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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西貢鹹田  
文物價值評估報告  

 
鹹田是西貢東部面向大浪灣的五條村之一。另外四條村是

大圍 (即現時土地記錄上的「大浪」)、林屋圍、張屋圍及大灣。

當地居民統稱這五條村為大浪村。  「大浪村」一名並沒有記載

在一六八八年版的《新安縣志》，但在一八一九年版的《新安縣

志》則記載大浪屬「官富司管屬村庄」。  
 
鹹田是單姓村落，當地人稱它為「溫家村」。 1 根據鹹田溫

氏父老所述，他們的祖先約於十八世紀初，從中國北部山西省

太原移居蠔涌大藍湖。溫氏兄弟的長兄留在蠔涌，二弟及年紀

最輕的幼弟則分別遷往大埔仔及鹹田灣。溫連英是鹹田溫氏的

開基祖，曾有一石碑記載了他的墳墓在清嘉慶二年 (一七九七

年 )重修。二零二二年，鹹田溫氏族人最年輕的是第八傳。 2 因
此，相信鹹田約建立於十八世紀中期。  

 
鹹田村民與大浪村民以往曾信奉天后，相信在大浪南部曾

建有天后廟 3，但該廟在區內大部分村民轉奉天主教後遭廢置。
4 

 
天主教在鹹田的影響不及在大浪般強，只有部分鹹田村村

民是天主教徒。信徒在聖家小堂參加彌撒，小堂位於大浪，一

八六七年建成。一八七九年，小堂的信眾有 162 人。 5 一九三

一年，大浪堂區成立。一九三二年，大浪的聖家小堂被現時位

於大浪 18E 號的小堂取代，小堂在一九五四年易名為聖母無原

罪小堂 (序號 688) ，可容納達四百人，是當時西貢最大的小堂。

鹹田的天主教徒也是該小堂的教友。 6  

歷史價值  

                                                 
1 大浪村民的姓氏主要為湛、黎、陳、張、戴及魏，至於其他四條鄉村均是單一姓氏。根據

年長一輩所述，鹹田又名溫家村，大灣又名李屋。大灣在一九三零年代由李氏建立，李

氏曾居於林屋圍。  
 
2 古物古蹟辦事處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與鹹田溫先生進行的口述歷史訪問。溫先生

生於鹹田，是天主教徒。在二零二二年，他年約七十歲，屬鹹田溫氏的第七代。  
 
3 據說該廟坐落於名為廟角頭或廟亞山的地方。  
 
4 天主教在西貢的傳教活動可追溯至一八六零年代。村民當時希望教會幫助他們應對挑戰，

因此較易接受新的宗教。此外，傳教士亦充當村民與政府之間的溝通橋樑。一八六六年

年初，西貢墟設立傳教站，共 1 9 名村民在該處受洗。一八六九年，約有 3 5 0 名天主教徒，

分布於西貢 1 2 條村，當中包括大浪、鹽田仔、赤徑、黃毛應及白沙澳。麥漢楷、梁錦松，

《西貢堂區百週年紀念 特 刊》 (香港 :西貢聖心堂百 週年紀念籌備委員會， 1 9 8 1 年 )，      
頁 8  –  1 1。  

 
5 一八九二年，大浪在新界被英國管治前，已成為新安縣其中一個主要的天主教社群。另

外三大天主教社群在鹽田仔、赤徑及深涌。  
 

6 古物古蹟辦事處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與鹹田溫氏進行的口述歷史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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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彌撒，在日佔時期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 )前，神父聘

