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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窩生活體驗村：第 2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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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第六條橫巷、近第一直條巷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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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地段村屋。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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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復修前 

218地段的村屋已有百多年歷史（估計在 1905年前已存在），屋主（曾
煌添）以及屋主的阿姑（曾煌嬌）從未居住在這屋，對此屋的記憶也較稀少。

據他們憶述，此屋在他們出生（曾煌添於 1964年出生，曾煌嬌於 1946年出
生）以前已存在，沒有看到過有人居住在這裡，基本上是空置的。此屋主要用

途是擺放雜物或耕田用具，外貌上和以前沒有太大的分別。218地段的村屋原
歸於屋主爺爺的弟弟，但他沒有男性後代，所以傳給了屋主的爸爸，現在屬於

屋主。此村屋屋頂的前部分和近主樑的位置已倒塌，除此以外，復修前全屋狀

況較好。 
 
該座屋的整體外形設計是金字屋頂，室內分為兩個廳和房間。前廳的左前

方是廚房，後廳有分隔房間，有閣樓。（屋主的阿姑憶述此屋和大部分的村屋

一樣，屋的右前方是不密封的沐浴間，但從現在所見，屋的右前方是一片空

地，沒有殘餘的建築物料或轉頭。）全座建築物長約 3.8米，深約 7.9米。此屋
的主要建築物料是木、石、磚、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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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15)，屋頂只有前廳的部分及後
廳較近主樑的位置倒塌，屋後方的屋頂保存得較完整 (Fig.3,4)。屋頂上有土瓦
和客家瓦。後廳的部分：閣樓可見一條傾斜並塗上紅色的木檩 (Fig.5)，相信為
主樑，大多數的圓柱木脊檩及瓦片都仍存在。前廳的部分：兩邊的牆上都有數

個圓形的孔，相信為昔日檩的痕跡 (Fig.6,7)，而其中兩個孔仍有木檩 (Fig.8)。
前廳兩邊的牆上有由外斜向內的屋頂痕跡，瓦片的堆搭清晰可見，有些位置更

有數塊瓦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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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3屋後方的屋頂保存得
較完整，紅色的瓦為底

瓦。 

 
Fig.4 後廳較近主樑的屋頂位置倒塌。 

閣樓並不密封。 

 
Fig.5 傾斜並塗上紅色的主樑 



 4 

 
 
 
 

 
Fig.6 （左面）屋前廳牆上的圓形
孔，相信為昔日檩的痕跡。 
由外斜向內的屋頂痕跡，瓦片的堆搭

清晰，上有數塊瓦片。 

 
Fig.7 （右面）屋前廳牆上的圓形
孔，相信為昔日檩的痕跡。 
由外斜向內的屋頂痕跡，瓦片的堆搭

清晰。 

 

Fig.8 屋前廳仍有兩條木
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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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工藝 
 原來的屋頂結構是採用木材與瓦建成的客家屋屋頂，室內沒有天花板，

直接裸露屋頂的木瓦架構。屋頂呈金字形。室外是瓦片，室內是木造架構，

由木檩及桷板建造。在屋頂沿壁裝上檩，檩面上以疏間排列鋪上桷板並釘

蓋。 
露天處用瓦片在木結構上堆砌，由紅土底瓦及面層的黑色客家瓦組成；

底瓦以‘疊七留三’的方法堆砌，客家瓦以‘疊九留一’的方法堆砌在屋頂的下
方，需用灰梗屋簷抬高客家瓦。客家瓦片沒有使用灰水或水泥固定，只靠互

相壓實。瓦片從屋脊處向下砌鋪成壟，瓦壟間形成溝﹔溝上裝置客家瓦，末

端近簷口處改鋪筒瓦並抹上灰泥。 
 
 
閣樓 
     218地段的村屋設有不密封的閣樓 (Fig.4,9)，位於後廳的中央部分，閣
樓部分由木建成。閣樓有前方有一個洞 (Fig.10)，相信昔日居民在這裡放梯子
爬上閣樓。 
 

 

 
Fig.9 木製閣樓。 

  
Fig.10 閣樓前方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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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牆體與石結構 

外牆 
218地段村屋的外牆用磚、石、泥築砌，大多為就地取材。大多數的牆身

都由泥磚造成。部分牆身的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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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1,12) 
 
大門的外牆分為兩部分，以門為分界線。門以下的牆身部分相信是用石頭

堆砌，並用砂漿舖平 (Fig.13)；門以上的牆身部分由青磚堆砌而成，青磚外露 
(Fig.14)。正門框用上麻石，取其堅固耐用。 

 
在村屋的外牆身 (Fig. 15)，山牆的位置可畫彩畫，但荔枝窩的村屋大多沒

有彩畫，當中包括此屋。山牆位置沒有彩畫裝飾，符合村中的樸素形象。 
 
 

