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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窩生活體驗村：第 205地段村屋 
 

1. 位置 

 
荔枝窩村的建築佈局是由三條直巷和九條橫巷所組成，第 205地段的

村屋在村莊的東南面，位於第五條橫巷、近第一直條巷的中央位置。 
 

屋與村內屋宇的坐向一致，坐西向東，下文介紹時，以屋為主體，左

面是北，右在南方。 
 
 
 

 
 

 
 
 
 
 
 
 
 
 
 
 
 
 
 
 
 
 
 

 
Fig.1 位置圖: 第 205地段村屋。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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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復修前 

205地段的村屋已有百多年歷史，屋主（曾憲均）從出生（1937年 5月
11日）開始在這屋居住，直至 1960年他去了英國。此村屋日久失修，沒有屋
頂、沒有木樑，全屋狀況欠佳。 
 

該座屋的整體外形設計是金字屋頂，室內分為廳和房間，屋的右前方是不

密封的沐浴間，屋的左前方是廚房，有閣樓。全座建築物長約 8.2米，深約 3.5
米。此屋的主要建築物料是木、石、磚、瓦片。 

 
屋主的母親在屋主去英國後仍居住在 205地段的村屋，她在三十至四十多

年前（八十年代）過身，此屋以後就再沒有人居住，亦有用鎖鎖著大門。因多

年沒人居住、有蛇蟲鼠蟻、下雨、生鏽、瓦片損壞等狀況，屋主估計村屋在二

十多年前已倒塌。 
 

 
Fig.2 地層平面圖（復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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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結構 

 
屋頂 

該座屋的整體外形設計是金字屋頂，在屋的後方保留了完整的金字屋頂痕

跡 (Fig.6)，瓦片的堆搭清晰可見，相信全屋最高處（金字定尖）便是主樑的位
置 (Fig.4)。在屋外，大門牆上的瓦片較完整 (Fig.3)，。在屋內的前方仍保留了
數十塊瓦片，堆砌方向有一個向下的趨勢，而且屋內前方的牆上有一個由外斜

向內的屋頂痕跡 (Fig.5)，瓦片的堆搭清晰可見，最高點為大門上的屋脊，此屋
有可能為兩進的金字屋頂，一大一小。 

 
屋頂上有土瓦和客家瓦，據屋主憶述，瓦片均由沙頭角運入荔枝窩。 

 

 

Fig.3 屋外瓦片，紅色的瓦
為底瓦，向下趨勢的堆砌

方式。 

 

Fig.4 屋內瓦片，在底瓦上
的黑色的瓦為客家瓦，向

下趨勢的堆砌方式，最高

點（全屋的第二高點）為

大門上的屋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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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屋前方由外斜向內的屋
頂痕跡，瓦片的堆搭清晰可

見。 
閣樓：由磚堆砌的矮牆。 
數個用水泥堵住的圓形痕跡，

相信為昔日檩的痕跡。 

 

Fig.6 屋後方完整金字屋頂痕 
跡，瓦片的堆搭清晰可見，金

字頂尖為主樑位置，以及全屋

最高處。 
圓柱木脊檩的痕跡。 

 

Fig.7 圓柱木樑、橫向的痕
跡，相信昔日此屋建有閣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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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樓 
205地段村屋設有閣樓，在屋前方及後方的牆身可見圓柱木脊檩的痕跡

(Fig.6)。在屋的中間，有一條由石和磚造的橫條，橫條上方有一堵用磚砌的矮
牆 (Fig.5)。閣樓的主要用途是睡房，以往設有小樓梯，供家人爬上閣樓睡
覺。閣樓沒有窗戶。 

 
地板 

沒有使用任何建築材料，就像原始生活的那樣，沒有拋光，工人在建屋時

儘量鋪平。 
 
 

