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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又過年，30年前的客家麒麟巡遊。今年2024，年初十五「麟谷祥聚」，麒麟祥瑞
重回谷埔，全村分享春日的喜悅。

1992年，熱鬧的巡遊畫面，老一輩仍歷歷在目，麒麟走遍谷埔的每一處，鑼鼓喧
天。麒麟不單是喜慶，也是谷埔團結的象徵，當日收到的利是用作街渡營運，舞麒
麟之時，也是村民大會之時，半百位村民共聚商討村中大事。但隨着街渡取消，熱
鬧的景氣不復當年，麒麟巡遊也不見了。直至今年，於村民、理大團隊和年輕學生
的努力下，麒麟將至。從創作麒麟、製作和上色，於大家的努力下，重現屬於村的
瑞獸。

新年滿載回憶，我們於文章《谷埔過好年》，訪問二代村民宋煌貴和吳麗嫦，細數
昔日的新年。在宋村長眼中，半世紀的谷埔是客家村落，貧窮但自足。年糕、米通
的美食，與新年的新衣不可缺少。而吳麗嫦則喜歡想起兒時在海外親友回村，嚐到
珍貴的英國朱古力。谷埔的新年，同時也是英國、美國村民的新年。

新年在乎重聚，不論身於何方，因着谷埔，而回來。

今天，我們仍在，是因為有村民努力守住這片土地，面對轉變。半世紀前，村民為
着打破封閉，要求興建公路。

文章《笑看人生的說書人》，鄭志強作爲村內的故事王，回憶村中點滴。1979年因
着愛村之心，村中收集300多個簽名，於堤壩寫大字，要求興建公路連接市區，避
免人口流失。事如願違，卻播下改變的種子。《改造谷埔的人》文中，訪問首位英
國的華人太平紳士宋湘如，他從英國衣錦還鄉，獲得前布政司姬達爵士的簽名信件
表揚，成為香港及沙頭角的大事。他承接村民的願景，運用影響力，改變谷埔的交
通，鋪設便利的行山徑。

現在重聚，亦懷念過去，念起離開的村民。已故的吳馬送先生，半世紀前，雖然當
上了海員，環遊世界，但安心立命的只有家鄉谷埔。眼前三肚村的荒廢，他決定肩
起重擔，承傳家園記憶。分配好家庭的土地，維修三肚的伯公，守護傳統。

時代在變，人心未變。今年谷埔的年，祥麟瑞風，喚起過去的熱鬧，年十五，期待
再聚。

谷埔的新年與轉變



「最喜歡是新年，可以着新衫，就算佢幾窮，都會着
新衫。」有新衫，有甜食，宋村長最喜歡的便是新
年。過年是團聚的日子，海外的親友回來，一起過
節。新年對於上年紀的宋村長， 忙碌，但愉快。

「我都30歲，海外村民回來，仲買糖給我，話給我仔
仔。」對於80年代成長的吳麗嫦，雖然不常在村內生
活，但每逢過時過節，必定回到谷埔，只為食英國的
朱古力。

吳麗嫦回憶起80年代尾，小時候的谷埔，便滿面笑
容。小朋友眼中只有吃喝和利是，一切變成回憶，都
是快樂。

「過年回去，勁多人回來，當時8-10歲，很多人從英
國回來。」90年代的新年仍很熱鬧。由於交通改善，
海外的村民不少也衣錦還鄉，新年大家乘坐街渡回
村，探訪留在村內生活的老人家。他們也會留村住上
數天，一家人共享天倫之樂。客家人過年，最緊要熱
鬧。

跟着大家舞麒麟巡遊，雖然五肚、新圍、老圍、三肚
等分村，但是仍都是同一個谷埔。其中屬小孩子是受
益者，人多，利是自然多。堂哥帶她去逗利是，裝滿
袋，堂哥見到不同村民就說，「我個妹，俾利是我
哋。」吳就盤滿缽滿了。 

除了熱鬧，最記得的還有味道。客家人過年食品，跟
廣東人有點不同，除了年糕，還有鹹湯圓，餡料是蝦
米和瘦肉。

客家菜雖好味，但對於小孩，仍然比不上「來佬貨」 
(外國產品)。吳忘不了的是零食，當時物資往來不容
易，手信都是內地超市的貨品，但對於谷埔小孩，已
經彌足珍貴。「無數的糖果，特別英國的朱古力，最
印象深刻是花街朱古力，好貴，但親人從英國帶回
來，2010年仲有好多人回來，後來變成朗沙、金沙，
近年帶給我的特別版，香港買不到的英國薯片，吉百
利朱古力等等。」

事隔20年，兒子已經入讀大學，她還惦記着「大隻復
活節金莎蛋」。

《谷埔過好年》

新年的甜

吳麗嫦喜愛的英國花街糖
果。 （照片來源蘋果日報）

2023年新年，理大團隊邀
請書法師傅為村民和遊人寫
揮春。

宋氏一族在新年前回村粉飾
祠堂、打掃舊居。（照片由
宋煌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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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前，沙頭角家家戶戶都
在製作沙頭角米通，成為一
道風景。

貼揮春用的生粉水漿糊。

巨大的年糕需要蒸三日，夜
晚通宵更要看火加水。刀不
夠大，需要兩人配合以鐵線
切開。(圖片由大紀元提供)

在小孩子眼中，新年是糖果；在村中成長的宋村長眼
中，新年是團聚和辛勞。昔日客家人的新年要落手落
腳做，預備過年食品，特別是客家米通，是沙頭角的
新年特產。

「水上人用粉絲做米通，客家人用糯米加花生，有時
會加芝麻，比較鬆脆，好像馬仔。現在香港買不到，
只有返大陸買。」

「我都是試過用啤酒樽做客家米通。將糖和米通煮在
一起，從大鑊拿出來5分鐘，就要壓平，要好快手。」 
即使在現今的新年， 這種特別的米通，仍然可在沙頭
角市面裏，看到婆婆們新鮮製作。

