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8 219香 港 傳 統 文 化 傳 統 建 築

1987 年，政府撥款重修書室，覲廷書室的修繕工程於同年開始進行。

先後於 1991 年及 1994 年分別獲得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獎狀及亞洲建築師

學會保護文物金獎。1991 年 4 月 21 日，覲廷書室重修竣工開光。

（蘇萬興：《坐言集之屏山鄧族》，頁 59。香港︰超媒體有限公司，2008 年。）

問題討論

1. 為什麼新界氏族會興建書室？

2. 為什麼說清暑軒糅合了中西文化？

3. 你覺得覲廷書室與現代校舍有何相異之處？

六、聚星樓

「聚星」的意思就是聚集文魁星之所。11 聚星樓是一座文峰塔，

位於元朗屏山坑尾村西北面，是香港現存唯一的古塔，於 2001 年

被列為法定古蹟。據屏山鄧氏族譜所載，聚星樓由鄧族第七世祖

彥通公所興建，已有超過六百年的歷史。這座六角形的古塔以青

磚砌成，約十三公尺高。塔分三層，上層供奉魁星。聚星樓是為

了鎮水災及改善地方風水而興建的，因其與青山地貌遙相配合，

故認為它可庇佑鄧氏子弟在科舉中考取功名。事實上，鄧氏家族

歷代人材輩出，中舉當官者甚多。

    興建目的

聚星樓始建的年份眾說紛紜，據屏山鄧氏族譜所載，這座聚星樓由屏山

七世祖鄧彥通所建，亦即建於明代初年的時候，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歷史。

此外，也有傳說謂聚星樓建於清代初年，距今只有三百多年的歷史。據說這

塔的興建與風水有關，旨在「擋北煞，驅洪水，振文運」，意思就是驅邪鎮

災，防洪護民。原來該塔昔日處於河口，面對后海灣，所以建塔的目的正是遮

擋北面而來的煞氣，為族人驅除洪水之患。此外，該塔也承接青山的山勢，可

以庇佑屏山鄧氏的子孫，使他們文運昌盛。事實上，「聚星樓」的意思就是聚

11	魁星︰古時人們相信魁星是主宰文運的神。清錢大昕《十駕齋齊養新錄》十九〈魁星〉︰「學校

祀魁星，於古未之聞也。按《新定續志學校門》云︰『魁星樓為一學偉觀，前知州吳槃，既勤樸斲，

今侯錢可則始丹堊其上，以奉魁星，郡人方逢辰書其扁。』是南宋已有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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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文魁星，而屏山鄧氏在清代的確人材輩出，在科舉考試中屢獲功名。12

（陳志華、黃家樑、羅國潤編著：《香港古跡考察指南》，頁 86-87。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有