B. 牆體與石結構 

外牆 
205地段村屋的外牆用磚、石、泥築砌，大多為就地取材。昔日，荔枝窩

工人自己打磚建屋，磚通常由紅模泥打成。根據屋主的憶述，205地段的村屋
在建屋時沒有使用青磚，相信屋內的磚都是泥磚。屋的下端部分由大石頭堆

砌，並用砂漿舖平，上端部分用磚塊堆砌而成。於大門的牆身有大量水泥封

住，屋主說可能是他和母親在五十年代時維修外牆而塗上的，但他自己也不確

定、沒什麼印象，牆上方的線條亦如是。 

 

Fig.7 屋外牆身。 
大門左右有兩道小窗。 
 

 
Fig.8 屋內牆身，上端部分用磚
塊堆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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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木結構 

205地段村屋屋頂已倒塌，沒有天花，相信木材亦已腐爛及倒下，屋內基
本上沒有木材可見。在牆上大屋頂的殘骸下，有 15個用水泥堵住的圓形痕跡 
(Fig.6)；在牆上細屋頂的殘骸下，亦有數個用水泥堵住的圓形痕跡 (Fig.5)，相
信前後者都是由瓦下的木脊檩所造成的。在屋內中間的磚牆上，有一條橫向的

痕跡 (Fig.7)，而痕跡後方有三個圓形痕跡、前方有一個較大的圓形痕跡，相信
為承托閣樓的木樑。 
 
 

D. 間壁 

     屋內中央有一堵用磚堆砌的牆 (Fig.8)，用來分隔房間和大廳。屋內中上
方有一條橫條，橫條上方的矮磚牆疑似是用來分隔閣樓的房間 (Fig.9)。 

 

Fig.9 屋內磚牆。 
 
 
 
 
 
 
 
 
 
 

 

Fig.10 閣樓磚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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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窗戶 

205地段的村屋在早期時沒有窗户。後來在 50年代時，村民在房屋的前
後牆壁開闢面積細小的矩形木製窗户，大門左右有兩扇較小型的窗 (Fig.7)，屋
後方有一道較大的窗 (Fig.10)，閣樓沒有窗。屋主憶述窗上沒有安上鐵支，但
在實地考察時，窗上有安裝形式簡樸垂直鐵桿，小窗各有 3條鐵桿，而大窗則
有 5條鐵桿和一塊已破損的鐵網。所有窗戶不曾裝有玻璃，但都曾有一雙木板
為窗門，不過木板已不復見。 

 

Fig.11 屋後方的大窗，窗
戶裝上鐵支，即可通風，

亦可作防盜竊之用。 

 
 

F. 浴室 

荔枝窩昔日的房屋沒有廁所，村民在屋的右前方砌築矮牆圍成一個細小露

頂浴間，但 205地段村屋的浴間已倒塌，只剩一堆磚塊。 

 

Fig.12 現時浴間位置，只
剩磚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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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廚房 

屋的左前方設有灶頭，為昔日簡單的廚房。昔日曾擺放大鑊頭，用鑊鏟煮

菜。由河邊擔水，放進水缸儲存。 
 
 

3. 屋宇設備 

     昔日村民對屋宇設備諸要求甚少，屋內沒有廁所，只有簡陋的沐浴間。屋
內亦沒有食水的供應，根據屋主憶述，他們需要前往河邊擔水，繼而放進屋內

的水缸儲水，應付日常生活。 
 
 

4. 建築物特徵元素欣賞構件 

柴間、灶台、煙囪、水缸、舂米器 

廚房分為五部分。第一部分：在灶頭前的柴間，用石頭圍成一個長方形，

用來擺放及儲存柴。第二部分：灶頭，由普通青磚磚堆砌。第三部分：立砌煙

囪，位於灶台上方，由普通磚堆砌而成。第四部分：水缸，為灶頭後方，是後

期的加建物。第五部分：舂米器，在水缸的後方，但現在只剩一個石碓。 
 

 

Fig.13 柴間、灶頭、水
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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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4 煙囪。 

 

Fig.15 只剩石碓的舂米
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