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 沙頭角南岸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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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涌

利發展较多 ，現存建築大多為1980年代前後建造。南

涌楊氏舆谷埔楊氏同宗 ，於二十世纪中葉才遇到南涌

定居 。南涌河西岸再往南 ，南涌鄭屋立村二百餘年 ，

清初由福建圈南遇至廣東長樂 ,後續移至南涌定居“。

鄭屋村後的鄭氏祖祠建於清末(1962、2007年重建) ,用

以镇守南涌河的水口45。鄭屋的村落格局分為雨部份，

早期聚落顺山势而建 ，三排南北向的排屋建築以夯土

礴及青礴為主 ，估計為晚清及民圆時期建造。目前後

雨排建築大多已經坍塌，仍在使用的前排建築 ,部份

已經改為雨唇的礴混结構。聚落的後期發展 ，分佈垂

直於早期排屋呈東西向 ， 除了两座新修祠堂外 ，建築

多為1970年代後鋼筋混凝土住宅。在鄭屋南侧是谷地

内相對獨立的南涌羅屋 。經過村亭逼橘而入羅屋 ，是

村口祠堂舆一排面對山谷的住屋 ，呈現出一種世外桃

源的田圆景觀。羅氏於清乾隆年由福建避居到新界的

老施田山谷 ，再於清末遇至南涌西侧的河畔開塑立村。

南涌灣是沙頭角海西南的第一個内灣 , 面向鴉洲 ， 三

面環繞東侧面海 ，是山谷河流冲積形成的内灣盆地 。

南涌是沙頭角公路轉入鹿頸路後的第一個海灣 , 内

湾入口的演海處設置了公交車站 ， 還有天后宫、觀音

堂、海神龍王祠等系列小型廟宇 ， 臨水而建面朝沙頭

角海 ，可遗眺對岸的梧桐山。近年來南涌灣在潮汐交

錯舆農田逐渐廢耕的背景下 ， 已經發展為红樹林舆相

關物質的繁衍棲息地 ，展現了生物的多様性舆豐富的

生態環境。

八仙嶺山脈的屏南石澗舆屏嘉石澗顺山谷而下 ， 匯入

南涌河後蜿蜒出海 ， 不断為南涌濕地補充淡水。溪澗

和河水裹挟著泥沙漫流 ，在灣内形成地势低窪的冲積

平原 ，以及溪水潮汐交匯的瀑地 。沉積物将谷地孕育

成為冲積平原 ，提供平坦土地舆肥沃土壤 。從清朝中

期到清末民初 ，定居南涌的客家人以農耕為生 ， 在南

涌灣築堤建閘種植水稻³。

南涌張屋及李屋分佈於南涌灣濕地東側 。李屋祖先由

福建遷至廣東歸善 ，於清中期遷居南涌46。同様為線

形客家村落 ，李屋初建時建築多為客家連排式的三開

間或多開間的合院住宅。後來随著人口成長和分家 ，

南涌灣内有楊屋 、鄭屋 、羅屋 、張屋 、李屋等五個單

姓氏的村落 ，顺著南涌河分佈於两岸的山凹地 。位於

南涌灣入口處的楊屋村由一排村屋組成 ， 由於交通便 南涌湾聚落、魚塘、耕地、红栅林渥地景眼。 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