新年少不了年糕，而客家年糕賣點是特別大。年糕的
味道，跟廣東年糕差不多，甜和軟熟，但更重要的是
回憶。「年糕要用三日的柴火去蒸，有兩呎長，一呎
厚，要用鐵線去𠝹開，因為刀沒有這麼大。年廿七開
始做，製作的時候，大人和細路少不了偷食，想食甜
的滋味，用筷子，拿起一些，之後又鋪平年糕，好像
冇事發生。」年初四去拜年就互相送贈年糕。此外，
客家新年食品還有夾餅，喜粄和茶果。

村落的新年，除了與家人團聚，也與祖先和先人共
聚。

「多後生的人去英國，我是少數留在香港的。」宋村
長做教師，新年只要改簿，所以假期比較長。家族的
任務，就放在他身上。上漆油，洗祠堂，年三十晚逐
一拜關帝、伯公、祠堂。

新年一家人忙碌，為家族做事、盡孝道。「阿媽會為
半隻大宅的大門上漆油，我見到她這麼辛苦，只有把
另外的一半上漆。」

貼揮春也不容易。不少客家大屋十分巨大， 新年爬
上長梯貼「鴻禧」揮春，要有一人在下面看着是否對
稱，不然就貼錯「門神」。他們也懂得自製漿糊，用
生粉加水，貼揮春的漿糊掃，是植物假菠蘿的根。

另外，新年前，村民愛用石菖蒲加碌柚葉煲水、沖
涼，以去除春天的瘟疫。吃過團年飯後，洗完神主
牌，最後灑上石菖蒲與碌柚葉水。

歲晚的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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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埔過新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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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最熱鬧，莫過於麒麟巡遊。「1993年至94年，係
最後的巡遊，當時多親友回鄉。」

巡遊之後，有村民大會，蒐集意見，每次起碼有50至
60人參加。宋村長指，新年的大會都會有不少重要的
決定，特別是1980年代頭，跟村民商討，設立三個谷
埔的安葬區，令村中更有效運用土地。

巡遊中，村民會給予麒麟利是，當時的利是錢會用來
補貼村中的街渡營運開支。90年代頭街道結束營業，
所有村民外移出村，隨後10多年間，沒有人在村內居
住，熱鬧的新年影像也不在了。

我們理大團隊，在本年的新年，將重現消失30年的谷
埔麒麟巡遊，希望重聚村民，一同重溫熱鬧的新年。

麒麟巡遊

30年前， 谷埔的新年熱鬧
情景。 昔日的麒麟巡遊，全
村同賀，當日的小孩子現在
已長大成人。（照片由宋煌
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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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啟才學校末代的校董，愛說故事，每個谷埔的地
方，他也有典故。 上至愛情，下至兇案，他有講不完
的故事。他心中的谷埔，不單是故鄉，也是活生生的
百科全書，記載自然、生物、農業、文化，以及種種
知識。

走在谷埔堤壩上，他提起小時候，試過遊過去沙頭
角，但到岸後卻乏力游回來，覺得好驚。向船家說︰
「無錢，從村內游過來，回去才付錢。」幸好，順利
回家。

驚險往事，他談笑風生。該笑時就笑，該惡時則惡。
谷埔的大小事，他了然於胸。

《笑看人生的說書人——鄭志強》

啟才學校是谷埔人的地標，外牆上的「啟才學校」書
法剛勁有力，但是誰的作品呢？從鄭口中得知，原來
是二戰後，來自山咀村邱懷春老師的手筆。

他曾為授業於啟才，因着學校，才構成文化人的性
格。他至今仍念記二位恩師，宋佩校長和陳佩瑜老
師。 啟才有不少好老師，而宋校長是他書法和國文啟
蒙老師。他憶述有一次有同學在簿上畫漫晝，並將簿
放在他的枱上。 宋佩行過見到，只說︰「收埋佢」，
再在上面寫字，「老師字很靚，不想交回給同學。」

60年代，他只是十歲的四年級生。村中文化水平不
高，宋校長在晚飯後，邀請青年去學校上夜校認字
班，免費教青年讀書，而他們多是無法完成小學的女
生。他是唯一在校的夜校生，其他報讀者的多是十幾
歲，而課堂要購買《教古評注》，學古文。但晚上食
完飯回去二肚要用電筒，每次回程都見到路邊金塔，
大驚，狂奔回家。

另一好老師是一年級班主任陳佩瑜，教導加減數學
時，叫他出去講台回答他的問題，用自製竹仔當教
材，拿三枝竹放在一起。答出正確答案，陳老師說︰
「啱，坐回位。」，令他上學有自信。

文青到末代校董

邱懷春老師所寫的「啟才學
校」剛勁有力。 

1963年新建的啟才學校門
牌。

《教古評注》(參考照片由鄭
志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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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憶起一次有同學在
書上畫漫畫，雖被老師
罵，但是收到老師的親
筆字卻很快樂。

鄭志強憶述當年的數學課，
老師會以竹自製教材；老師
的肯定也令他對上學充滿
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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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上山頂，極目遠觀，如畫風光，盡入眼簾！我們有
這樣美麗的故鄉，能不自豪！我們有這樣富庶、自耕
自足，與世無爭的故鄉，能不驕傲！故鄉，深深地存
留在我們幼小的心靈上，直至永遠、永遠……」