請了一名老師，在小堂教授中國語文、數學和中國歷史。日佔

時期，日軍進駐西貢墟，同時，東江縱隊港九獨立大隊也在西

貢山區，包括黃毛應、赤徑及大浪，建立大隊常駐地。7 根據歷

史檔案，「大浪」男村民戴來和「大浪灣」男村民溫容嬌為游擊

隊成員，並犧牲了性命。如上文所述，戴氏和溫氏分別是大浪

和鹹田的村民。  
 
一九五零年代，聖母無原罪小堂的信眾人數增至大約五百

人。 8 一九五八年，教會在大浪 18D 號興建了一所可容納約一

百名學生的小學校舍，命名為育英學校 (序號 N401)。學校聘請

全職老師兩名，教授中國語文、數學及中國歷史等科目，另有

兼職老師一名，每逢星期三教授英國語文。全職老師在校內居

住，兼職老師則居於赤徑。鹹田的學童在學校上課。 9 
 
昔日，鹹田村民主要依靠務農為生計，還飼養豬、牛和雞

等禽畜。一九五零年代，該區已有街渡服務，但碼頭在一九六

二年被颱風溫黛嚴重破壞後，服務便停止。時至今日，村民仍

需步行兩個小時到北潭凹，那處是接最近北潭路。 10 
 
一九六零年代，鹹田有不少村民移居英國謀生。到了一九

七零年代，全村農地幾乎已荒廢。很多建築物亦已廢置多年，

當中包括相信約建於一九六零年代後以毛石、泥或水泥建造簡

陋的新建及輔助建築物及構築物  (序號 N422)。 11   
 
鹹田村屋大多向西而建。它們以泥磚、青磚及毛石建成，

牆壁表面抹灰，屬傳統民居。金字瓦頂以木桁樑及木椽承托。

根據實地考察及口述歷史訪問，鹹田的村屋大致上可以分為三

個類別： (i)廚房及澡間設在正門入口處的村屋； (ii)築有通常用

作廚房的附屬建築物的村屋，；以及 (iii)由兩至三個門號組合的

建築價值  

                                                 
7 大浪一帶有很多居民加入了游擊隊或協助游擊隊。舉例來說，有些村民携帶炸藥，並把

有關日軍的消息送交赤徑的游擊隊；有些村民則為藏匿在山上的游擊隊運送食物及信件。

游擊隊遷往附近的一個石洞前，曾在大浪的小堂逗留了數天。  
 

8 Yuen Chi-wai, Follow in the Missionary Footsteps: The Evolution of the Catholic Mission in Sai Kung, 1841 – 2000，
頁 1 0 8。  

 
9 古物古蹟辦事處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和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分別與大浪的村

代表和鹹田父老進行的口述歷史訪問。  
 
10 村民須先步行一個半小時到達赤徑，然後再由該處步行 3 0 分鐘到北潭凹。古蹟辦於二零

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與鹹田父老進行的口述歷史訪問。  
 
11 這組建築物及構築物包括位於 1 號及 2 4 號村屋、近 2 4 號的豬舍、牛舍和雞舍，以及位

於 2 9 號的發電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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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屋。 5 及 6 號 (序號 N416)和 9 號 (序號 N418)是類別 (i)的典型

例子； 7 及 8 號 (序號 N417)， 10、 11 及 12 號 (序號 N419)，以

及 14 及 15 號 (序號 N420)則是類別 (ii)的好例子。至於類別 (iii)，
16 及 17 號 (序號 N421)是村內這類建築樣式的典型例子。上述

村屋，相信約建於一九二零年代前，但 10、 11 及 12 號則建於

一九六零年代。這組房屋由溫氏興建，據溫氏後人憶述，颱風

吹毁他們原來居住的 2 至 4 號村屋，他們以仍可重用的舊磚及

木材，在現址興建 10、 11 及 12 號村屋，它們是現時村內唯一

一排在屋頂飾有女兒牆的村屋。  
  

除了具文物建築價值外，鹹田與鄰近的大浪被大浪灣和麥

理浩徑第二段的怡人景色所環抱。它們均深受歷史學者、古蹟

愛好者、遠足人士、沙灘愛好者及攝影師歡迎。  
 

社會價值和  

地區價值  

鹹田村內的建築物互相構成組合價值，而該村亦與鄰近的

大浪構成組合價值。整條村落記載了天主教在西貢的傳教事業、

該村的歷史發展、昔日的鄉村生活，以及日佔時期在西貢的游

擊隊活動。  
 

組合價值  

  鹹田內的建築物既具文物建築價值，亦有值得保存的組合

價值。整條村落印證了鄉村發展、天主教在西貢的傳教活動，

昔日鄉村生活，以及日佔時期的游擊隊活動。建築物外觀亦未

見或會破壞原貌的重大改建。在西貢東部面向大浪灣的五條村

落中，鹹田是僅存的兩條鄉村之一 (另一為大浪 )。該村的歷史氛

圍亦保留至今。  

罕有程度、文

物建築價值及

保持原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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