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议行程一: 

“山旮旯”隐世之旅：探索沙头角禁区、荔枝窝和梅子林 

 

行程 

第一天 

1. 探索沙头角禁区 

 

聆听这一带鲜为人知的故事，到访中英街、新楼街等有趣的景点，以及全港最长的码头沙头角公众码

头，欣赏得天独厚的海岸景色。在禁区内品尝不同美味以及客家午餐。 

 

2. 梅子林 

到访香港其中一条最美的村落——梅子林，欣赏村中的美丽壁画，以及到访《缘路山旮旯》中男女主角

的电影场景。 

 

 

3. 荔枝窝 

走进超过三百年历史的荔枝窝，欣赏超过 200 多间村屋的巧妙排列，感受乡村魅力及宁静的生活环境。

在荔枝窝客家生活体验村度过一个远离烦嚣、放松心灵的晚上，并亲身体验村民的热情及人情味。 

 

 

第二天 

1. 茶粿工作坊 

 

参加茶粿工作坊，体验客家生活文化及传统。 

 

2. 游览蛤塘 

 

到访另一条怡人的村落——蛤塘，品尝香美味的客家美食。 

 

 

   
 

相片由电影《缘路山旮旯》提供 



   

建议行程二: 

沙头角一日游“沙头角．抗战纪念馆．沙头角农庄．镜蓉书屋” 

 

行程 

1. 乌蛟腾抗日英烈纪念碑 

 

纪念碑是为纪念于 1941年至 1945年日占时期保卫香港、对抗日军侵略而牺牲的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港

九独立大队成员，以及乌蛟腾村村民而建。 

 

2. 沙头角抗战纪念馆 

 

石涌凹罗氏大屋为罗奕辉于 1930年兴建，是抗日时期游击队进入香港后的落脚点及港九大队的活动基

地，见证了香港的抗战历程。除提供战略位置外，罗家在抗日期间也作出很大贡献，曾有 11位家族成员

参与港九大队的抗日游击活动，担任各队队长、交通站长、医院院长、情报员等不同范畴的工作。现时

大屋已改建为「香港沙头角抗战纪念馆」。馆内的常设展览涵盖东江纵队与港九大队的抗战历史，以

及，展示罗家抗日事迹的“香港抗日一家人”展览。 

3. 沙头角农庄午餐 

坐落于塘肚村，邻近沙头角墟，是集餐饮、有机种植、优质鱼养殖、动物培育、生态环境保育旅游及自

然生态教育于一身的农庄。 

4. 镜蓉书屋 

位于沙头角上禾坑客家村的镜蓉书屋，由沙头角区大族——李族于清朝时期兴建。建校初期为只供村内

李氏族裔子弟就读的私塾。后来经过扩建及重修，逐渐演变成现时的古迹建筑。大门上的“镜蓉书屋”

由学者李培元题写，意指祝愿学子名列前茅。当年一般只在祠堂里授课，但镜蓉书屋在兴建时已用作书

室用途，属香港罕有的例子，可见当时客家人对下一代教育的重视。镜蓉书屋后来改名为“镜蓉小

学”，直至 1986年完成历史任务，正式停校。该建筑于 1991 年被列为法定古迹。 

 

              



建议行程三: 

沙头角、松岭邓公祠、镜蓉书屋一天游 

 

行程 

1. 沙头角码头  

 

沙头角码头是全港最长的码头，全长 280米，初建于 1960 年代，后于 2004年重建。由于沙头角海滨一

带水浅，船只难以停泊，因此码头须延伸至深水位置。码头墙壁上有沙头角小学生绘制的壁画，描绘沙

头角的人文历史。码头尽处的“天涯海角”配上纯白灯塔，别有一番风情。 

 

2. 沙头角之角 

沙头角最东之角竖立着一块标示经纬度的旧式路牌，前方还有刻上“日出沙头，月悬海角”的石碑。相

传这是源自一位清朝大臣来到广东沿岸视察，看见这里风光如画，便题下此诗句，“沙头角”因而得

名。在这里，你可以尽览沙头角海湾的天然海岸线。当你静下心神，就会发现耳边传来阵阵海浪声，盖

过途人的喧闹，时间彷佛停止流动，永远凝在诗人被美景感动的一刻。 

3. 镜蓉书屋 

位于沙头角上禾坑客家村的镜蓉书屋，由沙头角区大族——李族于清朝时期兴建。建校初期为只供村内

李氏族裔子弟就读的私塾。后来经过扩建及重修，逐渐演变成现时的古迹建筑。大门上的“镜蓉书屋”

由学者李培元题写，意指祝愿学子名列前茅。当年一般只在祠堂里授课，但镜蓉书屋在兴建时已用作书

室用途，属香港罕有的例子，可见当时客家人对下一代教育的重视。镜蓉书屋后来改名为“镜蓉小

学”，直至 1986年完成历史任务，正式停校。该建筑于 1991 年被列为法定古迹。 

4. 松岭邓公祠 

松岭邓公祠位于老围与祠堂之间，是龙跃头邓氏的祖祠，亦是粉岭区内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祠堂。

祠堂建成后曾多番修建，但原貌改变不大。公祠于 1990 年开始大规模重修，1992年竣工，1993年举行

隆重的开光典礼，于 1997 年正式列为法定古迹。 

 

   

  



建议行程四: 

东江纵队辖下港九大队历史回顾游 

行程 

第一天 

1. 沙头角抗战纪念馆 

 

石涌凹罗氏大屋为罗奕辉于 1930年兴建，是抗日时期游击队进入香港后的落脚点及港九大队的活动基

地，见证了香港的抗战历程。除提供战略位置外，罗家在抗日期间也作出很大贡献，曾有 11位家族成员

参与港九大队的抗日游击活动，担任各队队长、交通站长、医院院长、情报员等不同范畴的工作。现时

大屋已改建为「香港沙头角抗战纪念馆」。馆内的常设展览涵盖东江纵队与港九大队的抗战历史，以

及，展示罗家抗日事迹的“香港抗日一家人”展览。 

 

2. 乌蛟腾抗日英烈纪念碑 

 

纪念碑是为纪念于 1941年至 1945年日占时期保卫香港、对抗日军侵略而牺牲的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港

九独立大队成员，以及乌蛟腾村村民而建。 

 

3. 香港回归塔 

 

香港回归纪念塔所在地为当年英军登陆新界之处。纪念塔高 32.4 米，登顶四望，公园和吐露港的美景尽

收眼底。 

第二天 

1. 企岭下 

 

企岭下拥有多样化的栖息地，包括有红树林、泥滩、沙滩、溪流和天然水道。其中，该处的红树林于

1994 年划为具特殊科学价值地点。 

 

2. 黄毛应玫瑰小堂 

 

玫瑰小堂在 1940年于黄毛应落成。1942年 2月 3日，其时正处于第二次中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港九大队于玫瑰小堂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