此外，陳老師也令鄭認識谷埔的美，近日寫作的散文
《谷埔頌》，仍惦記這件事。 「陳佩瑜老師帶領我們
爬上了象徵谷埔的 『 神山 』。由海下爬上石芽頭，
再攀上尖光峒，然後，到達谷埔凹，沿着前輩鋪砌的
石板路下山，經過老圍、新圍返回學校，歷時兩個多
小時。

70年代谷埔，估計從石芽頭
山頂上拍下。 (照片由何瑞
庭提供) 

2023年從石芽頭俯瞰谷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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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谷埔需要大家保護，1979年，鄭與楊瑞良 (村長
之子，英國藥劑的大學畢業) 等村民見交通不便，籌備
活動，要求政府興建公路。

「我們逐家收集簽名聯署要求起公路，去埋鳳坑，開
始有船家鬧我︰『起公路就有賊來』，後來又有人加
入，包括楊哥楊瑞芳。在堤壩寫上 『 我們要公路 』
We Want a Motor Road。」當時，對岸華界沙頭角
解放軍見到堤壩上有字，用望遠鏡細看，見是標語才
放心，也知道村民爭取公路。

楊瑞良找來一位南華早報的外藉記者來探訪，但記者
無帶相機，「我幫他影相，即時拿回家曬相，一卷菲
林很貴，只影了四、五張，黑白相，即影即沖，後來
在報紙見到這相。南華早報、大公報都有報，貼中文
標語的相『 我們要公路』。」 後來，跟理民府溝通，
理民府指沒有預算，沒有批准建公路，不過加設電話
線，方便村民。

1979年村民在堤壩寫上標語
爭取公路。

谷埔現時的堤壩。 華僑日報，新界版港聞 「要
求築公路」 。（1979年，6
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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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志強一家擁有谷埔唯一果園，幾十年都向政府繳交5
元租金。果園，對他們一家別有意義。

小時候，村內貧窮，靠耕田、割草賣去沙頭角墟當燃
料賺錢，而當時四兄弟姐妹連交學費也有困難，後來
外公幫一家開闢果園，種荔枝、菠蘿、年桔，幫補生
計，一年最多可賺8000元，改善一家生活。近年，他
快將退休，決定復興山坡上果園。

2000年開始，回到二肚，見到果園雜草叢生，大樹
滿佈，鄭志強與妹妹和姐姐三人慢慢清理荒地，手鋸
大樹、除雜草，最辛苦是扯斷粗度達20厘米纒着植物
的籐枝。「復原荒廢果園，由近屋位置的山腳開始做
起，當做運動。」

現時，果園有所成了，種植大樹菠蘿、天桃、生菜、
菠蘿、枇杷等農作物。

與姐妹守護二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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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志強的谷埔，是魔幻與搞笑。信手拈來的奇怪故
事，誰說鄉村生活寧靜平淡，他口中處處精彩。

他愛說啟才學校，指校內昔日的管樂隊很不錯。鄭志
強解釋原因，因為第一任校長宋青曾經當兵，所謂管
樂隊，其實是軍樂團的延續。為何當時一窮二白的谷
埔，可以負擔得起銀樂隊？

原來因為一位有錢村民在美國打工，曾經請全村食
飯。 有一次他的田地前有大樹，樹枝遮着他的田，他
割去樹枝。其他村民不滿並要他賠錢，他害怕了，最
後賠錢。錢用來給村買銀樂，成立銀樂隊。

歷史巧合，不過都需要人去把握機會。這一位說書人
的故事，講述谷埔不同的可行性。

奇幻的谷埔

1960的5元果園租金收據。
(照片由鄭志強提供) 

紀錄片《歸去來兮》截圖團
隊與鄭志強在堤壩上討論當
年爭取公路的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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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氏兄妹協力清理二肚荒地
的景情景。

二肚村的現貌，祠堂及部分
房屋已被樹苗入侵，殘舊破
損需要修繕。

27

28 29 30 31

《笑看人生的說書人——鄭志強》

15



《守護谷埔三肚的最後一人： 吳馬送》

守護谷埔三肚的最後一人——紀念吳馬送先生

三肚村民吳馬送先生於去年五月逝世，特此撰文紀念吳先生

「三肚係最靚，背山面海兩條河喺兩邊。屋前係田又
有果樹、橙、桔、青梅、菠蘿、桃，有梯田，又有街
燈， 與世無爭， 又唔驚(洪)水。」

說起三肚，他彷彿用到70年前的童年。「當時村內有
10至20家人，吳家原來有九間屋，土地分布在老圍和
三肚。」美好的回憶，貧窮，但滿足，「有電，田地
在門口，種菜、種生菜，去到八十年代中期，1985-
86年村莊仍然完整。」

三肚，他最愛是水。「以前河流多水，不可行船，但
可游水，捉蟹。」有水有果，尤如一般農村的景像。
「打開(三肚)家門見到兩條河，有田，再有果園，一
條河由五肚山上來，一條則較混穢。五肚最靚是山
水，另一條水流過老圍無咁靚。」

「有生之時，睇住 (三肚) 伯公，過左身就唔知。」

小學五年級的吳馬送先生，以優雅的英文書寫著自己
的名字。吳生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船上度過，他
一直在電子工程作業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的崗位
上不斷重複著工作。不少人夢寐以求的環遊世界，他
於70年代已都做到了，連瓦努阿圖的小國，他也曾
經到訪，只餘下蘇聯未去過，說着大阪港九条區的繁
華，紐西蘭的風光。外國的風景美麗，但不及故鄉三
肚的景色親切。

谷埔的三肚村荒廢三十年，雜草叢生，頹門敗瓦，連
入村的小徑已埋沒在芳草中，找不到完整建築物。唯
獨村口的伯公，光潔如新，放着一束束的清香，一切
拜吳馬送的苦心。

2010年，他和其他三兄弟維修三肚的伯公 (土地公) 神
位。同輩兄弟都已仙遊，只餘下年過八十的他，每月
仍回村去伯公上香，惦記三肚的一切。隨着吳生的離
世，三肚又會否回歸大自然的懷抱呢？