限公司，1999 年。）

建築特色

聚星樓的原來層數是一個謎，有說初建成時塔高七層，最頂的四層在兩

次颳風時倒塌。風水師指點村民，最好讓塔保持三層高度，於是鄧氏把塔頂

灌上水泥。今天所見的聚星樓正好三層，面向東南方。

（周家建、吳韻怡、黃曉恩、鍾婉儀、盧淑櫻、蔡潔雯編著：《建人建智：香港歷史建築解說》，

頁 212。香港︰中華書局，2010 年。）

聚星樓是六角形的建築，約高二十米、寬十米，以傳統青磚興建。正門

門框以花崗石條建成。結構獨特的塔簷以疊澀形式建造，極具特色，而整座

塔可說風格樸實，並沒有華麗的藻飾。

（蘇萬興：《坐言集之屏山鄧族》，頁 23。香港︰超媒體有限公司，2008 年。）

聚星樓四周有青磚建造的矮牆圍繞。門口台基前的石階兩旁的垂帶為卷

雲形狀，寓意先人寄望後人「步步高升」、「平步青雲」。石階亦稱為雲梯，

級數多為單數（又稱陽數）。古人一般認為陽數比較吉利，而陰數應避免。

從這些建築細節，充分反映了古代中國建築的藝術和建築者的智慧。二樓和

三樓主要以木橫樑和板條支撐着樓板，樓層間以木梯貫通。聚星樓的樓梯十

分陡峭，攀登時幾乎要手足並用。中層和頂層的正面均有窗戶，可瞰覽整個

屏山。這兩個窗戶各採用不同的形狀，分別為圓拱形及圓形，增添了視覺上

的趣味。

12	鄧族子孫中舉者眾，有些更是朝廷大官，其中七世祖鄧馮遜乃元朝的三閩藩伯、九世祖鄧彥通是

明朝寧國府正堂、二十世祖鄧獻可於清朝嘉慶九年（1804 年 ) 高中舉人，其後被任命為略騎尉即

用衞守府。

從底層仰望正門上的楣石及樓上的窗戶，三者成一直線。每層的正外牆

均有吉祥的題字，寄託了鄧氏祖先對後人光宗耀祖、考取功名的期望。底層

入口處是一道鐵門，入口周邊以花崗石圍繞，門上有「光射斗垣」的刻字 13；

中層的圓拱形窗戶上面有「聚星樓」的刻字，點出塔樓的名稱；而頂層的圓

窗上則有直豎着的「凌漢」刻字。14

（周家建、吳韻怡、黃曉恩、鍾婉儀、盧淑櫻、蔡潔雯編著：《建人建智：香港歷史建築解說》，

頁 212-213。香港︰中華書局，2010 年。）

敬奉神明

聚星樓曾用作書室，收藏字畫典籍；同時供奉祖先靈牌，後來成為打醮

巡行的駐點 15，村民聚集於此敬奉神明。塔樓內的第一層由關帝與文昌坐鎮，

13	斗垣︰斗，星座名，共有七星，因在北方，聚成斗形，故稱為「北斗」；垣，星位，古分星上、中、

下三垣。

14	凌漢︰凌，高出、超過的意思；漢，指銀河、天河。

15	打醮︰僧道設壇誦經，超渡鬼魂。

攝於 1968 年的聚星樓（轉載自歷史檔案館）

正門門框以花崗石條建成（轉載自政府新聞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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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邊還有觀音像，保佑鄧族能夠文武全才。二樓供奉魁星，三樓則空置。魁

星與文昌同是主管文教的神靈，決斷科舉、幫助學子。學子考試前都會前來

膜拜，這種求神保佑的習慣仍然保持至今，每當新學年開始，都會有父母帶

着兒女，捎來香燭、鮮花、芹菜、元寶、水果，祈求魁星保佑孩子求學順利。

（周家建、吳韻怡、黃曉恩、鍾婉儀、盧淑櫻、蔡潔雯編著：《建人建智：香港歷史建築解說》，

頁 208-209。香港︰中華書局，2010 年。）

問題討論

1. 文峰塔盛行於明代中葉至清代，其興建的目的是什麼？

2. 你覺得聚星樓的外形像一管文筆插入雲霄嗎？其寓意是什麼
呢？

3. 聚星樓作為一座風水塔，在建築方面有何特色？

七、元朗墟市之發展

昔日的農業社會，墟市多設於鄉村步道或水路要衝，四通

八達，方便各鄉農民前往擺賣及採購日用品，是商業活動的集中

地。香港新界地區之墟市，約始自明中葉，當時區內人口較前大

增，加上經濟發展，遂有定期墟市的出現。其中，元朗墟市由清

至近現代，經歷了以「光裕堂」為主的舊墟到五合街新墟的發展

變化；而今，無論是舊墟抑或新墟，原址均已拆卸改建成住屋或

商廈，「趕墟」熱鬧境況已不可見，「逛商場」代之成為人們生活

所必需。

元朗舊墟

元朗，位香港新界西北部，為一沖積平原。該地古稱圓塱，意即豐滿之

低窪地。

該地於上古時代，已有人居停，歷唐、宋、元三朝，入遷人口日多，至

明代，該地已甚發達，且有墟市之設立，名大橋塾墟，位今大橋地區。

清初遷海，當地居民全遷內地，展界後，居民陸續遷回，至十七世紀末

期，該處可考之村莊，有西邊圍、南邊圍、東頭村、蔡屋村、英龍圍、大圍

村，及黃屋村等。

展界初期，因遷回該地之人口不多，故舊日之大橋塾墟未有重建。其

後，居民多居舊墟市之對岸，1669 年，錦田鄧文蔚中舉，為便區內鄉眾，

遂與各村紳彥，於元朗涌對岸西邊圍及南邊圍中間之地，創建圓塱墟，今稱

元朗舊墟，以鄧文蔚房之「光裕堂」為墟主。

（蕭國健：《香港新界鄉村之歷史與風貌》，頁 5-6。香港︰中華文教交流服務中心，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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