍保留農村風俗，除春秋二祭

及天后神誕外，該族於正月十五，仍有為初生之男丁舉行開燈儀式；於二月初一祭祖及設齋宴；

並舉行十年一屆的太平清醮。屆時闔族及鄰近的村民，齊來參加慶典，甚為熱鬧。龍躍頭還保存

不少典型中華傳統建築，例如松嶺鄧公祠及天后宮等，而區內一些圍村，如老圍及新圍等，其圍

門及圍牆甚至村內部分民居，至今仍保存原來風貌，見證過往的歷史和社會發展。 

小坑村 

位於新圍西北面，約於二百年前建立。小坑村的鄧氏先祖原居於老圍內，後因居住環境擠迫而遷

往龍堂定居，據說在龍堂定居時只建有十間房屋。鄧氏族人約於龍堂居住了三代後，因經常受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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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的滋擾，故遷回龍躍頭，並於現址建立小坑村。村前的磚牆和東面村口的拱門約於一九六○年

(民國四十九年)因風水理由而興建，以增男丁。東面村口建有褔德祠，用以供奉土地。 

新圍 

建於一七四四年(滿清乾隆九年)，因正門門額刻有「覲龍」二字，故亦稱覲龍圍。該圍村的四面

圍牆皆以青磚築砌而成，圍牆四角建有更樓，供守望用，圍門裝有連環鐵門。牆外原有護城河環

繞，但現在已被填平。圍內房屋排列整齊，正中主巷盡頭處為神壇，圍內房舍多已拆卸，改建新

廈。該圍村門樓、圍牆及更樓分別於一九八八年(民國七十七年)及一九九三(民國八十二年)年被

列為法定古蹟。圍牆、圍門及更樓於一九九四至九五年(民國八十三至八十四年)全面重修。 

善述書室 

位於新屋村內，建於一八四○年(滿清道光二十年)，用以紀念及祀奉鄧氏十九世祖鄧雲階的神位。

該書室為兩進式家祠，庭院兩旁有走廊，廚房與門廳毗連，門外有禾坪，外有耳房多間。該書室

除祀奉祖先神主外，亦作教育族中子弟之用，且曾存有古代練武用的刀、劍、戟、弓及箭等武器。

第二次大戰以前，該處曾作教學之用，至一九三八年(民國二十七年)結束；戰後則改為幼稚園校

舍。現時偶作宴會之用。現為私人物業，暫不對外開放。 

永寧圍 

相傳已有四百年的歷史。由於梧桐河位於圍村的西面，故風水甚佳。永寧圍的門樓建於一七四四

年(滿清乾隆九年)，以紅粉石築砌，因日久失修，圍牆已成頹垣斷壁。圍內有三排朝向東北的房

舍，但由於過去的發展，圍內的中國傳統房舍已所餘無幾。 

永寧村 

位於永寧圍的西北面，亦稱為大廳。它原為永寧圍的分支，約有三百年歷史。據說永寧村村址的

前身是紅沙嶺，泥土呈紅色，因而得名。村內房舍主要排成三列，全部面向東北，前排房舍比後

排為低，以獲得更佳的風水。村前原有一個漁塘，現已改建為休憩場所。 

東閣圍 

為鄧氏十三世祖鄧龍崗公 (西元一三六三至一四二一年) 所建，約有五百多年的歷史。東閣圍因位

處龍躍頭東面，因而得名。圍村建於高台上，使房舍免受水浸的威脅。圍內的布局主要為四排面

向西北的房舍。圍村原有圍牆和護城河環繞，圍牆四角均建有高樓。圍村的門樓於一九五三年

(民國四十二年)重建。門樓內放有四座紅粉石柱及兩塊方形的大麻石，相傳是一間與東閣圍同期

建造的廟宇所遺下的。 

松嶺鄧公祠 
  

位於老圍東面，於十六世紀初為紀念開基祖鄧松嶺公而建，是龍躍頭鄧氏的祖祠。該祠為三進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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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擋中設於中進，後進分三殿，正殿供奉歷代祖先神主，宋二世祖稅院郡馬鄧惟汲及皇姑趙

氏的神位居中，神主有龍頭木雕，與其他祖先神主不同。左殿內供奉對宗族有貢獻或功名顯赫的

先祖。右殿則供奉鄉賢，正中為鄧師孟的神位。鄧師孟原為僕人，十六世紀末，與主人同被賊人

所擄，師孟冒稱為主人的兒子，願留賊船為囚，賊人釋放其主人回家籌集贖金；主人離去後，師

孟即投海自盡，死後被追認為忠僕，入祀鄉賢。建築物的祖龕、斗拱、橫樑、簷板及牆頭均飾有

精緻的木刻、彩塑及壁畫，圖案的題材均寓意吉祥，充分反映了昔日工匠的精湛技藝。松嶺鄧公

祠於一九九七年(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被列為法定古蹟。 

    