 
Fig.11 屋內牆身。 

 
 
 
 
 
 
 
 
 
 
 
 
 
 
 
 

Fig.12 屋內牆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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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3 大門牆身。 
 
 
 
 
 
 
 
 
 
 

 

Fig.14 大門牆身上部分
由青磚堆砌而成。 
麻石門框。 
 
 
 
 
 
 
 

 

Fig.15屋外的右側面。 
 
 
 
 
 
 
 
 

 
 
 



 8 

 

C. 木結構 

218地段的村屋的木檩、桷板、閣樓板、窗頁都是使用木材料 (Fig. 3, 4, 
9,20)，木材的狀況較參差。此屋外後上方有兩個圓木條 (Fig.15)，是昔日荔枝
窩村民養蜜時所需的用具。村民會用竹編織竹籃，再用泥漿水塗滿外身，儘量

製造一個吸引及適合蜜蜂居住的環境。竹籃的設計有點像一個‘8’字，蜜蜂只可
入不可出。村民會用鐵線綁住竹籃，掛在這兩個木條上。他們會每年採兩次

蜜，主要自用。 
 

D. 間壁 

     此村屋分為兩個大廳，而中間有一堵高牆壁分隔兩個廳 (Fig.16,17)。牆
壁主要用泥磚堆砌而成，有一個青磚門框，中間有一條木條。 
 
     後廳有兩間房間，中間用木板分隔開 (Fig.9)。 
 

 

Fig.16 屋內高牆。 

 

Fig.17 屋內高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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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大門 

     此村屋的大門已不復見，但仍看到一些痕跡。在門的位置，地上有五個
正方形。荔枝窩村民看重風水，很多村屋的大門都有‘天圓地方’的特點，相信
此屋也有如此的特點。 
 

 

Fig.18 門的安裝位置有
五個正方形，相信為‘天
圓地方’的風水原則。 
 
 
 
 
 
 
 

 
 

F. 窗戶 

218地段的村屋只有一個窗戶，村民在房屋的後牆壁開闢了一個面積細小
的矩形木製窗户。窗上有安裝形式簡樸垂直鐵桿，有 3條鐵桿，有一雙木板為
窗門，可通風，亦可作防盜竊之用。 
 

 
Fig.19 屋後方的窗，窗戶裝上鐵支。 

 
Fig.20 木板為窗門（室內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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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廚房 

屋的第一個廳的左方設有灶頭，為昔日簡單的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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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廁須往附近旱廁。
在用水方面，屋內沒有食水的供應，村民一度倚靠井水。 
 
 

4. 建築物特徵元素欣賞構件 

柴間、灶台、煙囪 

廚房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在灶頭前的柴間，用磚頭圍成一個長方形，

用來擺放及儲存柴。第二部分：灶頭，灶頭屬單眼灶，由普通青磚堆砌。第三

部分：立砌煙囪，位於灶台上方，由青磚堆砌而成，前側設有投柴孔。 
 

 

Fig.21柴間、灶頭、煙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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舂米器 

 
舂米器位於第二個廳的左前方，現在還剩下兩個石碓，以及在地下的兩個

圓形凹陷位，相信為昔日擺放木桶或石桶的位置。 

 

Fig.22 舂米器。 

 
 

瓦甕 

屋內可尋到數個陶製甕盆器皿，此類器皿的高度、容積、瓶口皆異，以適

應不同的用途，通常用以裝水、米，或醃製食物用。 
 

  
Fig.23, 24 瓦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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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籃、藤盤 

在閣樓裡掛有一個藤盤，以及擺放了數個大藤籃，都由竹編織而成。荔枝

窩村民昔日會用麻竹或黃竹來編織盤和籃，相信他們用這些工具來儲存和運送

柴、穀米、蕃薯或其他農作物。 
 
 
 
 
 
 
 
 
 
 
 
 

Fig.25藤籃。 

 
 
 
 
 
 
 
 
 
 

Fig.26 藤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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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磨 

     荔枝窩居民以前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糧食都是從農作物自行加工而
成，此器具相信為磨粉用的石製工具。 
 

 
 
 
 
 
 
 
 
 
 
 
 
 
 
 

Fig.27 石磨。 

 
 
 
 
 
 
 
 
 
 
 
 
 
 
 

Fig.28 農耕用具。 
 

農耕用具 

此屋的主要用途為擺放雜物、農耕用具。昔日荔枝窩村民以農業為主要收

入、糧食來源，他們會用牛來耕田。牛隻需要在播種前拉犁耙來翻鬆田地，而

此用具相信有一端用來綁住用具，另一端掛在牛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