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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旅遊人，卻愛上旅遊：

嘗遊四大洲、五大洋；跨越三大洲，親履南、西、

北三大地極，登南、北阿爾卑詩山冰川，遨遊世界四大

著名河流，窮遊香港大山郊野。

不是文化人，但偏偏愛上文化探索：

深入探求巴比侖、古埃及人類始祖文明，追尋西方

文化源頭，腓尼基廢墟。向本港當局建議將繁體漢字及

廣州廣府話納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接納並正向聯合

國申報世界遺產中。

不是創作人，卻愛寫作：

出版過兩本世界遊書及兩本香港行山書，其中行山

書仍在出售。曾任兩月刊編輯，亦協助某會月刊創辦出

版，現仍在另一旅行月刊任編校委員。曾為多間報館副

刊作者，現仍寫作不輟。

黃
梓
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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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老友在茶樓例敘，不免吹水，由日常生活講到行山，說自己在港生

活幾十年，近期愛上行山，只係行新界鄉村平路，估唔到行上咗癮，

原來鄉村藏咗好多嘢，錦田有吉慶圍，屏山有文物徑，元朗也有清朝街市，

都是鄧氏物業，那娶得皇姑歸卻無福享祿是廈村郡馬。廈村市不止是有上通

廣州、東莞的碼頭市集，其中還有錫降圍、祥降圍及其他歷史性建築，真的

十分豐富，環形的圍村，風光無限，不愧“小蓬瀛”。

其實鄧氏的發展，還有龍躍頭中老圍、新圍及以老見稱的東鎮圍，和鄧公

祠都是歷史悠久的建築物。村外一座西式白色建築物，是香港名校華仁書院的

創始者徐仁壽住所。如今已列歷史性建築。

除鄧氏外，新界還有其他氏族，都擁有他們的族群村落，亦有圍村，其中

文氏、侯氏、廖氏和彭氏，儘管他們來港日子不及鄧氏早，因人數不少，也成

為新界大族，當探遊村落時，向村民請教姓氏，便可略知端倪。當看到他們祠

堂掛上功名牌匾，便知他們子弟在讀書上下過功夫。

行山朋友最感興奮的，當是最近邊界解禁了，從前不能踏足的鄉村和地

方，現在都可放步遊覽，沙頭角、打鼓嶺、羅湖、文錦渡以至落馬洲，大片禁

地，可肆行無阻。當日行行重行行，竟落到深圳河邊，這不是“得月樓”嗎？

舉頭對岸，那不就橫跨河谷的羅湖橋了？當年是邊防禁地，今天可以如此輕鬆

到達，落馬洲不止上到“望鄉亭”，還可落到山下面的落馬洲村去，一探仍十

分活躍開耕活動，和那長滿青苔的祠堂書室。仰望對岸高樓，如在咫尺。

與朋友吹水時，還可以吹吹香港的河流，算算河流的賬：城門河已變成城

市一份子，屯門河已水流汨汨；梧桐河久已聞名，但少有接觸，今天所見，已

脫穎而出，由鄉村丫頭蛻變成青春活潑的城市姑娘，儼如青春少女了。還有一

條曾經行過，但不會辨其名的石上河，以及一條常被大族村落引為“龍山鳳水”

的雙魚河，到底身在何處？我們也曾親身探索過，並追尋孖鯉何在。朋友們也

可跟本書作者一起，去把它們一一弄個明白，理清它們脈絡，那麼，在吹水時

就不會含糊其詞，吞吞吐吐了。開卷到底是有益的。

曾經在西貢西，由海下開始，沿海岸線到榕樹澳、十四鄉，穿古渡頭村到

烏溪沙，再上探梅子林而到大圍，竟然在完成船灣海岸線，上到沙螺洞探花田

時，頓時大悟，人生何必終生受人奴役，必也有所作為，做一件開心愜意快事，

寫本書，種塊花田，或甚麼的，決不能就此碌碌過一生！

黃梓莘 2016年7月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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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者若看到書內地圖上標有 QR Code 的位置，就可以用智能手機