回憶的三肚村

吳馬送手寫的英文名。 

70年代三肚村宅前可見的風
景 (照片由吳馬送提供)。

三肚村的現貌，所有房屋均
被植物侵占，尋常人眼中的
「廢村」，在吳馬送眼中都
是歷歷在目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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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養活一方人。「政府在五十年代，找人做水
喉，將五肚的水引入三肚、二肚、新屋、田心、海下
和松記，政府付錢請人做，而之前是用井。」

時隔大半世紀，記憶仍猶新。「小時候，沒有耕田，
只有看牛。去到山頂，近鳯坑，叫江背，吳家有田，
附近有地方叫牛澗窩。」

他不斷念及三肚的好，「以前村靚，有十幾屋，一開
門有田地，背後有山、梯田，他的田在伯公燈柱旁。
」簡單生活，就是美。「三肚種橙子、碌柚、桔樹、
青梅、桃、菠蘿。家中養豬三隻和耕田，靠豬和割草
賣，支持家庭。」

再美的村，也難逃命運的洗禮。隨着70年代後的移民
潮，三肚變成人去樓空的無人村。「三肚居住的最後
老人於90年代搬出去，1995年死在老人院。」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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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肚最漂亮的房子是寫着蘭桂騰芳的大屋，是屬於
姓曾的，後來賣給姓蕭。我們的祠堂在三肚裏面，已
經倒塌，剩下村外的一個神位伯公。」

編者跟他走回舊居，已變成廢墟。山路早已見不到，
踏着雜草，走回村內。吳生坦言也多年未有回去已沒
有屋頂的舊居，開門走進，百感交雜，只擺放瓦碗的
木架，亦有銅鑼，用作防盜，還有磨米漿的米磨，用
作做年糕，跟雜草雜混在一些。

筆者眼前只見雜草，但他仍如家珍數，家中的每個角
落。 為了延續伯公香火，他們一家已將祖先的田地和
屋分配好了。可惜，另外三位兄弟卻先後離世，只餘
下他一人。

三肚的美，他已放下了，留在記憶中，唯獨家族的使
命，他銘記在心，他負責保養村口的伯公神位，2010
年前他和兄弟為其翻新，直至生前，他每月仍回伯公
上香。

「伯公很靈驗，行過記得去上香，即使大樹倒下，也
不會塌中伯公。」

家族的伯公

三肚建築以排屋形式建設。

村民回憶中的三肚，後有山 
前有田。

1963年2月航拍圖，三肚農
田及排屋清晰可見。 (航空
照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地政
總署測繪處提供) 

入口雜草叢生，經過也意想
不到前方便是在地圖上消失
的三肚村。

即使打風大樹倒塌，但伯公
仍然 屹立不倒。

吳馬送與三肚村入口的伯
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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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肚是吳生的歸宿，晚年努力守護三肚的記憶和伯
公。

他愛三肚的水，也愛各處海，壯年漂泊在大海中，行
船養家，專門行走美洲、歐洲的航線。1963年，開始
行船後便好少回家，每兩年才能回家。後來，為了家
人，他改行較短的亞洲航線，「每年有兩至三個月在
家中，因為在港簽合同。」
  
他見過無數海洋，走過不同國度，最怕不是風浪，而
是海盜，特別索馬里一帶海域，他如坐針氈。只在啟
才學校讀過五年書，仍未完成小學的他，成為船上的
電子工程師。「開始時行遠船。去紐西蘭、美國、太
平洋島國瓦努瓦圖，後期成為資深海員，行短程，多
數行日本較短的行程。去咁多地方，紐西蘭最靚。」

他愛談各國風光，想起前人的足跡，「以前瓦努瓦
圖，華人開礦工，是早一代的故事。」他最不想去是
美國，「治安不好，每次上岸，上岸都要住十天。」
船上日子沉悶，節衣縮食，只為寄錢養家。吳生與太
太感情深厚，相識在工作的太平紡織廠，並在1962年
結婚。「婚禮在谷埔舉行，當時坐車去鹿頸迎接。」

他笑說是村內第一對自由戀愛的婚姻，其他人都靠媒
人。婚後回來村住三年，無法搵食，吳太唯有回到紡
織廠打工，他就選擇行船。

行船兼顧家庭

吳馬送家人在三肚村的合照  
(照片由吳馬送提供)

吳馬送60年代行船時候的照
片。 (照片由吳麗嫦提供)

團隊在吳馬送家中進行訪
問，向團隊展示分配好的田
地位置。 

吳馬送與太太和女兒合照。 
(照片由吳麗嫦提供)

1980年，吳小姐與母親去日
本廣島探爸爸，背後是原子
彈爆炸的遺址。 (照片由吳
麗嫦提供)

吳馬送先生80歲大壽，和
女兒及孫兒的合照，一家
人感情很好。 (照片由吳麗
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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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不行船，在沙頭角新樓街開電器舖。」

晚年，每天遙望着谷埔和大海，每月回故鄉打理伯
公。對家鄉，他仍然熱心，幫村民修理電器，由船
上的 Electrical Engineer (電子工程師)，變成谷埔的 
Electrical Engineer，每當村內活動，還捐出飲品物
資，幫村民維修電器。

30年的航海生涯讓他無法照顧自己的子女，上岸後的
另外30年，盡力照顧孫兒及家庭。吳生過世，女兒麗
嫦念念不忘父親的心願 —— 打理家鄉三肚的伯公。她
打算將三肚伯公的神位，請回沙頭角的電器舖供奉，
繼承父親的使命，也是對家鄉傳統和文化的延續。

