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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專欄

疫情期間遊人紛至沓來
該座瓦位於林村鄉大菴村。大菴村是張姓客家

村。據村內張氏宗祠重修碑誌載，張氏祖先在明末
清初（1647 年）從廣東的五華搬到大帽山，至 17
世紀選址現時大菴村建基立業。記者在該村原居民
張振邦帶領下訪瓦。入村後，走至村尾，經過一
些廢屋後很快就找到。經過時日洗禮，瓦門口已
破爛不少，形成一個大洞，洞邊更堆積黃泥，這情
況在內亦一樣，泥土掩蓋大部分地面，未被掩蓋
的部分，可發現有一定深度。頂為圓拱形，有圓
孔口，據知用途為通風冷卻，牆身中間部位分布幾
個洞，應是入燃料位。在瓦外邊有一條已被開出
來的小山路，可走到瓦頂部，從圓孔口俯瞰內
情況。

張振邦是已成立6年的林村文物搶救隊的隊長，
關注鄉內歷史文物情況。他說，在疫情爆發前，大
菴村瓦沒人探訪，連村民也不會去，因為洞口都
淹沒在草叢中，但後來即大約1、2月期間，茂密草

叢被行山人士清理，自此愈來愈多人到來，
3、4月份是高峰期，周六日每天有近百人。

最先為張廷昌祖燒瓦用
據他翻查的資料，這座瓦由張廷昌祖所

建造，建於19世紀的60年代，距今最少150
年，大約在1910年左右停止運作。 「張廷昌共
有8個兒子，有一兩個兒子在馬來西亞賺到錢，
回到鄉下大菴村買田地起屋，起屋要用瓦，所以
因地制宜（村中河邊有造瓦黏土），索性做個瓦
，自己燒瓦自己用，瓦亦有紀念父親之意
義。」瓦最先為張廷昌祖8戶人燒瓦用，燒多了
的，分給其他村民，也有小部分賣到附近龍丫排
村、大菴山村和坪朗村。瓦亦有燒製少量青磚。
現時村中仍見到瓦的 「產品」； 4間並列歷史逾
百年的村屋，便是用上瓦的瓦做頂，它們是昔年
由美國回來的村民建造，每間屋頂都是17坑，顯示
財力十足，比標準的11坑，屋子大得多。

張振邦說，瓦燒製的瓦有需求，因為除了初期
建造原因，起好的屋每隔數年要執換瓦頂，以防漏
水。不過運作了數十年後停止。張指，大菴村地方
不大，後人繁衍增多後也要搬往大埔，相信因此最
終不再燒瓦。上世紀初仍是農耕年代，瓦頓成為

儲物所，主要
放置肥料。今年60多歲的張說，自
己小時候幫家裏看牛種田，趁空隙時與其他小朋友
到瓦一帶捉迷藏。

村民計劃豎告示牌呼籲
今年20多歲的大菴村居民代表張育文亦說，小時

候有到瓦捉迷藏，那時草沒那麼多，而其時不知
道那座建築物原來是瓦，直到它成為網紅後。他
指，疫症高峰期時，多了很多行山客、單車客入村

訪瓦，而瓦接近民居，事後
亦發現在一些村路有垃圾如口
罩遺留，有村民曾對此表示不
滿。他說，對瓦開放參觀持
開放態度，但要好好保護，計
劃在村內設簡單的瓦方向指

示牌，在入口附近豎立告示牌，
講述瓦歷史，並呼籲遊人要愛護

文物及環境。
另外，與瓦相距不足10分鐘步程的

六德書室，也受到遊人關注。張振邦說，
六德堂是由六名屬兄弟關係的祖先成立，以維

繫族人，張廷昌便是六德堂其中一名兄弟的後人。
六德堂子孫注重教育，於19世紀末興建六德書室。
書室不是附設於祠堂或祖堂，而是獨立的兩層建築
物，風格是歐陸式，上層用來教學，下層是廚房及
宿舍，供遠道而來的師生留宿。張說，這書室是林
村鄉內最大的，師資優良，聘用縣城即深圳南頭的
先生來教，當年吸引遠至大埔、大美督的有錢子弟
來讀書。1950年林村公立學校創立後，書室不久就
關閉。70年代曾辦了幾年幼稚園。書室落成百多年
來從無進行大型維修，現在已變得殘破，有村民希
望它會重修，重現昔日光彩。

