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漁池屋位於虎地坳村縱橫交錯的小徑中，是鄧太和其家人在 �� 至 ��  年代經營大型魚類

養殖業務的地方。當時金魚養殖業正直蓬勃發展的時期。為供應求，鄧先生在後院逾千呎的

地 方 劃 分 了 多 個 區 域，並 砌 造 了 二 十 多 個 磚 製 魚 池。鄧 太 一 家 繁 殖 了 多 種 金 魚，包 括 獅 頭、

紅劍、黑摩利、珠鱗等品種，牠們會分發給通菜街（俗稱「金魚街」）的水族店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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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 塘 的 前 身 相 信 是 上 世 紀 初 期 為 九 廣 鐵 路 提 供 磚 塊 的

羅 湖 磚 廠 燒 磚 者 前 來 挖 掘 泥 土 而 造 成 的 圓 形 坑 洞，形

成 天 然 貯 水 小 塘。一 般 每 逢 � 月 至 � � 月 之 間 一 共 開 花

兩次。花季期間這裹頓時煥然一新，為魚塘換上一年兩

度的新衣裳，變幻成一大片紫藍色的花海，在花期約一

個月左右的時間盡顯鳳眼藍盛放的美態，大放異彩。

由鳳眼藍形成的花海以往曾為居民
上世紀中末期曾經養魚的地方。

花海魚塘及
紅磚拱橋



德 陽 堂 呂 祖 仙 師 廟 為 本 村 的 一 大 地 標。既 是 供 奉 呂 祖

（又 名 呂 洞 賓，一 位 在 道 教 歷 史 上 舉 足 輕 重 的 人 物，也

是 中 國 民 間 傳 說 中 八 仙 之 一 ）的 參 拜 之 處，又 是 在 過

去無數大小節慶場合中集結村民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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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了區內生活景況和文化的演變，
是本地社區共同記憶中不可劃割的一部分。



記載了曾稱「鳳溪」的梧桐河修堤歷史，揭示了新界近

代史上一個十分值得注目的水利工程。為了紀念當時

政 府 與 社 區 為 上 水 一 帶 創 造 出 更 安 全 的 社 區 和 更 繁

榮的新界農業的事跡，便於����年立碑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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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坡頭碑上刻寫了豐富的文字記載，
刻畫出「鳳溪」的梧桐河修堤歷史。



「 七 彩 古 井 」是 一 口 由 村 內 找 到 的 顏 色 礫 石 所 砌 成，故 得 其 名。古 井

的由來相傳是當年九廣鐵路的供應商 ── 羅湖磚廠的工人於虎

地 坳 開 採 造 磚 的 資 源 時 建 成。當 時 的 磚 廠 工 人 因 工 作 而 需 居 住 在

虎地坳，便就地取材，利用礫石疊砌成約有�米深的一口水井，供應

日常生活所需，直到現在卻成為了磚廠曾在此處留痕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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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日是供應日常生活所需，
直到現在卻成為了磚廠曾在此處留痕的證據。



高 腳 屋 座 落 於 水 浸 頻 繁 的 梧 桐 河 旁，虎 地 坳 的 居

民 於 上 世 紀 多 次 遭 受 水 災 所 帶 來 的 重 大 損 失。為 減 低

水 浸 的 禍 害，前 人 便 巧 妙 地 蓋 建 了 高 腳 屋 來 適 應 這 種

自 然 災 害。房 子 的 前 身 是 用 木 樁 托 起，後 來 居 民 則 改 以 十

根混凝土柱來架高離地面約有兩米的居住層。

高腳屋

既獨特又實用的建築手法，
上一代適應自然災害的生活智慧。



二戰期間，英軍曾將當時連接虎地坳和上水的「虹橋」炸毀，以阻礙日軍由邊境進一步入

侵 香 港 市 內。有 見 及 此，日 軍 便 隨 即 在 村 裹 拆 掉 多 間 屋 舍，試 圖 利 用 其 拆 卸 得 來 的 物 料

來渡河。現存這六間曾被破壞的房屋多數已修葺過，但仍可隱約看見一些磚塊和後期焊

接而成的鐵皮合成構築部份，示意了以往戰事中在這裹留下的印記。

六間
遺痕 不僅是過去村民的居所，

更承載著日佔時期的新界地區
戰役歷史故事。



根據村民憶述，夾石機頭柱是羅湖磚廠駐紮村內的其中一個

遺址。據說，磚廠於上世紀初曾經進村開採礦石，所得的石料

便會運送到這條機頭柱所承托著的夾石機機器內，然後夾碎

至不同大小的石粒，用以製磚之用。後來，一群中國籍人士於

磚廠倒閉後將其大部份的剩餘物資都變賣予附近的承建商，

故現在只剩下此座機頭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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磚廠於上世紀初進村開採礦石
用此製成磚的原材料。



梧桐河，原名鳳溪，又稱印度河（River Indus），相傳是由上世

紀英國殖民時期的一位印度籍測量師在新界進行考察時引用家

鄉河名而命名。其流域分佈上水、粉嶺和龍躍頭等地，上游源於

西 邊 的 紅 花 嶺 和 黃 嶺，幹 流 隨 後 流 經 虎 地 坳，並 與 附 近 的 石 上

河 和 雙 魚 河 匯 合，在 地 圖 上 看 來 形 成 小 三 角 區，最 後 接 駁 分 隔

香港與中國大陸邊境的深圳河，是該河系的一條大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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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桐河一直以來為各式各樣的物種
提供生存所需的自然資源和棲息之地，
在支持香港生態系統方面功不可沒。



上水鄉廖氏於����年前所興建，屬於香港比較少見的

三 進 式 廟 宇，其 結 構 分 別 分 為 前 堂、正 殿、後 殿 三 個 部

份，花崗岩石建成的門框上則刻有「文明」二字，加上旁

邊的牆頂均畫上豐富細緻的花樣和夔

龍畫雕，正面看起來突顯玲瓏，優美

雅致，極具華南色彩。

天空之樹及
文明廟遺址
體現大自然和人造建築物之間栩栩如生的共生關係。

圖片來源：阡陌.依舊Facebook專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