千帆並舉，落葉歸根，吳馬送一生無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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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谷埔的人：宋湘如》

衣綿還鄉的宴會

「谷埔最衰我。」

「最衰」的宋湘如，谷埔的傳奇人物，也是香港的傳
奇。他拼命去闖去試，用盡各種方法，說遊指罵，面
對官僚，改變守舊的規則，改造谷埔。1983年成為首
位獲得英國太平紳士的華人。 年過80的他，一身白髮
鬆頭，笑聲慈祥，氣如洪鐘，一生遊走在香港、英國
和中國政壇。隨心所欲之年，他仍如老頑童，功名利
祿，盡付笑談中。

他出身在谷埔，爺爺是鄉議局創辦人之一宋雲龍，就
讀於爺爺創立的啟才學校。他笑言當時，年年都考獲
倒數的第一，名落孫山。後來憑一己努力，為村覓得
資金修行山路至鹿頸。利用太平紳士的身份，幫助海
外華人，改變谷埔，也有功於中國和英國。

改變，永遠需要人的努力，「最衰」的宋湘如對谷
埔，居功至偉。

昔日楚霸王項羽道︰「富貴不還鄉，如錦衣夜行。」
回鄉見江東父老，宋湘如最津津樂道。

村民叫他做「太平紳士」，他不單是首民村民獲得英
國的太平紳士，也是華人的第一人。他自豪說，第一
位、第二位、第三位的英國華人太平紳士故事。40年
前的往事，他記憶猶新，還有谷埔的大日子，衣錦還
鄉之日，連報紙也大肆報導。他回來谷埔的這天，令
谷埔成為香港的中心。 

他因為協助英國的華人，創立蘇格蘭首個華文(廣東話)
的電視節目，令他受英國的政府垂青。當年的榮譽甚
為轟動，「好開心 ，Dunermline(英國丹弗姆林)市
長在市政廳開派對慶祝，叫中國大使、香港政府駐倫
敦辦事處派人來，姬達(香港駐倫敦專員)、余麗清萍
都來慶祝。中國大使館參贊、領使都來。」

1983年宋湘如回谷埔設宴的
報導。（剪報由宋煌貴提供）

英國宮務大臣邀請宋湘如參
加皇宮的派對信件。（文件
由宋湘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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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姬達邀請他去倫敦香港政府駐倫敦辦事處開
派對。其後，姬達寫信給港督尤德，並且有中、英文
報紙報導，尤其文滙報。也有上電視台節目《婦女新
姿》，而清新周刊的記者入谷埔找他作幾次訪問。

當年11月，他在谷埔開設盛宴，史無前例。當年的報
導︰「英國有史以來首位華人太平紳士宋湘如，前日
在沙頭角谷埔家中宴當地官坤、父老與附近鄉民，有
六、七百人出席，幽靜的谷埔村一時間鑼鼓喧天，小
村道擠得水洩不通。到賀賓客中，有邊防警司、首席
助理新界政署長與區議員等，同村及附近村落父老與
兄弟姊妹，更是穿得比過新年還要漂亮，到來祝賀及
分享光榮。」(22-11-1983  商報)

回憶當日的盛況，他笑逐顏開，晉紳宴會是沙頭角的
大事。「1983年，當時有三隻街渡不收費，為街坊
服務。」進入沙頭角需要辦禁區紙，當時有幾百個賓
客，來不及辦禁區紙，他建議警方憑請帖可過關卡，
所以宴會的請帖備有中英文，方便邊境的警察查閱，
他笑說當時的「方便」是前無古人，看來也後無來
者。

宴會，谷埔車水馬龍，衣官楚楚的官員、身穿迷彩服
的英軍與村民共冶一爐，拍照飲宴。客家麒麟穿梭在
宴會中，銅鑼聲響，喜氣洋洋，北區的鄉紳都趕來出
席，分享晉鄉的喜悅。

當年宋湘如的宴會是沙頭角
大事，破天荒用請柬作禁區
紙，方便賓客。

宋湘如為父親在谷埔擺壽
宴，不少英國軍官和村民出
席，場面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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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宋湘如在谷埔設宴，
不少英國軍官和村民出席，
場面熱鬧。 (照片由宋煌貴
提供)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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觥籌交錯，冠蓋雲集，宋湘如不單分享榮譽，也利用
榮譽改變谷埔。

這半世紀，困擾的一直是交通， 沒有公路可直達村
苟，村民只能依賴水路出入村谷埔。1979年村民為興
建公路，收集超過300村民簽名，於堤壩請願 (見另
《笑看人生的說書人——鄭志強》)，約見時任新界
政務司的鍾逸傑，最後不得要領。當時楊瑞良出任村
長，至1983年仍無法成功爭取，將資料和新聞報道托
付給宋。後楊病逝，有見於此，宋挺身而出，接下這
擔子。

因為首任太平紳士的身份，他在香港和英國的官場建
立深厚的人脈。回港早期，宋找來英軍的准將，他於
英軍負責管理尼泊爾軍團的築路工程。准將退說， 
「如果是5年前找我，我明天就開工，因為新娘潭都屬
於部隊，但現在不行。」

後來，元朗民政署見到宴會的新聞，見他獲頒太平紳
士，想跟他會面，便找手下David Yip聯絡他。正好
David Yip以前在香港政府駐倫敦辦事處工作，找到
英國華人會主席，找到宋的哥哥，再拿到他的電話。
他憶述，有天的早上8時，他接到電話，裡頭的人找
Bill Sung (宋湘如的英文名) ，說 David Yip找到他，
請他與元朗民政署官員食飯，宋回應說﹕「明天出來
食飯。」

