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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日附近圍村變化不大，只是多了些新丁屋，當
然亦有發展商興建新屋苑。從西鐵元朗站望西北出
閘，即為南邊圍村、蔡屋村、東頭村、英龍圍、大圍
村等傳統圍村。上述各圍村西鄰元朗區重要墟市，那
便是元朗舊墟。於1864年一幅 「廣東圖」中，顯示出
元朗墟（即舊墟、目前元朗大馬路稱新墟）附近尚有
東頭村、西邊圍及大橋村，元朗墟在3村之中。

據清嘉慶廿四年（公元1819年）編《新安縣志》及
民國廿七年建的元朗大樹下天后古廟碑記印證，元朗
市集初創於大橋墩稱圓塱墟。康熙八年（公元 1669
年）錦田鄧文蔚考中進士，當上浙江龍游縣知縣，獲
封地設墟，將原設大橋墩墟市遷到今之東頭村與南邊
圍附近，即元朗舊墟，墟中有油街、長盛街、二帝廟

及大王廟立其地，古老當舖晉源押即設大王廟鄰。晉
源押為鄧族祖業，私人空間向來不開放。早在30年前
筆者與掌故專家魯金及古蹟辦嚴瑞源通過聯繫得內進
參觀，大廳為押奉物件與一般當舖相同，登二樓為儲
物倉，藏品十分豐富，且有槍枝掛在牆上（1996年6
月元朗區議會出版《元朗文物古蹟概覽》一書有圖文
刊出）那當然為護衛而設（長火槍）。

廟宇眾多可證墟旺
與晉源押比鄰的大王廟，古色古香當然仍在運作，

廟中碑記多刻，詳記有關廟發展及捐款名錄，商號有
非本地，而是鄰近境外如寶安、深圳等。離開大王廟
長巷直入即為二帝廟，香火鼎盛，可惜雜物四周堆

滿，把碑刻也掩沒，
即場未能讀碑知歷史
（數十年前市政局出
版三大冊《香港歷史
碑銘》基本收錄全港

歷史碑銘八成碑刻，可
往圖書館查看）。復由
二帝廟東往南邊圍，此
南邊圍在七百多年前由
鄧族建立，據說如與更
多雜姓人同住即更為興
旺，因而今南邊圍基本五姓同居（鄧、龍、葉、區及
杜），後鄧族又把土地賣給戴姓，而姓杜者遷往八
鄉，區姓隱沒。

附近尚有英龍圍、水蕉老圍、大圍等，廟宇當天后
觀音廟、村後大王廟。靜觀這元朗舊墟範圍及附近各
種廟宇多神奉敬情況可想其地曾繁盛一時。目前神誕
亦冷清，新一代無奉神意識，年輕者都外出工作，餘

下老一輩真有心無力，但鄉
里親情尚在，早晚也可見婦
女往廟中敬神，每年一度元
朗天后誕，鄉村亦派出儀仗
隊往助興，而村中國術組仍
然運作，獅龍齊舞是延續傳
統最佳象徵。

早在四五十年前，往元朗南生圍遊玩，從市區乘車到元朗市中心，轉入谷亭街
跨河進入西邊圍，途經些豆腐廠及橫街小巷、洪田村、山貝村即進入錦田河南
岸，乘渡船跨河登陸南生圍。

元朗舊墟及周邊圍村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駿報道：大
澳沙螺灣52年來舉辦 「水陸居民恭祝
洪聖大王寶誕」 活動風雨無阻，8月10
日正誕之日驕陽似火，活動舉辦方
稱，炎熱天氣下舉辦活動好過呼風喚
雨之時，惟擔憂幾十年來陸路交通未
能改善，影響這項傳統活動傳承。今
次慶典活動由8月8日至8月11日一連
4天進行，期間除了上演大戲、還花炮
和迎花炮儀式、醒獅拜把港古廟和天
后宮神靈之外，更通過鄉公所展板照
片向大眾介紹昔日沙螺灣優美地理環
境、田野及泳灘。大會統計整個活動
有近1500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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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舊墟店舖。 舊墟新意。 舊墟地標晉源押。