濠涌車公廟原供奉有車公之三代人，到了明崇禎
年間，沙田大圍一帶出現瘟疫，在當時缺乏醫療幫
助下，村民便特別請濠涌之車公到大圍坐鎮，結果
濠涌父老只答應把車元帥之孫之神牌請到大圍，瘟
疫果然消退，因此大圍村民便在此建廟，成為今日
香港四大廟宇之一。

求得下下籤後沙士出現
車公雖是抗疫之神，但近年已變成改運的象徵，

希望轉風車以運轉乾坤。
沙田車公廟原來只有一個小廟，在1994年建成現

代化仿古的大廟。沙田車公廟的位置是由獅子山獅
子頭的餘脈伸展下來，其龍脊首先到望夫石成一個
錘形武器，再層層下殿到世界花園，然後到車公廟
之後山結穴，此山煞氣極大結穴為廟則極旺，所以
沙田之孫廟比祖廟香火更盛。

沙田車公廟最出名的是每年大年初二，由官員或
鄉紳為香港來年問卜，其中2003年由當年身為基督

徒的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問卜，結果得到一支下
下籤，本港嘩然，而接沙士出現，人心惶惶。但
在當年沙田車公廟正在大修，而在其旁也有個地鐵
地盤，大圍站為配合馬鐵在動土。

惡煞當前，當年三煞在西，而地鐵站工地正位於
車公廟之西方，三煞之方位，而廟神也不穩，所以
當年有沙士之應。

2019年，西貢濠涌之車公廟側，西貢公路要把兩
線公路擴建至四線的工程，其中在濠涌河上要再建
一條新橋。開工不久，便有一架汽車高速失事，衝
向車公廟，把廟牆毀壞，直至相傳埋石馬的鐵紅爐
前才停下來。擴建的工程部分是要把原來豬山的一

角鏟平，也就是動工傷及廟之龍脈。

今年建橋毀山即現疫情
2020年，飛星二黑到南，三煞同臨，建橋毀山之

工程，正在車公廟之正南，香港便出現新冠肺炎病
例。

古人立廟，是有保境安民之意，車公為除疫之
神，其廟受附近工程惡煞同臨，動了土煞，神力也
減弱，地方便出現各種麻煩。

2019年黃大仙廟內有工程進行，而當年附近出現
多次暴亂，甚至影響至廟內，2014年9月颱風海鷗吹
襲香港，鴨洲的洪聖古廟，廟前有一支鎮境之龍
柱被吹倒，當年9月便發生非法佔中事件。

上述幾次之驗兆，似乎與兩間車公廟受而引發
兩次疫情有關係，信乎？

蔣匡文博士畢業於香港大
學，是執業註冊建築師，香
港政府認可人士及中國一級
建築師。少年時對中國古建
築文化產生興趣，拜術數大
師王亭之為師，為其首徒。
對中國文化掌故有所研究，

常運用於其建築創作之中，著作甚豐，現為月刊
專欄作家及網台節目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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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下談車公（下）

蠔涌車公廟側的西貢公路2019年進行擴闊工程，莊匡文
指廟宇受附近工程影響，神力也減弱。圖為2019年5月情
況。箭咀所指為車公廟。 路政署圖片

沙田車公廟是孫廟，比蠔涌的祖廟
香火更鼎盛。 資料圖片

瓦內部外望，構圖獨特，難怪近日成為打卡勝
地。 張育文提供圖片

張育文（前右一）3月中與村民視察瓦。他說，暑假前會豎立告示
牌，講述瓦歷史，並呼籲遊人要愛護文物及環境。

瓦入口比人還高，頂被草叢佔據。

張振邦頭頂的圓孔口，據知用途為通風冷卻。
記者 鄭玉君攝

【香港商報訊】記者鄭玉君報
道：大埔林村鄉一座逾150年歷史的
瓦，近日成為 「網紅」 ，不少人
到此一遊並打卡。 原本瓦被草叢
遮掩，現在卻中門大開，村民憂會
受到破壞，計劃在入口附近豎立告
示牌，簡介瓦歷史，籲遊人要小
心愛護歷史建築物及周遭環境。

六德書室已變得殘破六德書室已變得殘破，，有村民希望重修有村民希望重修。。

大菴村150年瓦成網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