第二天，政府車就在沙頭角接他去食飯。

吃飯事少，公路為大。他記起最後一次跟政府會面，
收到一封信，見到初步施工圖，建議起2米的路在谷
埔的海邊，並再由村民自行擴闊。信中指希望再回信
時，已有開工時間。但當年工程要花3600萬，民政署
缺乏資源，而區議會無法批核，最後方案被立法會財
委會否決了。

人脈改善谷埔交通

香港駐倫敦專員姬達爵士給
宋湘如的信，恭賀他獲得英
國的太平紳士。（照片由宋
湘如提供）

宋湘如與當時英國快富省省
長Tom Dair JP合照。（照片
由宋湘如提供）

從雞谷樹下村到谷埔的海
濱，環境優美。

早期建議路線，由鹿頸開始
至谷埔，沿海建設一路2米
闊的行人路，但遭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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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失敗，沒有磨滅宋的意志。他又再約見北區民政
署的官員，建議建路於新娘潭伸延公路至村，再一次
敗興而回。

公路修不成，成就行山路。谷埔人，半世紀的爭取，
暫時劃上句號。沒有公路，加上取消往來沙頭角的街
渡，令村裏人去樓空，但卻保留這谷埔這片天。

成敗，天曉得。從楊瑞良、鄭志強的請願、宋湘如的
遊說，有着無數的村民努力，他們期待的公路沒有
來，但獲得行山路，令上千計的行山客和村民，可享
受谷埔的自然美景。

盛衰，好壞，宋湘如視之等閒，一切只留歷史評之。

因為宋湘如的努力，鳳坑至
谷埔的沿海一段路變成了石
屎路。

63 65

62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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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谷埔的人——宋湘如》



路牌將會以水泥躉作為底座的部分，因此第二次工作
坊安排參加者在理工大學工場學習製作特色水泥磚，
加入在谷埔收集到的物料！

配上「谷」字的坑紋，除了作為送給村民的紀念品，
更可留待製作村中的特色牆。大家熟悉了如何操作水
泥倒模後，下次便可到谷埔村中直接製作路牌的底
座！

活動回顧——谷埔路牌工作坊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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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布的來源是一種民俗講究，就是父母期望孩子健
康成長，託大家的福就要吃百家飯、穿百家衣。穿上
百家衣能得百家之福，小孩少病少災， 易長成人。谷
埔麒麟被上的鱗片，則集合了過百位學生的創作， 集
百家之大成， 為谷埔送上祝福。

團隊邀請本地設計師 Tina HO 設計及製作一條谷埔麒
麟被，並與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合作舉辦了客家文化和
紡織實作體驗工作坊，讓一眾中學生們增加對傳統客
家麒麟舞及其歷史的認識，推廣香港傳統客家文化。
同學們使用織品裁剪、沖壓和縫紉等技巧，以百家布
形式，一片一片製成完整的麒麟被，成品非常壯觀
呢！亦要感謝國際温健安龍獅體育總會會借出兩隻麒
麟展示，讓學生們對麒麟有更深入的知識！

這些藝術品將安裝上全新製作的麒麟頭，並於農曆初
十五 2月24日在谷埔春分慶典麒麟表演中使用，日後
則送給谷埔村村民使用！

活動回顧——麒麟百家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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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活動回顧 



為讓大家都能一嘗舞麒麟的滋味，團隊邀請設計師設
計了一頂小小麒麟帽，以現化手法呈現紮作麒麟，增
加對傳統客家麒麟舞及其歷史的認識，推廣香港傳統
客家文化。正與不同中小學校合作製作多頂麒麟帽，
這些作品將於2月24日谷埔春分慶典中展示，大家不妨
到谷埔尋找自己的作品！
 
春分慶典當日亦會舉辦工作坊，誠邀大家帶同孩子們
光臨谷埔，並戴上麒麟帽參與舞麒麟，共賀新春！

活動回顧——小小麒麟帽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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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不少人看過舞龍舞獅舞麒麟的表演，但紮作藝術
品的頭部的技藝你又知多少呢？為了農曆新年的谷埔
春分慶典，團隊邀請了國際温健安龍獅體育總會溫健
安師傅於當日表演， 溫師傳更是谷埔附近村落榕樹凹
村的村民呢！ 

團隊訂製了一個全白的麒麟頭，計劃邀請村民共同參
與繪製和設計，以打造一個獨一無二、專屬於谷埔村
的圖案和花紋的麒麟。這件傳統又創新的麒麟頭將會
與早前 HKDI 同學合力製作的麒麟被連上，並在農曆
初十五的2月24日，在谷埔的春分慶典麒麟表演中展
示。之後，這件藝術品將送給谷埔村，供他們長期展
示或使用，以彰顯谷埔的美麗與獨特。

「紮、撲、寫、裝」，繁複的工序大約需時數星期，
溫師傅亦大方地向團隊展示及教導各種技巧，由團隊
和村民一起上撲。然後，小編用上十二小時終於完成
一層了。上紙撲上得腰酸背痛，還有一層，還有起稿
及上色......

