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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元朗公庵禪師寺
Kung Um Temple, Yuen Long, N.T.N187

公庵禪師寺正立面
Front elevation of Kung Um Temple

公庵禪師寺內部
Interior of Kung Um Temple



 
新界元朗公庵禪師寺  
文物價值評估報告  

 
公庵禪師寺（下稱「該寺」）位於元朗近白沙村的一座山坡上，

俯瞰十八鄉，是專為供奉當地民間神祇禪師（原是佛教僧侶的尊

稱）而設的。該寺由山下村華封堂和欖口村忠勝堂共同擁有，這兩

村的村民大多姓張，象徵了兩村村民之間根深蒂固的連繫，並反映

他們共同的宗教信仰。  
 
禪師源自當地的民間故事。據說清中葉時，有村民在山上的石

洞發現居於附近的張姓樵夫，雖然他已死去一段時間，然而其屍身

卻沒有腐爛。村民相信該樵夫獲神明庇佑而成為神仙，於是開始供

奉他。  
 
公庵禪師寺的確實興建年分已不可考。然而，根據土地記錄，

其位處的地段分別由山下村和欖口村的村民於一九一九年和一九

二九年在拍賣中購得，相信該寺約建於一九二零年代。根據寺內石

刻，張九陽道長於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九年間打理該寺，其間進行了

一系列工程，改善通往該寺的山路，並擴充該寺以容納日增的參拜

善信。這些工程包括於一九二六年建造會仙橋，以及於一九三零年

完成在該寺兩旁興建附屬建築物。該等工程得以進行，有賴各捐助

者慷慨支持，當中包括何東爵士和元朗舊墟的晉源押。一九五零年

代，該寺再獲元朗社區人士捐款，進行了另一次翻新工程。  
 
多年來，該寺一直是山下村和欖口村村民重要的祈福及聚會

場所。村民把禪師視作守護神，並於每年農曆七月廿一日到寺內慶

祝禪師誕。此外，為慶祝村內男丁誕生，山下村的村民在農曆正月

到寺內舉行點燈儀式。此外，該寺也以祈雨靈驗而聞名。據記錄，

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九年和一九六三年在此進行過求雨的法事後，

旱情得以紓緩。  
 

歷史價值  

該寺是單開間的青磚建築，建於高台上，呈長方形，後立面有

一凸出部分，鋼筋混凝土建造的金字屋頂以牆壁和柱子支撐。入口

麻石門框上的石額刻有「禪師寺」三字，石額之上有一綴有飾線和

放射圖案的山形牆。進入該寺後，便可看見位處正中央的神壇。右

側有一段台階連接該寺後立面的凸出部分，這裏原本是一塊巨石

下的洞窟，據說村民最初就是在這裡供奉禪師。當該寺建成時，這

部分保留作壁龕，供奉一尊細小的禪師塑像。  
 
 

建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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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寺的建築風格是新界鄉村常見的青磚民居建築。儘管經數

度翻新，該寺的原有布局及設計仍保留下來。除了正立面的山形牆

外，整座建築物的裝飾不多。然而，其起源及專為供奉單一民間神

祇增添了其獨特性。  
 

保持原貌

程度及罕

有程度  

該寺在擴建和翻新工程所獲得的慷慨捐款，以及持續舉行的

祈福活動皆證明它與當地社區的緊密聯繫。它不僅體現社區的宗

教信仰，其所位處的山崗及附近的公路都命名為公庵山及公庵路 1，

亦反映出其地區價值。  
 

社會價值

和地區價

值  

該寺及附近的會仙橋（三級歷史建築）多年來一直服務當地社

區，見證該處的宗教活動，具有重大組合價值。山下村內的張氏宗

祠（法定古蹟）、欖口村的神廳和仁壽堂（均為三級歷史建築）與

該寺也有組合價值，因為它們都能夠反映出兩條村的傳統習俗。  
 

組合價值  

 
  

                                                 
1  公庵路的命名在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刊憲。見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香港政府憲報》第 2215 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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