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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打鼓嶺木湖 19 號村屋  

文物價值評估報告  

 

打鼓嶺木湖 19 號村屋建於一九二零年代，是村內少數尚存的

傳統民居。該村屋反映昔日村民自給自足的傳統生活方式。  

 

木湖是新界北部打鼓嶺的一條圍村。木湖最早見於一八一九

年嘉慶版的《新安縣誌》，當時稱為木湖圍，但其歷史可追溯至明

朝（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正德年間（一五零六至一五二一年）。

當時杜氏由江西省南遷至此地，並在此定居；清初因「遷界令」

而被迫向內陸遷移，直至復界為止。除杜氏外，黃氏及任氏後來

亦相繼到村內定居。  

 

一如其他位於香港北部的村落，木湖經常受到來自北面居民

的威脅。木湖在清代聯同附近的村落結成聯盟（鄉約），稱為打鼓

嶺六約 1，以作共同防禦 2。木湖村的布局亦反映出保安的考量：木

湖村呈正方形，四排面向西南的房屋之間以小巷分隔，而在最外

圍的村屋變相成為圍牆以保護村內的房屋。  

 

大部分木湖村民務農維生，包括過去住在木湖村 19 號的家

庭。根據現有的土地記錄，該地段是由杜家代代相傳，而 19 號村

屋由屋主的父親興建，父親去世後由他繼承。  

 

木湖 19 號村屋屬單廊屋 3，入屋便見到天井，兩側有磚砌的爐

灶，屋中間為廳，睡房及閣樓位於廳後方。屋主於一九四零年代

末起在此處居住，年幼時經常隨母親在田間耕作，種植蘿蔔、玉

米、甘蔗、白菜和毛瓜等；除自用外，也會把收成賣到市場以幫

補生計。為幫助母親準備飯菜，屋主會走到附近的山頭收集柴薪

和打水回家。他憶述在爐灶旁飼養了雞，過節時，母親會在家摏

米做清明仔、糉子等。時至今日，摏米的工具仍可見於廳中。  

 

一九五一年，基於保安理由及打擊非法入境和走私，港英政

府在中港邊境設立邊境禁區。由於禁區範圍涵蓋木湖 4，因此當地

歷史價值  

                                                 
1 打鼓嶺六約包括以下村落：坪洋、禾徑山、瓦窰下、上山雞乙、下山雞乙、

簡頭圍、李屋、大埔田、鳳凰湖、老鼠嶺（現稱為週田）、得月樓、松園下、

竹園、坪輋、塘坊、瓦窰、新屋嶺、羅湖及香園圍。  

 
2 木湖亦設有自衛隊定時巡邏。以往，香港警方容許自衛隊持槍巡邏。該區

自衛隊的巡邏服務持續至一九七零年代。  

 
3  單廊屋由一房一天井組成。見蕭國健，《居有其所：香港傳統建築與風俗》

（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4），頁  50。  

 
4 第三階段邊境禁區範圍縮減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實施後，這項安排便告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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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出入時須出示有效的通行證。這項規定帶來種種不便，導致

很多木湖居民在一九六零年代相繼移居英國、荷蘭等地，又或搬

到市區，屋主也是其中之一。  

 

木湖 19 號村屋屬清代單廊屋。它以青磚建成，由板瓦、筒瓦

鋪砌的傳統金字屋頂以木屋頂結構支撐，兩端築有山牆。  

 

村屋的室內布局大致保持完整。廚房位於廳前的天井，兩側

均有磚砌爐灶及煙囱，東南角落是洗澡的地方。廳與後方的睡房

及閣樓以木板分隔。廳設有 L 形層板，以供奉祖先的神位和收納

雜物。  

 

正立面（西南立面）和西北立面飾有精美的灰塑和壁畫。正

門門檐裝飾尤其豐富，飾以壁畫題字及帶有吉祥寓意的灰塑。這

些吉祥圖案包括花卉、水果和農作物，例如代表兒孫滿堂的石榴、

茨菰（慈菇）和玉米，以及象徵長壽的桃子。  

 

沿著西南立面的牆飾帶及西北立面的山牆飾帶上有其他灰塑

和壁畫，大多飾有花卉圖案和植物，包括象徵多子多孫的蓮花和

蓮蓬。  

 

建築價值  

村屋的建築構件和外部的精細裝飾大多保持原貌。除了一九

五零年代在廚房西北方後加一座爐灶和煙囪外，並無其他大型改

動。惟屋內一些木構部分，例如廳上方的檁條鬆脫、閣樓的木樓

板狀況欠佳。   

 

木湖 19 號村屋是清代單廊屋，既是現今木湖為數不多的傳統

建築，亦是新界村屋的典型例子。  

 

保 持 原 貌

程 度 及 罕

有程度  

由於村屋一直只用作居住用途，加上由一九五一年至二零一

六年，木湖被納入中、港邊境禁區範圍，因此對本地社區來說，

村屋的社會價值相對較低。  

 

社 會 價 值

和 地 區 價

值  

 村屋與鄰近其他舊建築，即木湖村天后廟（三級歷史建築）和

木湖圍圍門（三級歷史建築）具組合價值。這些建築物共同反映

村民的傳統日常生活和民間信仰，以及昔日強調防禦和保安的鄉

村布局。  

 

組合價值  

 

                                                                                                                                                             
束，木湖自此不再屬於邊境禁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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