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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屎天花未獲古蹟辦評級
新圍村代表、西頭廟司理鄧佑明表示，祖先（錦

田九世祖鄧洪贄和鄧洪惠堂兄弟）自錦田搬往廈村
後，分別在東頭里（今東頭村）及西頭里（今祥降
圍）開基立業，後來兩地都建有供奉楊侯的廟宇，
分稱東頭廟及西頭廟。東頭廟楊侯宮於1988年列為
法定古蹟，資料指它相傳有200多年歷史。鄧佑明指
西頭廟何時興建未可考，料應與東頭廟有相若歷
史。不過，西頭廟並未有任何評級，他指曾向古物
古蹟辦事處提出評級七八次，每次都加些新資料，
但核心回覆指廟宇重修時，天花用上現代物料石
屎，因此未能評級。

西頭廟未能評級無損它在村民心目中的地位，它
是祭祀及進行傳統活動的中心，村民娶妻、滿月會
來拜神，點燈及吃燈菜都在廟進行。不過，它自
1961年以來就沒維修過，經一甲子歲月洗禮，廟已
變得殘舊，出現屋頂漏水、雕花霉爛、神像損毀等
問題。西頭廟復修工程顧問鄧志華說，十年一次的
打醮是大慶典，會有其他村落人士拜訪，若見到廟
破舊，是失禮之事，亦反映子孫未能做好本分。鄧
佑明說，西頭廟名下用來收租的物業不多，儲下十
多年的租金用來維修古廟，花費款項都頗鉅大。

優質物料翻新冀長久保存
原來耗費多與用料及手工有莫大關係。鄧志華指

出，以前的翻新及修葺，好多物件都未能保存耐些，
會變色、褪色甚至毀爛，村代表都希望這次復修有些
突破，令維修物件可以長久保存。他本身從事物業維
修保養三十多年，十多年前開始在其他村落做祠堂及
廟宇維修，因此物色到符合要求的志富建築公司復修
西頭廟。志富建築已是第二次為廈村做古建築修葺，
第一次是維新堂（新圍書室）。其骨幹維修師傅張海
歡說，這次修葺西頭廟的物料非常好，泥及顏料都是
從內地運來的特殊材料，憑經驗配方，令復修物件更

為牢固，耐變色，可保存數十年。
記者於去年 1 月農曆新年期間，曾到西頭廟吃燈

菜，相較一年前，現在西頭廟已漂亮很多，簷口及
屋頂已維修好，頂鋪金瓦，屋脊浮雕重現，還新加
雙龍戲珠。走入廟內看一看，神樓變得鮮艷，供奉
神祀包括主神楊侯、土地公及護法原本有不同程度
的損毀，現在都變得完好，更煥發光彩，背後的壁
畫亦重現。

雲板及龍舟頭兩古物重現
廟內兩件古物也 「復活」了。一件是雲板，之前

已鏽蝕，不知其色，幸好不是全蝕，還有些紋路，
經全新打磨起鏽，做防鏽層，再參考歷史古蹟及古
籍，復修後的雲板是黑底金色，有日月文字，敲打
時鐘聲清亮。另一件古物是木造龍舟頭，殘舊至只
剩下形狀，完全褪色。鄧志華說幾百年前廟附近是
河流，所以有扒龍舟傳統。而留下之物龍頭，他去
過長洲及其他有扒龍舟之地搜集資料，回來跟復修
師傅商討，形成今天面貌。廟內的天花、橫樑、木
器、壁畫等，將是第二期復修內容。

1月18日上午11時，西頭廟舉行進伙慶典，出席
嘉賓無不讚賞古廟漂亮，頻頻在廟前留影。數十名
新圍父老先在廟前合影，跟新圍 5 名村代表、嘉
賓、父老陸續當天上香。之後鄧佑明進廟向眾神祀
上香。瑞獸麒麟參拜後，村代表與嘉賓們進行切燒
豬儀式，大家齊齊分享美味燒豬慶祝古廟進伙。

【香港商報訊】特約記者梁美儀報道：日本和台
灣的山屋為登山者熟悉，原來香港也有山屋，而香
港的山屋又與日台有何分別呢？鞍山探索館推出全
新的山屋服務，除了為登山者提供基本設備和補給
外，還讓登山者認識馬鞍山村（礦村）的獨特鄉郊
文化和參與山徑保育等。另外，鞍山探索館獲發展
局的歷史維修資助，用了五百多萬元為三座歷史建
築完成修復，增強保育的硬件。