上的 QR Code 閱讀 Apps，讀取條碼後，即可連線至 Google 

Map 內，查看更精確的地圖路線，再配合手機上的 GPS 功能，行走時

就不怕迷路。

Android 手機可在〝Play〞內下載
〝QR Code Reader〞。

執行此 App，會彈出拍攝畫面，
對準書上的 QR Code。

這個〝QR Code Reader〞簡單又
易用，最重要是免費。

只要認出 QR Code，建議各位使
用瀏覽器去執行，就可清晰看到
地圖路徑的線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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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在 此 時 讀 取 路 線 上 的 QR 
Code，路線就顯示在手機地圖上。

假設我們跟書上第六章的〝柏架康
怡有奇徑〞去行，在路上不確認路
向時。

啟動 GPS 後，當前位置會顯示在
地圖上，就不怕迷路啦。

使 用 iPhone 的
朋友，可以嘗試
在〝 App Store 〞
裡 下 載〝 QR 
Code Reader by 
Scan〞或〝Quick 
Scan - QR Code 
Reader〞，兩款都
是免費及簡單好
用的 QR Code 閱
讀 Apps。

要先確認打開智能手機上的 GPS 
功能，位置一般會放在下撥功能選
單內，將當中的〝GPS〞啟動就可。

iPhone 用家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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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4日，打鼓嶺邊界禁區開放了，

關閘從虎地坳一帶後移到蓮麻坑之前，

香園圍之後，從此，我們可以像尖鼻咀一樣，走到鐵網

下而無禁。自沙頭角六村解禁，曾三度探遊；打鼓嶺解

禁，前往亦不止三次，實抱有為了讀者，為求虎子，何

畏虎穴之概。

香園碉堡松園下
知禁邊後撤，隨友探視，初探粗疏，繼自行細遊，

探香園，登白虎，訪松園下，但錯認碉堡，最後三

探而成。可知必須堅持，鍥而不捨。禁邊探遊，於

然迤邐展開。

長度 4.2 公里

景色 ★★★★★

難度 ★★★★★

時間 1 小時

香園圍客家村屋，一列四戶，後排屋建有碉樓

香園圍村古

禁邊古意深

白虎山不高

碉堡如探秘

松園下平易

任君細意遊

去程

上水鐵路站公共小巴總
站59K綠色小巴→香園圍

回程

香園圍59K綠色小巴→上
水鐵路站公共小巴總站

交

通



013

深

圳

河東湖

東

邊境禁區界線

湖
公
園

東風坳

白虎山

香園
圍

缸窰

銅鑼坑

蓮

蓮

麻

坑

路

麻

坑
路

羅 沙 公

下香園

路

羅

羅芳村

路

芳
路

西嶺

蓮塘工業區

蓮塘
變電站

導賞路
線

https://goo.gl/
ZJ1dmC

禁邊期待久　怎能不探遊

打鼓嶺位於新界東北角，故從上水出發；上水站旁

上水廣場有交通總匯，選大巴亦可小巴，兩者所走路線

有殊而終點略異，大巴僅及邊沿，小巴直入村際，為花

同樣車費，得最大效益，便設計出如下的路程。

搭蓮麻坑車　先探下香園

首乘專線小巴直入香園圍村內，若恰巧有蓮麻坑車，

亦可乘搭。在村口風雨亭落車，不打緊，數分鐘步程便

到村了。村內也有另一風雨亭，對正下香園村口，此時

可先入下香園，過坑橋及村口簕竹林，會有兩頭唐犬相

迎。萬氏宗祠兩所貼近村邊，一稱廷業萬公祠，一稱廷

宗萬公祠，兩祠俱以廷字先行，當是兄弟同屬廷字派，

亦以此為開村始祖。

農菜收集站，儼然村群中心

竹園村變工地聞說係新口岸地址

香
園
圍
路
線
圖

RO
UT

E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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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園圍村私人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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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影
香
港
少
有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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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園圍頗大　圍村有碉樓

