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議行程一: 

「山旮旯」隱世之旅：探索沙頭角禁區、荔枝窩和梅子林 

 

行程 

第一天 

1. 探索沙頭角禁區 

 

聆聽這一帶鮮為人知的故事，到訪中英街、新樓街等有趣的景點，以及全港最長的碼頭沙頭角公眾碼

頭，欣賞得天獨厚的海岸景色。在禁區內品嚐不同美味以及客家午餐。 

 

2. 梅子林 

到訪香港其中一條最美的村落——梅子林，欣賞村中的美麗壁畫，以及到訪《緣路山旮旯》中男女主角

的電影場景。 

 

 

3. 荔枝窩 

走進超過三百年歷史的荔枝窩，欣賞 200多間村屋巧妙的排列，感受鄉村魅力及寧靜的生活環境。在荔

枝窩客家生活體驗村度過一個遠離煩囂、放鬆心靈的晚上，並親身體驗村民的熱情及人情味。 

 

 

第二天 

1. 茶粿工作坊 

 

參加茶粿工作坊，體驗客家生活文化及傳統。 

 

2. 遊覽蛤塘 

 

到訪另一條怡人的村落——蛤塘，品嚐香噴噴的客家美食。 

 

 

   
 

相片由電影《緣路山旮旯》提供 



   

建議行程二: 

沙頭角一日遊「沙頭角．抗戰紀念館．沙頭角農莊．鏡蓉書屋」 

 

行程 

1. 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 

 

紀念碑是為紀念於 1941年至 1945年日佔時期保衛香港、對抗日軍侵略而犧牲的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港

九獨立大隊成員，以及烏蛟騰村村民而建。 

 

2. 沙頭角抗戰紀念館 

 

石涌凹羅氏大屋為羅奕輝於 1930年興建，是抗日時期游擊隊進入香港後的落腳點及港九大隊的活動基

地，見證了香港的抗戰歷程。除提供戰略位置外，羅家在抗日期間也作出很大貢獻，曾有 11位家族成員

參與港九大隊的抗日游擊活動，擔任各隊隊長、交通站長、醫院院長、情報員等不同範疇的工作。現時

大屋已改建為「香港沙頭角抗戰紀念館」。館內的常設展覽涵蓋東江縱隊與港九大隊的抗戰歷史，以及

展示羅家抗日事跡的「香港抗日一家人」展覽。 

3. 沙頭角農莊午餐 

農莊坐落於塘肚村，鄰近沙頭角墟，是集餐飲、有機種植、優質魚養殖、動物培育、生態環境保育旅遊

及自然生態教育於一身的農莊。 

4. 鏡蓉書屋 

位於沙頭角上禾坑客家村的鏡蓉書屋，由沙頭角區大族——李族於清朝時期興建。建校初期為只供村內

李氏族裔子弟就讀的私塾。後來經過擴建及重修，逐漸演變成現時的古蹟建築。大門上的「鏡蓉書屋」

由學者李培元題寫，意指祝願學子名列前茅。當年一般只在祠堂裡授課，但鏡蓉書屋在興建時已用作書

室用途，屬香港罕有的例子，可見當時客家人對下一代教育的重視。鏡蓉書屋後來改名為「鏡蓉小

學」，直至 1986年完成歷史任務，正式停校。該建築於 1991 年被列為法定古蹟。 

 

              



建議行程三: 

沙頭角、松嶺鄧公祠、鏡蓉書屋一天遊 

 

行程 

1. 沙頭角碼頭  

 

沙頭角碼頭是全港最長的碼頭，全長 280公尺，初建於 1960年代，後於 2004 年重建。由於沙頭角海濱

一帶水淺，船隻難以停泊，因此碼頭須延伸至深水位置。碼頭牆壁上有沙頭角小學生繪製的壁畫，描繪

沙頭角的人文歷史。碼頭盡處的「天涯海角」配上純白燈塔，別有一番風情。 

 

2. 沙頭角之角 

沙頭角最東之角豎立着一塊標示經緯度的舊式路牌，前方還有刻上「日出沙頭，月懸海角」的石碑。相

傳這是源自一位清朝大臣來到廣東沿岸視察，看見這裡風光如畫，便題下此詩句，「沙頭角」因而得

名。在這裡，你可以盡覽沙頭角海灣的天然海岸線。當你靜下心神，就會發現耳邊傳來陣陣海浪聲，蓋

過途人的喧鬧，時間彷彿停止流動，永遠凝在詩人被美景感動的一刻。 

3. 鏡蓉書屋 

位於沙頭角上禾坑客家村的鏡蓉書屋，由沙頭角區大族——李族於清朝時期興建。建校初期為只供村內

李氏族裔子弟就讀的私塾。後來經過擴建及重修，逐漸演變成現時的古蹟建築。大門上的「鏡蓉書屋」

由學者李培元題寫，意指祝願學子名列前茅。當年一般只在祠堂裡授課，但鏡蓉書屋在興建時已用作書

室用途，屬香港罕有的例子，可見當時客家人對下一代教育的重視。鏡蓉書屋後來改名為「鏡蓉小

學」，直至 1986年完成歷史任務，正式停校。該建築於 1991 年被列為法定古蹟。 

4. 松嶺鄧公祠 

松嶺鄧公祠位於老圍與祠堂之間，是龍躍頭鄧氏的祖祠，亦是粉嶺區內規模最大、歷史最悠久的祠堂。

祠堂建成後曾多番修建，但原貌改變不大。公祠於 1990 年開始大規模重修，1992年竣工，1993年舉行

隆重的開光典禮，於 1997 年正式列為法定古蹟。 

 

   

  



建議行程四: 

東江縱隊轄下港九大隊歷史回顧遊 

行程 

第一天 

1. 沙頭角抗戰紀念館 

 

石涌凹羅氏大屋為羅奕輝於 1930年興建，是抗日時期游擊隊進入香港後的落腳點及港九大隊的活動基

地，見證了香港的抗戰歷程。除提供戰略位置外，羅家在抗日期間也作出很大貢獻，曾有 11位家族成員

參與港九大隊的抗日游擊活動，擔任各隊隊長、交通站長、醫院院長、情報員等不同範疇的工作。現時

大屋已改建為「香港沙頭角抗戰紀念館」。館內的常設展覽涵蓋東江縱隊與港九大隊的抗戰歷史，以及

展示羅家抗日事跡的「香港抗日一家人」展覽。 

 

2. 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 

 

紀念碑是為紀念於 1941年至 1945年日佔時期保衛香港、對抗日軍侵略而犧牲的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港

九獨立大隊成員，以及烏蛟騰村村民而建。 

 

3. 香港回歸塔 

 

香港回歸紀念塔所在地為當年英軍登陸新界之處。紀念塔高 32.4米，登頂四望，公園和吐露港的美景盡

收眼底。 

第二天 

1. 企嶺下 

 

企嶺下擁有多樣化的棲息地，包括有紅樹林、泥灘、沙灘、溪流和天然水道。其中，該處的紅樹林於

1994年劃為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2. 黃毛應玫瑰小堂 

 

玫瑰小堂在 1940年於黃毛應落成。1942年 2月 3日，其時正處於第二次中日戰爭時期，由中國共產黨領

導的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於玫瑰小堂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