活動回顧—— 麒麟頭之傳統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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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活動回顧 



有多少離開谷埔家鄉的人，
令致鄉情不再復見…..
有多少離開村內至親的人，
令致親情不能延續……
對於離開谷埔的人，他們實在迫不得已。

往年某日，在往機場的路上，
帶著沉重腳步，懷著離愁別緒，
堅持要往他方去。
回想家鄉往事，可有懷念？

憶往年某日，故鄉卻也未能留著你，
桌上的茶果，沾滿了衆人的眼淚水。
臨至別離時，抬頭望著微微的細雨，
願你能記起，曾在這快樂地生活過。
思鄉的感受，卻使人哭至肝腸寸斷，
快樂的片段，彷彿令往事浮現眼前，
鳥倦要知還，未知那人可會也是你。

深山砍柴，海邊摸蜆，
餵雞放牛，割禾收穀，
田野幹活，透火煮餚。
曾幾何時，站在海下渡頭邊等你，
久等又等，你卻選擇遠到番邦去。
是否他方有更圓更明亮的月亮？
還是遠處生活才能給你更富足？
但你卻選擇了別地而給予無言的再見。

《離開家鄉的一份矛盾情感》 作者：範仔

屋外遠處，刮起淒涼的冷風，
忽聽人聲，跑到荒廢的田野，
四處張望，尋找熟悉的背影。
卻可惜的，屋簷下的人不是你，
卻可悲的，牽著牛的再沒有你。

失望着，飲泣着……
再沒人能跟我賞蘆葦數蜻蜓，
再沒人能與我躺屋簷看夜星，
但你卻靜靜地遠去而給予我殘酷的現實。

谷埔堤岸，遠處燈火通明，
回望家鄉，一片寂靜無聲。
盼望着，期待着……

谷埔現在凋零荒涼，頹垣敗瓦，
也許…這是片刻的命運吧！
但堅信，這不會代表未來也是同樣的命運吧！

谷埔野株叢生，人去樓空。
也許…這是霎眼的景象吧！
但深信，谷埔光輝燦爛的歲月必定可再重現！

海浪拍岸獻鼓勵，
遠處學者給支持，
別忘家鄉歡樂地，
齊心協力共建村，
莫說困難重又重，
人為定勝萬重山，
萬般願望皆可能，
熱鬧光景必復見，
你我共聚谷埔鄉，
光輝榮耀照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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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留在村裏的人還有幾人？一個人？兩個人？即使
是五個人，本人也可能已經說多了，而事實上，離開
谷埔村的人也包括本人在內，本人也是離開村到他區
居住的其中一人。雖然谷埔村已荒廢多年，但谷埔人
對村的情感仍在，離開村的人其實一直懷着對村不捨
的濃厚情感。試問誰願意離開自己的家鄉？試問誰願
意與親人分離？那為何他們仍要堅持搬出村外的地方
去，甚至選擇往外地幹活去。為讀書？為理想？為生
活？抑或真的為移民？相信他們各自有自己的原因和
理由，而總括而言也是「迫不得已」。谷埔村於60至
70年代耕作開始變得困難，水源因政府興建船灣淡水
湖受到影響，加上當時香港的工業開始起飛，人口遷
徙，年青人開始陸續離開鄉村前往市區工作，有部分
人甚至選擇到其他國家謀生。60至80年代谷埔村民大
多會選擇到荷蘭、英國或美國等地方尋找工作機會。
而本人爺爺宋彤林正是其中一位前往美國尋找機會的
村民。本人仍記起祖屋牆上曾掛著一幅由玻璃材料製
成的美國紐約市圖畫，相當漂亮。但可惜的是，日子
久了，牆上的釘生銹，整幅圖畫鬆脫摔在地上破爛
了，而這幅圖畫正好證明本人爺爺曾在當地打工。

本人的爺爺當時坐郵輪到美國，足足坐了幾個月的時
間才到達目的地，去到當地在人生路不熟的情況下只
能擔當一些粗重或者基層的工作。他和一班華僑為的
是生計，「有錢才有飯食」，為着自己和家庭的生活
奮鬥不斷，不惜走到遠方，離鄉別井。

本人的爺爺和谷埔一班華僑擁有谷埔人的優良素質，
便是勤奮，不怕艱苦，毋懼困難，為生活去拼搏，
「捱騾仔」，長時間工作。本人的父親曾訴說，爺爺
在美國工作至連雙腳也站至腫了，導致他晚年的時候
行動不便。雖然他工作辛苦，但他默默承受，有苦自
己知，賺了錢便寄回家鄉，實在是一位盡責任的好男
人，他愛谷埔、愛家庭，愛妻兒，從不會因為辛苦而
有怨言。

在美國退休後，他返回谷埔與僑胞，以及一群村民一
起籌集資金興建啟才學校，造福村裏的學子，為村作
出重大貢獻，絕對值得本人欽佩。

本人的爺爺只是其中一個離鄉別井到外地發展的一個
例子，但本人深信谷埔人才輩出，仍有很多出色的村
民在外地幹了一番偉大事業，造福社會，為社會作出
貢獻，而且為數不少。

另外一個因素導致村民離開是交通問題，而這個也是
一個「致命」的問題。曾幾何時，村民包括本人父親
曾向政府發起建造公路的建議，但一直也沒有消息落
實。以前的華僑日報曾經刊登過此則新聞。

在此，容許本人向大家說一件事情：
以前村內的老人家是如何到市區醫院就診？本人還記
起當時的情景，歷歷在目。曾經有一位村裏老人家病
入膏肓，由於谷埔沒有公路，沒有交通工具，她的兒
孫只能使用一輛木頭車把她推至谷埔碼頭再轉乘街渡
到沙頭角，再轉車去看病，過程中這位老人家經過顛
簸的路途才能夠到達醫院接受診治，不幸地她到達醫
院不久便去世了，這是於心何忍的事呢？本人看到此
情景不禁為此老人家感覺淒涼。谷埔沒有交通等於沒
有生命，沒有公路便等於沒有人氣，即使不斷有機構
入村開辦或發展一些項目，沒有公路，沒有交通，最
終也是不會令村民回歸鄉村的。

本人已多番提出谷埔極需要交通配套，這並不是苛
求，而這是谷埔村的基本需要。本人懇請政府部門能
夠再次考慮，為谷埔村的交通配套作出完善的規劃。
本人自年幼開始一直有此期望，但仍堅信有期望便會
有實現的可能，期待著……