復出村口轉右入香園圍，村屋型格較有氣派。四戶

一字排開，齊一橫頂屋脊，客家格局；後排緊貼第一排，

較窄及不齊一，巷尾一家，屋頂加建方型碉樓，有大小

監察窗孔，攻防兩用。但格局似只是私人防護，而非作

整條村的守衛用途。至於屋宇裝飾，後排的反而有窗檐

泥飾，前排的欠奉，故感覺簡單。迎接春節，前排都貼

了春聯，春天遊鄉村，就是多了這份熱鬧，多了份讀春

聯的雅致。其一：吉星高照平安宅，富貴常臨積善家；

其二：花開富貴，竹報平安；其三：一室太和添富貴，

滿門春色享榮華；其四：一帆風順平安宅，心想事成幸

福家。此村春聯用語，雖隨俗而不落俗，有自己心思，

值得欣賞。

白虎山矮　碉樓處處

出村，轉往白虎山行。山不高，半途已有警崗碉樓，

再上到停車平台，崖壁上鑲嵌兩組碉眼，很有威勢。但

松園村圍牆內的何氏宗祠

二戰時碉堡遺物堅固足抵禦大砲



015

這是二次大戰遺物，並非麥景陶碉堡。需沿右

級上廿餘級，毋需直上登頂，而是轉右循級到

盡頭，便見一個鐵網圍着碉堡，屋頂有圓型天

線，牆身青綠；只可外觀。欄外有另組炮眼，

反而增加戰時設備的真實度。

坪洋陳姓來深圳　蓮麻松園何處來

落白虎山，路口有小巴從蓮麻坑出，要搭

需配合時間，約一小時一班。我們放步沿車路

遠山白帶，非雲非霧 搾蔗絞輪，高塘、糖坊村名都與絞搾
蔗糖有關

松園下內精緻私人花園

過香園圍，邊行邊觀望沿途景物，大片空地是

竹園舊址，房屋盡拆，正在興建新口岸。鐵網

外是深圳河，房屋是羅芳村，都是簇新樓房。

松園下在馬路較低處。坪洋陳姓松園下村是從

深圳松園下來港，今此松園下乃何姓，來自何

方，未及問訊。村中圍有祠堂，兼作公所用。

村貌開揚，村屋散置新舊交替，富有者且建精

緻花園，石山流溪、錦鯉蓮池。貧者仍守泥牆

破屋。這類泥屋城市人罕見，當視為稀品。村

口候小巴或再行往坪洋路口大巴站。

白虎山側麥景陶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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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鼓嶺邊防後撤，曾到過香園圍、白虎山、松園下，

餘情未了，繼續追尋。本擬同樣於坪洋總站作起

點，沿鐵網走木湖，又擔心太近文錦渡禁邊，不知能否

進入，誰知上了59K小巴，誤打誤撞落車處竟是木湖。

禁邊圍村見《武魁》
禁區邊沿村落，從蓮麻坑一直延伸到文錦渡，而至

落馬洲，就分段式把它遍遊，絕不放過。這是旅行

家精神。

木湖禁邊村

錯車送到門

週田村杜氏

皇帝賜武魁

門拱窗檐裝泥塑

李屋書室有彥文

長度 4.8 公里

景色 ★★★★★

難度 ★★★★★

時間 1.7 小時

瓦窯村後，深圳河邊水泥廠設施

去程

上水鐵路站公共小巴總
站59K綠色小巴→新屋嶺

回程

李屋村 52K綠色小巴→
粉嶺鐵路站

交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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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原

      河
邊境
禁區
界線

 
 

 
 

 

