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升村落形象: 復修荔枝窩牌樓 

及拓展週邊公共空間 

 
 

 

 
 
  



 
 

荔枝窩的東、西門牌樓及水井 
 

 
 

 

東門的歷史 
 
東門為荔枝窩村的正門，據村中長老口

述歷史提及，東門建於約 1790 年，由曾

氏落戶第六代太公得到風水師提點，村

中建造東西門及圍牆，讓村民在圍牆內

建屋，村落得以「添丁旺財」。 
 
東門牌樓至今經過 3-4 次復修，外貌從

沒有大改動，東門牌樓以泥磚及石塊砌

成，四邊則以堅固及具身分象徵的青磚

建造。牌樓呈金字瓦頂，以客家鋪瓦方

式展現。 
 

 



 
 
 
西門的歷史 
 
西門與荔枝窩村中的嫁娶習俗相關。西

門前的長路為「新娘路」，顧名思義即村

中所娶的新娘必須經新娘路及西門入村

的，不可使用東門進入村中，此習俗在

六、七十年代時仍然維持，不少曾太、

黃太也是從新娘路嫁入荔枝窩的! 
 

 
 

 

古井的歷史 
 
荔枝窩村現存有兩個古老的水井，其中

一個位於巷角（即空心樹旁的斜路）。在

過去，村民需要前往就近的水井取水回

家煮食、洗澡和清潔。在取水時，村民

需要移開水井上的鐵絲網，用麻繩吊著

桶向下取水。過程中，村民必須小心控

制桶內的水量，以避免因水桶過重而失

足跌入水井。為了避免多次往返，大多

數家庭在灶旁設有水缸儲水。 
 
到了五十年代，村民在山上修築水塘，

並申請水喉物料鋪設水管。各家各戶開

始有了食水供應，不再需要由水井提水

回家。雖然如此，兩個古老的水井亦保

留至今，並仍然保持水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