天后宮 

位於松嶺鄧公祠與老圍之間，其建築年代難考。該廟於一九一三(民國二年)年及一九八一年(民國

七十年)進行全面維修。廟內正殿供奉天后及其侍神千里眼與順風耳，左殿地上放置古鐘兩口，

其中一口為一六九五年鑄造，乃鄧氏族人為子投契天后許願酬神之物；另一古鐘鑄於一七○○年

(滿清康熙三十九年)，為村內族中子弟出門往省應試，祈求路上平安而酬神之物。天后宮於二○

○二年(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被列為法定古蹟。 

老圍 

位於松嶺鄧公祠西面，為該區鄧氏最早創建的圍村。圍村立於小丘上，四面有圍牆環繞。圍門原

是北向，由於風水理由而改為東向，門甚窄小，以利防守。圍內房舍排列整齊，圍門側有一口水

井，以往為村民的食水來源。老圍於一九九七年一月被列為法定古蹟，及於一九九八及九九年

(民國八十七及八十八年)進行全面修繕。 

 

麻笏圍 

位於老圍西北，是鄧氏族人於滿清乾隆年間 (西元一七三六至一七九五年) 所建。該村四面築有圍

牆環繞，圍門向北，並裝有連環鐵門。門上紅粉石門額刻「鬱蔥」二字，寓意春蔥生長茂盛之地，

可証該圍原稱「鬱蔥圍」。圍內房屋排列整齊，正中主巷盡頭設有神壇。惜部分圍牆已被拆卸。

圍門於一九九四年(民國八十三年)被列為法定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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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廬 

位於崇謙堂東面，為華仁書院的創辦人徐仁壽先生於一九二五(民國十四年)年所建。石廬為兩層

中西合璧的建築，屋前為草坪。建築物雖有殖民地的建築特色，但屋頂卻是中國傳統的金字頂，

以木樑及板條承托，並以瓦片鋪築。石廬的另一特色是屋內的天井及房間的布局，與中華傳統的

民居相似。石廬正面矮牆有一半圓形磚牆，上面有「石廬」字樣的灰塑。現為私人物業，並不對

外開放。 

崇謙堂 

位於龍山之山咀，為巴色會佈道所於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創建，後因信徒增多，遂於一九五

一年(民國四十年)擴建。由於該堂教友多於鄰近聚居，漸成村落，名「崇謙堂村」。村內有古房

舍兩幢，名「乾德樓」，外有矮牆，大門上刻「乾德門」，建於一九一○年(滿清宣統二年)，較

教堂建築年代為早。村後為墳場，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闢置，為教友最後安息的地方。崇謙

堂曾用作幼稚園校舍，及後校舍日漸破落，故教會於一九八三年(民國七十二年)另建新堂。現為

私人物業，並不對外開放。 

擋煞碑石 

村民於村內環境欠佳處，豎立「泰山石敢當」石碑，用以鎮妖邪、擋煞氣。又於交通意外頻生地

方或常發生意外之處，豎立「喃嘸阿彌陀佛」石碑，希望能藉此鎮壓鬼怪，亦以此警惕路人及駕

駛者。 

 

傳訊及教育宣傳科 –  

—— 

（聯合國環境署）國際百萬森林計劃(包括十億樹木行動及地球植林計劃) - 香港區委員會 

(Le comité du projet et du réseau mondial de million d’arbres, la campagne pour un milliard d’arbres, 

le programme de ‘plantons pour la planète’, sous le cadre du Programme des Nations Unies pour 

l’Environnement / PNUE – la division hongkongaise / CIMTPNHK – Committee of International Million 

Trees / Forest Project – Hong Kong Region, with the “Billion Trees Campaign” and the “Plant for the planet” 

Program, under the framework of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 / UNEP); 

暨  香港綠色自然聯盟  

(L’association d’écologie de Hong Kong / HKGNU – Hong Kong Green Nature Union) ; 

暨 國際植林綠化事務環境教育委員會(I CARE)(香港區); 

(暨 La fondation de HIMA – Hong Kong / The HIMA Foundation HK); 

暨  地球植林計劃基金 / La fondation de ‘plantons pour la planète’ – Hong Kong /  

The Plant-for-the-planet Foundation HK  (FPPLPHK-PFTPFHK) 

 

二零零七年(民國九十六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