東風坳

文錦渡

新屋嶺

坪洋

坪輋

木湖
鳳凰湖 塘坊

水口
打鼓嶺

石澳

缸瓦甫

坪

輋

路

蓮

文
錦

渡
路

麻

坑

路

坪

原

路

羅
羅芳村

老鼠嶺

瓦窰

新秀路

芳

路

文錦
邊檢站

新興大廈

蓮麻坑路

蓮
麻
坑
路

週
田
村

李
屋

導賞路
線

https://goo.
gl/4XrwoH

木湖瓦窰　無心之得

四周林樹，馬路舉目無人，望向林中小徑，雖然是

木湖而未見村屋，因而不敢進入。前行得瓦窰，即地圖

所指木湖瓦窰，這不就是想去而又恐怕太近禁邊而不能

去的地方嗎？於是內心釋然，安心前探。瓦窰村有窰址，

因犬群而止。續行不遠，大型工地有巨桶出現，更見有

管道伸向深圳河對岸，知是建築工料的一種節省運輸方

法，連貨車也省卻。深圳房屋就在河邊，伸手可及。

深圳河管道飛架　通貨運如此這般

沿深圳河邊前行，公路橋橫跨支流河口，橋下架了

多條巨型管道，河水匯入深圳主河去。河邊開始設置圍

欄鐵網，是從蓮麻坑一路延伸到這裏為止。馬路寬闊好

行，亦無車。續行，右邊有路接來，路口喜見“週田村、

老鼠嶺”、鳳凰湖路牌，正是要追尋的目標物。

輸送管飛架，橫跨深圳河到對岸

週田村很古，從簷飾牆飾可見一斑

新
屋
嶺
路
線
圖

RO
UT

E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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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氏出武魁　圍村好對聯

於是捨正路，“沿之行，忘路之遠近”，又有一路口，

路牌只書“週田村”，於是又捨路而入。過一大樹，土地

公以“神人共樂”相迎。週田村分杜、蕭、楊三姓，蕭氏

宗祠旁有“杜氏週田村”圍村門樓，聯書：“週年雨順風

調化生萬物，田野花明柳媚點綴三春”，安於田畝，融入

自然，少見的鄉村聯對。入圍，一軸中分，排成八列。

盡處有週田學校，貌甚古拙。更喜見圍樓內掛御賜“武魁”

牌匾一方，這功名比美狀元之難能可貴。荒村中竟出高

材生，得皇上恩賜，令人大感意外。

週田同老鼠　田鼠共一源

以“老鼠嶺”一名詢之村中父老，答以兩名實即同一

地方，村外有樹（山）形如老鼠，並指村前一樹即是，云

云。望樹形實亦頗像老鼠，但樹齡非老，而村應甚古，

似不相稱，難以成立。

鳳凰湖村新　新屋不忘舊

村後小路過田野，進入鳳凰湖，村屋多新型，但仍

不忘舊有文化，有拆下舊日窗檐泥塑，整套移置門樓頂

上，獨特型格仿如凱旋門，可保留舊有文化而另有風格。

簇新村公所立於村中，門聯上書：鳳凰來儀，祥雲瑞氣。

脫俗，但不偶，有點可惜。

週田杜氏圍村門樓，門前有古井

門樓內高掛“武魁”功名牌匾，不要小看偏遠
小鄉缺文化

圍內有學校，功名由此出，很有特色的週田學校—何不納古蹟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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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屋村仔細　陋巷有“彥文”

李屋即在附近，當往探之。經過一佛偈牆

進入，是遊樂場，正施工中。村貌普通，其中

最堪注目的，是一間窄窄門樓，上書“彥文堂”

的黝黑房子。應是舊時教授村中子弟的書室，

村雖細，不忘子弟學業，可見父老輩對子弟期

盼之殷。

關閘成古蹟　惡狗守糖村

李屋後接坪輋路，關閘在附近，已後移，

卻仍然收窄馬路單線行車。馬路對面即糖坊

村，擬入但狗惡，後改入簡頭村，連祠堂也不

加姓氏。文錦渡路就在街頭，菜站旁可候小巴

往粉嶺。

鳳凰湖有好辦法，把美好文化遺產放門樓上

坪輋路上關閘今已廢，遺址仍保留

簡頭村與塘坊相望，塘坊意指昔日產蔗糖之地

李
屋村
雖細，有“彥文堂”私

塾

，
古
雅
而
的
式
可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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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段 中 段 後 段

