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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錯過的郊野美學
          ──荔枝窩考察

撰文：胡艷（中文碩士課程）

5月20日，我和同學一起參加了學系舉辦的

「荔枝窩自然環境與人文景觀考察團」活動。

上午，在林學忠老師和錢華老師的帶領下，大

家一同來到了馬料水新碼頭，乘船前往目的

地。荔枝窩位於香港新界東北面，她的客家村

復修計劃榮獲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而其海

岸線一帶則屬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

公園。在船上，我們感受著海風的吹拂，透過

窗戶遠眺整個馬鞍山沿岸及烏溪沙的美景。大

概航行了一小時後，船隻在海上稍作停留，原

來是讓大家欣賞佇立於海岸邊的鬼手岩。

半個小時後，我們便抵達荔枝窩碼頭。「

暖窩」牌坊的後面就是荔枝窩村範圍，再向前

步行幾分鐘，我們到達了村裡的大廣場。廣場

上有三個建築座落於一排。最右邊的是慶春約

小瀛學校，另兩個相連的建築是協天宮與鶴山

寺，分別供奉關帝和觀音菩薩，獲評為三級歷

史建築。我們沒有急於進村參觀，而是先去欣

賞村外的海岸線美景──古老的銀葉樹和像巨

蟒般匍匐土地的白花魚藤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返回村前的大廣場，全體師生在協天宮前

合影留念後，便一起參觀了小瀛故事館，感受

村民「半農半讀」的校園生活。荔枝窩故事館

內則陳列了慶春約七村村民的口述歷史和慷慨

捐贈的文物，展覽內容包括傳統醫術、生活作

息、婚嫁習俗和客家歌曲四方面。朝東門村口

方向邁進，我們到達荔枝窩文化館，參觀了耕

作農具和客家婦女的傳統服飾。

隨後，我們從山間小路直上，經過一排

又一排的村屋，便到了村後那片栽種過百種

植物的風水林，看到了傳說中三棵著名的古

樹：分別是「通心樹」、「秋楓與榕樹」和「

五指樟」。走了一段時間，我們來到了一個路

口，便拐右往分水凹方向走。經過珠門田的路

牌後，山路開始陡峭，好不容易走了約一個小

時的古道，終於到達行程最高點──分水凹。

這是整個行程最辛苦的路，特別是在豔陽高

照下，不少同學的衣服早已濕透。分水凹是

個分岔口，向左拐上斜往烏蛟騰，直行下坡則

後，便到了海邊。由荔枝窩起計，我們走了大

約兩個小時才來到谷埔。離開谷埔，沿海濱村

路左拐逕往鳳坑村去，途上可飽覽沙頭角海的

風光，更能遠眺對面深圳的高樓大廈。我們走

了約半個小時便到了鳳坑村。然後據山徑拾級

而上，過了一個小山崗下山，沿海再走，便是

雞谷樹下村了。從村路走出去一會，終於到了

鹿頸──旅程的終點。

相信此行大家都有滿滿的收穫。曲慎捷同

學特別分享說自己在香港已有不少行山經驗，

但這條由荔枝窩前往鹿頸村的自然徑，卻有著

獨特的魅力：古老的客家村落、風水林，撲面

而來的蛛網，自有劉克襄所說的「一公尺水泥

小徑郊野美學」──四分之三的香港正是我等

學生容易錯過之處，考察活動亦因此彌足珍

貴！

隔海看深圳

是我們的行程途經點谷埔村。由

於這段路是下坡，林老師建議我

們採取側身橫行下斜，以免膝蓋

受傷。好不容易到了谷埔老圍公

廁，才踏上了平路。左拐進村，

左邊是零星錯落的村屋，右邊則

是一大片蘆葦田。經過啟才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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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協天宮前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