隨着多間大專院校或機構對谷埔的重視，同時香港政
府未來逐漸開放及發展沙頭角，本人對谷埔的未來仍
是充滿憧憬。谷埔人，請大家保持信念，谷埔擁有更
美好的將來全賴你們大家的回歸才可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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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華人

根據老一輩的華僑講述，在五十年代的時期，中國人
在英國居留的人極為少見，當時除了近海的個別幾個
大城市有一小撮中國人的身影外，其他二線城鎮，中
國人的出現可說是鳳毛麟角，當時生活在英國的華人
一般都是海員，他們隨船來到英國，其中來自香港的
客家人比較多，那時很多船舶都會在利物浦或倫敦的
大商港停泊起落貨物，船舶停留期間，華人海員上岸
休整，他們會順便走訪當時的‘致公堂’客家會所或‘崇
正會’聚腳消閒，並可以在會所作短暫的免費住宿，此
等會所可說是華人行船客的家，他們等待船舶卸貨後
再度上船啟程，有些人轉投其他船公司服務，或暫時
休息一段時日，甚至可以趁機會在英國停留下來，索
性以英國為家，這是英國早期華人社會的起源。根說‘
致公堂’是在1901年的利物浦創立的，是英國最早成立
的客家會所。孫中山先生也曾經以此會所為落腳點，
呼籲華僑團結，支持中國革命，為革命事業奔走，與
會所結下不解之緣。在英國的華人除了多數來自香港
外，近年來自中國的福建佔有很大的數目，其中也有
廣東的四邑、東南亞諸國和英聯邦地區等國的華人。

《英國華人 ——鱗半爪》 (節錄) 作者：宋關仁

來自香港新界的華人

自五十年代末起才有大批香港新界原居民移居英國，
成為主流，那年代香港社會轉型，農村破產，原來單
靠務農為業的新界農村居民的傳統謀生方式，已嚴重
受到打擊，陷入無法適應現代生存的地步，當時英國
特許給予新界客家原居民一種優惠政策，容許前往英
國就業定居，舒緩當時的失業問題，從此大批新界村
民蜂湧來英謀生，這是造成了新界農村十室九空的主
要原因。這批移民大軍，因出身自農村，一般都是學
識淺薄，沒有什麼技能，英語水平多是只懂三言兩語
的半桶水，甚或是英語盲，這批人絕大多數都是清一
色投入飲食行業，大部份英國人大多是在那時起才有
較多的機會品嘗到中國的飲食文化。
早期新界的華人離鄉別井，他們只是迫於在家鄉難以
維生，希望能走出去賺點錢，日久有所積蓄，便落葉
歸根，回鄉置業，安度晚年，所以第一代的華人多數
都沒有打算在英國留下來。他們漂泊他邦，那股人在
番邦心繫漢的民族感情難以抹掉。後來經過多年克苦
耐勞的打拼、積極的節儉和開拓求存的精神，終於建
功立業，經過長久的生活，在異域也漸漸適應了當地
的生活方式，加上英國有完善的醫療制度、很好的生
活福利和安靜的居住環境，而且長大了的後代，並沒
有鄉土根的感情，他們多歸認同出生地才是自己的
家，而自己已來到舉步蹣跚的暮年了，終於無可奈何
走上一去不歸的路。回顧離鄉別井漂泊，奔波勞碌，
幾經人生坎坷，大都感慨萬千！

除了新界原居民外，九十年代起，由於中國收回香港
期近，英國也批准了香港數萬精英或在政府各部門服
務過的雇員有居英權，這批人也先後來英定居和工
作，並陸續有部份留學生留下來發展。八十年代，居
住在印支的華人因受到越戰的影響和迫害，英國也接
收了幾萬船民。

華人偷渡的悲劇

最近十多年來，有些中國人在不滿足現實的生活和崇
洋的思想感染下，不惜付出沉重的代價，給蛇頭付出
一筆巨額偷渡費，冒犯與國家、家庭、父母和妻兒的
訣別，甚至冒生命、失業、被逐的風險，極盡千方百
計，非法萬水千山偷渡來英找出路。很多人被犯罪集
團作為非法的廉價勞工僱傭，從中被盤剝，或到處去
在餐館和快餐店偷著打工，惟恐被警方發現而被拒逐
回原居地，他們到處流竄，沒有固定居所，大多都是
與同伙偷渡的鄉親十個八個偷住在一個分租的狹隘小
屋，環境衛生惡劣，因為沒有合法的居留和工作權
利，又遠離家鄉，更欠下巨額高利貸款，大多都是會
心亂如麻，感到前途茫茫，此類華人是最淒涼的一
群。在2000年曾發生過一次最慘的悲劇，58名華人在
偷渡途中的一輛大卡車上，因空氣稀缺而窒息死亡。
還有一次於2004年，23名華人勞工因為在英格蘭的海
灣檢拾貝類時遭遇忽然急漲的潮水吞噬而遇溺。以上
兩宗慘劇，驚動了英國社會和華人，也給我們的國家
在國際上的形象添劃了一層污點，此事令我們感到極
度難過和傷心。

華人的行業

華人來到英國，最主要的行業是飲食業，起初缺乏資
金，大多數從合股的方式經營餐館，在英國通過開餐
館和快餐店的行業，便逐漸衍生了一些與飲食有關連
的小買賣行業，例如雜貨店、運輸、洗衣店、旅遊、
海鮮、瓜菜、肉類等供應鏈，還有其它的如服務業、
小型超市、理髮店、書店等，新生的一代多服務於英
商機構，如律師、會計、劃則、電腦智能、管理層
等，一般生活都不錯，並建立了一些華人社區，同時
在較大的城市建立起中國唐人街，並向偏僻的地區發
展，現在英國每個角落都可見到華人的蹤跡，在英的
華人都很融合，和睦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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