INF
O

一
道圍牆，一道鐵絲網，足以使兩地人變得咫尺天

涯。東西德、南北韓、國內和香港，幸而我們界

線已越縮越窄了。“禁區”已變得越加接近邊界。曾在歐

洲旅行，當他們步入歐盟一體化時，真羨慕和佩服他們，

進出邊境如返家鄉，國門如家門，出入不獨無禁，連海

關也撤銷了！

馬草壟解封初探
路況不明，兼屬禁地，這種忐忑心情，不言而喻。

但都在抱有“必探”心理下，一一破解，這種快樂，

隱藏了一份成功感，這份心情，惟抱有求探精神的

讀者能理解。

長度 1.2 公里

景色 ★★★★★

難度 ★★★★★

時間 20 分鐘

羅
湖

梧
 

桐
 

河
 

 

大石磨
（排峰嶺）

排頭路

馬草壟

料壆

雙孖鯉魚

菴邊鷓鴣坑

福德公

石馬

上
鄉

路

快

景

路

料
壆

路

 

村上區旗飄揚

深入村路

心情忐忑

摸索前行

見步行步

成功全探

其喜可知

去程

上水鐵路站公共小巴總
站特別班 51K綠色小巴
→料壆村及馬草壟　

回程

料壆村特別班 51K綠色
小巴→上水鐵路站公共
小巴總站

交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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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湖

梧
 

桐
 

河
 

 

大石磨
（排峰嶺）

排頭路

馬草壟

料壆

雙孖鯉魚

菴邊鷓鴣坑

福德公

石馬

上
鄉

路

快

景

路

料
壆

路

 

導賞路
線

https://goo.gl/
eNNx7L

沙頭六鄉解禁　打鼓禁村後移

自沙頭角六村解禁，打鼓嶺禁邊也向後推

移，我們直迫香園圍、白虎山，馬草壟到底如

何？記得很多年前，高山遠足，從山上順着山

勢摸入了一次，那次非常幸運，沒遇上軍警，

也只是匆匆地驚鴻一瞥，談不上印象。

本意屬河上　喜得意外緣

今回因訪河上鄉，從古洞大街見到有小巴

掛馬草壟牌出入小道，知道有點瞄頭，可能會

有所獲也說不定。從地圖知馬草壟稍過另有料

壆村，其鄰為舊村與信義新村，本擬從山路步

行入村，再乘小巴出，但恐地理不明，還是不

要冒這險了。先乘車入，再步行而返吧！
馬草壟信義新村石碑

馬
草
壟
路
線
圖

RO
UT

E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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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何所求？富
貴

有
平
安

人間難得　善意友情

上水小巴總站站長，善意而樂意地指示某

行的51K便是，小巴路牌都是河上鄉，原來本

都走河上鄉的，現在抽調一兩部走馬草壟線，

再間中加走料壆，故亦有料壆牌。各位現在大

體上可以理解，何謂喜出望外了。因為曾經

思量在馬草壟落車後，怎樣可以再向前推進，

貼近料壆，再而接近羅湖邊界，直至禁止通行

為止。現在司機已有正面答案，從馬草壟可上

山沿車站過去料壆，也可落到海邊沿軍用車路

走，後者平路，但遠些而易行。

初探馬草壟　輕掠料壆圍

於是除馬草壟外，決定加遊料壆。小巴從

上水車站開出，轉兩個彎，轉入寶石湖路，一

路直行，到古洞區，從河上鄉路口入，不到一

里，糖坊路口左入，便是馬草壟路，兩旁都有

房屋，但不是密集式排列，小巴上不時有人叫

站落車，卻無上車客。亞婆訴說現在種菜很難

生長，長不大。為甚麼？因為空氣唔好，菜蔬

種了很易枯死。

曠野一大片，菜地只幾畦 山村屋雖細，山下公園綠

紅欄畔草綠，黃沙厭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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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　農作歉收