馬鞍山村路信義會恩光堂自八年前自資活化成鞍
山探索館後，保育工作獲社會肯定。雖然近幾年經
歷疫情、蘇拉風災、山火和水災等考驗，但仍在困
境中不斷求新，未來以發展山屋為主題的服務。今
年1月13日，在鞍山探索館舉行了感恩祭和山屋啟

動禮，昔日礦村學校師生、業界友好及合作夥伴逾
百人參與，場面溫馨。致辭及主持山屋啟動禮的嘉
賓有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總幹事陳麗群、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監督楊有志牧師、基督教香港信
義會社會服務執行委員會主席郭耿明、立法會議員
狄志遠、發展局文物保育專員蔣志豪、沙田民政事
務助理專員曾荔怡。大會並頒紀念品予昔日在信義
學校任教的三位老師馬彪鴻、裘渝珠和陳寶玲，感
謝他們對教育的貢獻。

讓登山者親手復修走過的山徑
鞍山探索館館長陳子恒介紹，山屋的構思是因幾

年疫情探索館服務暫停，有空間再思考如何配合現

有的服務做得更好。香港很多度
假營宿位百多個以上，而探索館
宿位只有二十多個，針對這小型
住宿特點，希望參與者能比住海
外的山屋有更多的體驗。鞍山探
索館最高紀錄，日有近500人參
觀，許多都是行山新手。現在將
山屋和保育結合，希望成為香港
首個推動這概念的機構。

山屋不但為登山者提供休息設
施、實用的登山資訊和介紹周邊
地區的自然生態，還讓登山者認
識馬鞍山鐵礦業歷史，參與自然
保育活動，如淨山或山徑維修。
山徑維修因山火問題之前曾與漁
護署合作，現在探索館已將硬件配套提升，所以將
山徑維修融入山屋活動中，目的是讓登山者親手復
修自己行過的山徑，從而認識一條山徑的步道是如
何造出來，如何保護山徑，令山徑可持續發展，延
續當年教會維繫人感情的功能。

提供爐具器材可於營外煮食
陳子恒表示，山屋的床鋪是榻榻米，稱大通鋪，

床位接近，地板下面可存放物件。不論團體包房或
公眾團，男女都要分房睡。細房容納五人，大房可
容納15人，若團體太少人難以安排，只能參加公眾
團，公眾團日期是由山屋決定，而團體包房任何時

候都可以申請。營房外鋪有綠色的假草皮供參加者
休息。費用暫未公布，兩日一夜形式，包括炊煮工
具等，於教堂對出的石屎地煮食。參加者須自備晚
餐及翌日早餐食材。而山屋另一服務露營已於上月
推出，費用250元包括露營用品和爐具器材。參加
者須自備個人照明工具及早晚餐食材。

鞍山探索館是2015年1月開幕，當年首期工程用
了390萬元，去年第二期工程獲發展局的歷史維修
資助，用500多萬元修復了教堂、信義學校及幼稚
園的屋頂。而營內另外兩座建築物（昔日女教師宿
舍及曾用作救濟品儲存室後改為牧師宿舍）的活化
工程，計劃日後再申請坊間的保育基金。

廈村西頭廟煥然一新迎打醮
廈村鄉十年一屆太平清醮將於今年11

月舉行，為迎接這喜慶日子，位處廈村新
圍的楊侯古廟（俗稱西頭廟）進行為期半
年的復修，早前竣工及已舉行進伙慶典。
古廟復修後外貌煥然一新，廟內神像重現
莊嚴光彩。據悉是次維修花費不菲，但仍
然未完全徹底維修，只做了第一期，因廟
方儲備並不太足夠，有村民知悉情況後已
自動捐款，以應付打醮後的第二期工程。

香港商報記者 鄭玉君

鞍山探索館結合山屋與保育

父老們廟前留影，屋頂可見新簇簇，還有屋脊新加雙龍戲珠裝飾。 記者 鄭玉君攝

神樓及神像復現光彩，村民誠心上香。去年農曆年間，廟仍未修葺，屋頂呈現殘舊模樣，屋脊浮雕亦隱沒。
廈村鄉鄉事委員會主席鄧善恒（右六）、西頭廟司理鄧佑明（右七）

與元朗區議員及政府部門代表等齊切燒豬。

龍頭除回復樣
貌，也用特殊物
料新造雙角。

復修後的雲板古風味濃。
廈村西頭廟位置示意圖

1月13日舉行山屋啟動禮。

山屋旁邊鋪有假草皮和營幕供參加者休息。
陳子恒稱將山屋和保育結合，希望探索館成為香港

首個推動這概念的機構。 特約記者 梁美儀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