南生圍山貝河放生者。

元朗舊墟舊店舖。

鄉公所前展板展示舊照片
8月10日，沙螺灣水陸居民恭祝洪聖大王寶誕舉行

正誕活動，彩龍鳳劇團於戲棚開鑼後，有青山同勝堂
花炮會醒獅於把港古廟、天后宮拜神靈，亦有還花炮
儀式，而在沙螺灣鄉公所前展板照片展示，50 年代
初，沙螺灣發現鎢礦，聚人聚財，有見酒樓、豆腐
舖，盛極一時，而60年代該村田野還是一片綠色，70
年代該鄉公所落成時，政府官員乘直升機前來為鄉公
所、游泳場剪綵；惟90年代初期移山填海建機場，該
村原有的自然地貌和景觀消失，一幅幅舊照片只能成
為村民集體回憶。

下午2時，政府部門、離島區議會人士及離島數個
鄉委會主席主禮慶典。洪聖寶誕值理會主席陳運深在
恭祝洪聖大王寶誕之後指出，沙螺灣村幾十年陸路交
通不方便，村民出行遇到很多困難，之前，由洪聖寶
誕值理會會長李志峰一直爭取的陸路交通到現時沒有
落實，陸路交通是沙螺灣村的命脈，如果打不通，有
52年歷史的洪聖寶誕活動不一定可以做到。希望參
加今屆活動的村民全力合作，全力達到這個願望。出
入方便，能夠安居樂業，洪聖寶誕就會越辦越好。

遺憾築路改善交通屢蹉跎
值理會副會長、沙螺灣村代表李秀梅致辭時表示，

現時村務工作是優化沙螺灣，讓多些人士認識沙螺
灣，去年與Eden Project合作成功舉辦 「翱翔」藝動
沙螺灣活動，今年12月份再次與Eden Project合作以
水為主題活動，將製成一條巨龍，其高度達 5 至 6
米。

已卸任大澳鄉委會主席及沙螺灣村代表的李志峰搖
頭嘆氣地講，回歸前後政府應承許多事情都沒有做，
其中，港英時期，應承有一條巴士線通往該村，但現
時連一條交通道路都沒有建成，回歸後再提出修建交
通道路，遭到政府環評及團體反對不獲通過，新機場
後一條南環路與沙螺灣碼頭隔灣相望，他形容，就是
一名跳遠運動員由對岸都能跳到沙螺灣碼頭上，如果
政府規劃由對岸接駁一條路橋到沙螺灣有幾難？

沙螺灣築路之事可謂是蹉跎歲月，4次連任南丫島
北段鄉委會主席陳連偉在出席活動後表示，離島各村
均有通婚、親戚往來，所以，各村有慶典活動都會參
加，而他一直有關注該村交通問題。他指出，該村築
路之事曾有3次機會，第一次是政府要興建新機場，
第二次是政府要興建三跑，第三次是興建港珠澳大
橋，但3次機遇與該村擦肩而去，現時第四次機遇是
大灣區發展，如果這次都錯過，相信今後的村務工作
更加艱難。他不明白政府至今仍沒有為該村交通問題
有一個解決方法，如果交通解決了，該村仍有大片農
田可以建村屋，令鄉村有所發展。

倡議引進「雲軌」新技術
出席活動的離島區議會主席周玉堂亦表示，若採用

高架橋由南環路接駁沙螺灣碼頭，灣內狹窄，大型船
隻無法通過，只有街船可以航行，相信工程技術難度
也不大，而沿該島海岸線興建交通道路，如果引進
新技術，興建 「雲軌」的軌道交通，相信通過環評的
機會高些。離島民政事務處助理專員歐尚旻致辭表
示，現時沙螺灣仍有許多工作要做，政府各個部門一
路同村民保持緊密溝通，聽取村民各個方面的需要，
政府同事都會盡量作出配合，希望沙螺灣建成一個更
加宜居的社區。

沙螺灣洪聖寶誕一連4天進行，期間戲棚上演大戲吸引居民觀賞。 記者 周駿攝

8月10日正誕，政府部門代表、離
島區議會及離島數個鄉委會主席出席
慶典儀式。

青山同勝堂花炮會迎花炮首謝把港古廟神靈。

▲沙螺灣周邊交通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然而沙螺灣村交
通仍未能改善。

◀李秀梅指出，有多條方案興建陸路交通與該村連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