一位姓馮村民從上水朋友，要了百來株毛

瓜苗回來種，話題就是由此引開，他也是說不

是愁沒地種，卻愁它長不大，原因就是空氣不

好。想不到今天社會空氣污染問題，最貼身感

受到的，原來是“目不識丁”的鄉下人家。跟

着馮伯說，現今菜貴，不是農民贃多了，是收

成不好才是根本原因。最後馮伯也落了車，到

總站時剩下我倆，司機說等會再開到料壆去。

他建議我們在這行過去也可以，風景不錯的。

岸南田隴　岸北高樓

於是落車向下行，村間小屋，田間瓜樹，

渠道縱橫，海岸對方高樓密集，如松如杉，幾

疑對岸就是香港，甚至香港哪有這般多樣化的

標緻的樓房呢？它們把香港比下來了。邊行邊

看，滿意地結果馬草壟初探之行。

樓高倒影深

層樓高聳雲深處，笑看今朝我勝誰克服困難，就是勝利：村屋勵志聯語

樹岸紅欄逐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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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段 中 段 後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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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事之難能便覺珍貴，鑽石之被人珍視，非只在於它

的質地堅硬，更在於它的罕有。如南方人不易見

落雪，便以見鵝毛雪紛飛為奇遇；日出日落為正常，便

以午夜太陽、滿天極光為異事。香港人儘管你大山踏遍，

但鐵絲網下的禁區，你便千萬不能越雷池半步。能踏禁

邊便是大事。

料壆羅湖先得月
勇闖禁地，得探羅湖“得月樓警崗”，近窺羅湖橋，

沿梧桐河漫步，甚喜，有如南非人在山泥中踢着一

顆不細的含鑽寶石。

長度 4.6 公里

景色 ★★★★★

難度 ★★★★★

時間 1.5 小時

羅
湖

 
 

梧 
桐 

河

大石磨

鳳崗山

排頭路

馬草壟

河上鄉

料壆

大沙落 雙孖鯉魚

羅湖

菴邊

鳳崗

福德公

石馬

沙嶺

河
上

鄉

路

快
景
路

料 壆 路

羅  湖  道

馬
 會

 道

虎
地 坳

道

羅湖口岸

莫道村邊界，家家雪白新

料壆村不俗

環境頗優美

近窺羅湖橋

隔岸橋相接

河岸管成堆

東江水來處

去程

上水鐵路站公共小巴總
站特別班 51K綠色小巴
→馬草壟信義新村　

回程

羅湖懲教所輔助服務
51K綠色小巴→上水鐵
路站公共小巴總站

交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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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湖

 
 

梧 
桐 

河
大石磨

鳳崗山

排頭路

馬草壟

河上鄉

料壆

大沙落 雙孖鯉魚

羅湖

菴邊

鳳崗

福德公

石馬

沙嶺

河
上

鄉
路

快
景
路

料 壆 路

羅  湖  道

馬
 會

 道

虎
地 坳

道

羅湖口岸

導賞路
線

https://goo.gl/
mmy9UJ

山上綑鐵籠　步步應小心

因此本港旅行，曾是最使人困擾的，也就是這些禁

區，它會在不知不覺間誤闖，誤觸法紀而不自覺，有些

邊界鄉郊，也是旅行人仕所嚮往，卻奈何在禁邊內外，

望而興嘆。連從虎地坳，穿越大水管、過火車橋洞底，

然後上走石上河橋入河上鄉，卻會遭到迎面而來的邊界

巡邏隊查問：知否此乃禁區？其實河上鄉何來是禁區

呢？亦惟有唯唯諾諾而退。

羅湖應得月　料壆不近河

好了，今天已全然鬆綁，可以直迫邊界而去，自然

是一種大解放，心情輕鬆，我們已試遊過馬草壟這禁邊

小村，也掠過料壆。不妨先搭小巴到料壆細遊，再續前

緣吧！

“大王爺”神社，社壇有型格

村口指示牌：何妨坐車來

料
壆
路
線
圖

RO
UT

E

S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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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月樓村路　有雙孖鯉魚

