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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打鼓嶺鳳凰湖 24 及 25 號村屋  
文物價值評估報告  

 
打鼓嶺鳳凰湖 24 及 25 號村屋相信約建於一九二零年代。

鳳凰湖可見於一六八八年康熙版的《新安縣志》；雖然鳳凰湖在

一八一九年嘉慶版的《新安縣志》被形容為客家村，但該村當

時有本地及客家居民。 1  現時，鳳凰湖仍是打鼓嶺六約成員之

一，六約由打鼓嶺的本地及客家村落於十九世紀末共同成立。 2 
 
易氏 (本地人 ) 3 最先定居鳳凰湖，其後楊氏 (本地人 )及吳氏

(客家人 )遷入。清初，易氏第十一世祖易光倫祖由廣東省鶴山遷

居至元朗大棠白沙村， 4 但大棠的土地及資源不足以養活全村

村民，易氏部分族人遂遷居鳳凰湖，以種植稻米、甘蔗及蔬菜

為生。二零二二年，在香港的易氏族人中，最年輕的是第二十

三傳的成員。  
 
24 號現位於丈量約份第 82 約補租地段，第 T13 號 B 分段

的第 4 小分段之 C 分段的土地上。一九一零年三月二十二日的

集體政府租契是補租地段第 T13 號現存最早的官方記錄，該地

段於一九一二年後細分為 A 至 G 分段。補租地段第 T13 號在這

份集體政府租契被記錄為「廢置土地」。 5 
 
25 號現位於登記為丈量約份第 82 約鳳凰湖地段，第 15 號

B 分段的土地上。一九零五年三月二十七日的集體政府租契是

鳳凰湖地段第 15 號現存最早的官方記錄，該地段於一九三三年

細分為 A 和 B 分段。鳳凰湖地段第 15 號在這份集體政府租契

被記錄為「屋宇地段」。 6 
 

歷史價值  

                                                 
1 遷海令在 清初一 六六二 至 一六六九 年間實 施。遷 海令 廢除後，由於遷 移已造 成大 量傷亡，

而且 長 期 荒廢 的 田 地已 變 得 十分 貧 瘠 ，導 致 無 法耕 作 ， 返回 原 居 地的 人 不 多。 清 朝 在一

六八四年 (即 康熙二 十三年 )鼓勵廣東、福建 及江西 省的 村民移居 香港。那些在 遷海 令廢除

前已定居 香港的 氏族被 視為 原居民 (本地 人 )，而那些 後 來才定居 香港的 則稱為「客 籍人」

(客家 人 )。  
 
2 打鼓 嶺 六 約由 多 個 村落 組 成 ，包 括 鳳 凰湖 、 老 鼠嶺 、 坪 洋、 簡 頭 圍、 上 山 雞乙 、 下 山雞

乙、李屋村、週田、得月樓、香園圍、木湖、大 埔田、竹園、新屋 嶺、羅 湖、瓦窰 下、禾

徑山、坪 輋、塘 坊、瓦 窰及 松園下。  
 
3 根據土地 記錄， 姓氏「 易」 的英文拼 法為 “Yik ”或 “Yick ”。  
 
4 易氏 (本地人 )在清 初由鶴 山 移居元朗 白沙村，部分 族人 其後遷居 鳳凰湖。楊氏 (本 地 人 )先

從惠州移 居深圳 ，之後 由深 圳移居沙 頭角鎖 羅盆， 部分 族人其後 在道光 年間 (1 8 2 1  -  1 8 5 0
年 )由 鎖羅盆 遷居鳳 凰湖。 吳氏 (客家人 )，在 十九世 紀 末由沙頭 角沙欄 下遷居 鳳凰 湖。  

 
5 土地註冊 處有關 丈量約 份第 8 2 號補租地段第 T1 3 號的 集體政府 契約。  
 
6 土地註冊 處有關 丈量約 份第 8 2 號鳳凰湖地段 的集體 政府 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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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鳳凰湖易氏父老所述，祖父輩於十九世紀末在美國從事