料壆村後上接馬路，接到大路口，上有一個路牌，別致地有架模型私家車放在路牌頂，很易

認，左方是從馬草壟來，右方路向河上鄉去。

先接觸到路邊一戶人家，答以“得月樓村”。啊？得月樓非大廈而是地方名稱，應該是先有

得月樓。因名字有詩意而為人熟悉，也流行起來，後來樓毀了，人們繼續用它作為地方名，便成

了“得月樓村”。這戶人家的下方，應可通出去有“雙孖鯉魚”的。

這雙孖鯉魚是否會與雙魚河有關，值得我們加以追尋，以前不可能，現在解禁，應該多放點

時間去查看。

橋通但限制，紅樓深圳關

羅湖深圳河邊，得月樓警崗 羅湖橋，一橋飛架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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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月樓頭因近水　雙孖鯉
魚有何由

稍過有另外人家，門口大書“得

月樓村10-15號”，接近了；一個平

台上出現了一座現代化樓房，門牌上

寫着“得月樓警崗”。正擬舉機拍照，

內裏冒出一位警伯，笑意滿容顏，

問過容許拍照，然後與警伯搭訕並

探路，知是可以沿河岸直去，第一

處人家便當是那任食的羅太豆腐舖。

禁區非禁地　壁壘已模糊

這是長久以來被視為邊境重地

的禁區了。到底是怎麼個樣的？左

方應就是界外地，是國內的範圍，

一座有皇宮氣派的大樓，土黃色外

牆，橙紅色綑邊，很有生氣，香港

方面的是平凡的西式玻璃樓宇，相

比下有點灰暗陰沉感覺。中間有一

度有蓋的長長大鋼橋，這該是著名

的羅湖橋了，從前傅奇與石慧被港

英政府遞解出境，就在這橋上靜坐

抗爭一段不短的日子。

禁區禁進入　我從裏面出

警崗面前也有一道橋通往對岸

的，要禁區紙才可進入，梧桐河成

了另一道屏障。沿梧桐河右岸行，

一個凹位處，讓管道在頭頂上過。

上岸後大字標明500米前面是禁區，

嚴禁進入。今我卻從裏面出來，該

如何計算？是否很有趣。

鋼架鐵橋，扛起水管，讓東江水飛越梧桐河進入香港

木棉守護梧桐河

邊界羅太豆腐花，
單

車
客
恩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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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段 中 段 後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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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料壆到落馬洲，是禁邊行程的最後一段，它曾使我

忐忑不安，充滿疑慮，也充滿期盼和渴求。今天，

終於抱着破釜沉舟決心，也慶幸圓滿完成。

落馬洲客少車稀
落馬洲，人知有瞭望台，是供西方遊客來港時，登

台瞭望中國，現今內地開放已久，邊界亦可從料壆

邊線直趨落馬洲，完成邊界禁區遊。瞭望亭變“望

鄉亭”了。

長度 5.6 公里

景色 ★★★★★

難度 ★★★★★

時間 1.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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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亭立於料壆村中心

料壆馮姓

福德村神

禁邊外城鎮

大城格局成

落馬洲村細仍在

家祠書塾破猶存

交

通

去程

上水鐵路站公共小巴總
站特別班 51K綠色小巴
→料壆村　

回程

潘屋村75綠色小巴→元
朗鐵路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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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
UKViDQ

小巴兩程站　正好合要求

取料壆起步，希望使行程多些變化，若嫌過長可從

馬草壟起步。兩者都從上水廣場小巴總站，搭上51K綠

巴，這線小巴是馬草壟與料壆連結的，有時是先到馬草

壟（上回就是），稍停而後過料壆，有時是先到料壆再回

走馬草壟。卻正正巧合我的要求。

廣場路四通　福德宮主廟

料壆是在山坡的那邊，爬坡後一直落斜入村，廣場

開揚，旁有風雨亭，上書“料壆村”。廣場位處四路交結

點，直路入村屋，左路村屋後是田園，右路大馬路，上

接主路來往羅湖得月樓出河上鄉，另一路就是通馬草壟

的來路。落車後沿馬路上行，係繞村而築，過一輝煌雅

“福垂馮氏”，福德宮當是料壆村神

沿途清靜

落
馬
洲
路
線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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