洗衣店工作，村屋是由他們匯款回家興建的。由於沒有任何官

方記錄證實 24 及 25 號村屋建造歷史，因此無法確定它們的確

實建造年份。一九二四年的高空照已可看到 25 號，但仍未見到

24 號；但一九四五年的高空照就看到 24 號已經存在。易氏父

老在二零二二年的訪問中表示相信 24 號約建於一九二零年代。 
 
易氏兒子輩在一九六零年代移居英國，以尋找更好的機會，

孫兒輩則於一九七零年代跟隨。易氏在清明節回村祭祖時，會

在村屋暫住約一星期，重陽節時也是暫住一星期。 7  這樣在村

屋短暫居住的情況持續了幾十年，直至大約二零一八年為止。  
 
這兩間村屋是由以丁、順磚築砌的清水磚牆建造，牆體支

撐着由木椽、木桁樑及屋瓦築砌的金字瓦頂。 8   
 
    24 號原為兩個單位，其後合併。正門保留了花崗石門框、

趟櫳、雙扇木門，以及在地上及門楣上的花崗石條 (分別配以正

方形和圓形槽孔 )。兩個單位的女兒牆和簷篷仍保留飾有花卉、

水果和雀鳥等圖案的灰塑。不過，西面的入口已用青磚封上及

加建玻璃窗戶；此外，分別設於側立面及背立面的兩個及四個

窗戶，均已用水泥改建。上層兩個窗戶仍保留以灰塑裝飾的簷

篷，但窗戶已被擴大。  
 
    至於 24 號的內部佈局，前進設爐灶和浴室，進深是客廳，

最後是睡房及閣樓。前進蓋有水泥平頂，客廳及睡房則以金字

瓦頂鋪蓋。屋頂之間的高度不一，因此可加設窗戶，作自然採

光和通風。根據實地視察，前進建有水泥平頂部份相信是後來

加建的。  
 

24 號是由兩個單位合併而成，因此對建築曾作改動。兩個

單位的前進之間的間牆打開了通道；東面單位 (即與 25 號相連

的單位 )的爐灶與浴室被移除，只保留了西面單位的爐灶與浴

室。雖然兩個單位皆設有閣樓，但只有東面單位的內部整體佈

局保持不變，即由前進、客廳和睡房組成；9 但西端單位只有前

進和睡房。  

建築價值  

                                                 
7 根據 易 氏 父老 所 述 ，祖 先 訂 立的 其 中 一條 祖 訓 就是 不 得 在香 港 興 建祠 堂 。 因為 他 們 希望

後代 會 回 到鶴 山 ， 在祖 先 的 墓前 拜 祭 ，同 時 跟 其他 易 氏族人 見 面 ，從 而 維 持易 氏 宗 族的

凝聚力和 團結。  
 
8 鄉中父老 表示青 磚和屋 瓦都 是在內地 製造的 。    
 
9 在東端單位的 客廳可 以見 到用來去 除穀粒 外殼的 花崗 石板和腳 踏碓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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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號只有一個單位。根據實地視察，蓋有水泥平頂的前進

是加建的。正立面上方的水泥平頂由短牆和簷篷圍住，飾以花

卉、水果和雀鳥等灰塑。正門門口曾作改動，已移除花崗石門

框、趟櫳、木門、花崗石地台和頂磚 (分別配以正方形和圓形槽

孔 )。地下層於正立面和背立面各設一窗戶，被水泥改建的痕跡

仍然可見。  
 
    25 號內部佈局是前進設有爐灶與浴室，進深為客廳，最後

是睡房和閣樓。客廳設有神龕，前進鋪以水泥平頂；客廳及睡

房則築有金字瓦頂。屋頂之間的高度不一，因此可加設窗戶，

作自然採光和通風。  
 

    鳳凰湖於一九五一至二零一二年間屬邊境禁區，限制公眾

出入。不過，24 號和 25 號作為易氏私人住宅，對該村村民而言

具有一定的社會價值。  
   

社會價值和  
地區價值  

    鳳凰湖 24 號和 25 號與村內其他已評級的歷史建築，包括

35 號至 37 號村屋、吳氏宗祠及楊氏宗祠 (全為三級歷史建築 )，
形成組合價值。  

 

組合價值  
 
 

    這兩間村屋見證了易氏早年移居鳳凰湖的歷史，以及該村

的歷史發展，因此具有一定的文物建築價值。它們亦是新界傳

統村屋的典型例子，青磚、門、趟櫳、簷篷的灰塑和瓦頂仍然

保存。雖然前進有被加建，但村屋大致保留了原來外貌。  
 

文物建築價

值、保持原貌

程度及罕有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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