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 朗 錦 田 祠 塘 村 20 號  

鄧 伯 裘 故 居  

文 物 價 值 評 估 報 告  

 

鄧 伯 裘 故 居 位 於 元 朗 錦 田 祠 塘 村 1， 又 名 「 禮 耕 堂 」 2， 相 信 是

建 於 二 十 世 紀 初。鄧 伯 裘（ 一 八 七 六 至 一 九 五 零 年 ）是 錦 田 鄧 族 開

基 祖 之 一 鄧 元 亮 第 二 十 六 世 孫 ， 亦 是 錦 田 鄧 氏 在 十 九 世 紀 末 至 二

十 世 紀 前 半 葉 的 顯 赫 人 物。3 故 居 見 證 鄧 伯 裘 這 位 錦 田 著 名 人 物 的

一 生 ， 以 及 他 為 錦 田 、 元 朗 以 至 整 個 新 界 的 發 展 所 作 出 的 重 大 貢

獻 。  

 

鄧 伯 裘 秉 承 為 錦 田 鄧 族 子 弟 提 供 教 育 的 傳 統 4， 在 二 十 世 紀 初

把 故 居 的 一 部 分 闢 作 鄧 氏 子 侄 的 私 塾。 5 他 致 力 在 元 朗 發 展 教 育，

在 故 居 內 開 設 的 私 塾 相 信 是 他 首 次 嘗 試 辦 學。後 來 在 一 九 二 六 年，

他 斥 資 支 持 興 辦 元 朗 少 岐 義 學，並 於 同 年 創 辦 蒙 養 學 校，又 在 一 九

四 九 年 擔 任 元 朗 公 立 中 學 建 校 委 員 會 主 席 。  

  

除 推 廣 教 育 外 ， 他 先 是 在 一 九 二 三 年 參 與 創 立 租 界 農 工 商 業

研 究 總 會 （ 即 於 一 九 二 六 年 成 立 的 鄉 議 局 的 前 身 ）， 並 分 別 於 一 九

三 零 年 和 一 九 三 八 年 擔 任 新 界 農 業 會 的 幹 事 值 理 和 元 朗 商 會 的 副

主 席。此 外，他 促 成 在 錦 田 創 立 錦 田 婦 孺 醫 院 和 聖 約 翰 救 傷 隊 元 朗

支 隊 救 傷 站 （ 分 別 於 一 九 三 二 年 和 一 九 四 八 年 啟 用 ）， 並 先 後 在 一

九 二 八 至 二 九 年、一 九 三 三 至 三 四 年、一 九 四 六 至 四 七 年 及 一 九 四

七 至 四 八 年 四 度 ， 擔 任 博 愛 醫 院 主 席 。  

 

作 為 錦 田 的 地 區 領 袖 ， 鄧 伯 裘 是 當 地 鄉 民 與 香 港 政 府 之 間 的

歷 史 價 值  

                                                 
1  該 村 的 中 文 名 稱 有 兩 種 寫 法 ， 分 別 為 「 祠 塘 村 」 和 「 祠 堂 村 」， 現 時 兩 種 寫

法 均 有 政 府 部 門 使 用 。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與 錦 田

鄧 氏 族 人 進 行 口 述 歷 史 訪 問，他 們 普 遍 相 信，該 村 名 源 自 附 近 的 圍 村 泰 康 圍

內 的 「 龍 游 尹 泉 菴 鄧 公 祠 」。 該 祠 堂 於 一 七 六 八 年 建 成 ， 以 紀 念 鄧 文 蔚 。 當

時 該 祠 堂 附 近 人 口 稀 疏，直 至 泰 康 圍 人 口 增 長 至 超 過 該 圍 村 所 能 容 納，村 民

始 遷 入 祠 塘 村 居 住 。  
2  建 築 物 正 門 的 木 門 板 上 書 有 一 副 對 聯 ， 對 聯 以「 禮 」和「 耕 」字 起 首 ， 可 視

為 鄧 伯 裘 的 個 人 座 右 銘 ， 或 他 所 希 望 達 到 的 目 標 。  
3  鄧 伯 裘 於 一 九 一 五 年 在 元 朗 開 設 泰 祥 號 榨 油 廠 ， 其 後 成 為 屈 臣 氏 有 限 公 司

的 代 理 ， 售 賣 梳 打 水 。 他 是 一 位 非 常 成 功 的 商 人 ， 在 錦 田 、 元 朗 、 羅 湖 和 粉

嶺 收 購 了 多 幅 土 地 。 資 料 可 見 香 港 歷 史 檔 案 館 的 歷 史 檔 案 (HKRS96-1-6029)

及 經 濟 資 料 社 ：《 香 港 工 商 手 册 》， 香 港 ： 經 濟 資 料 社 ， 1946 年 ， 頁 200。  
4  在 錦 田 興 建 的 六 所 私 塾 中，五 所 原 先 是 專 為 教 學 用 途 而 建：二 帝 書 院（ 法 定

古 蹟 ）、 力 榮 堂 書 室 （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 周 王 二 公 書 院 （ 二 級 歷 史 建 築 ）、 泝

流 園 （ 三 級 歷 史 建 築 ） 及 鄧 虞 階 書 室 （ 三 級 歷 史 建 築 ）。 第 六 所 長 春 園 （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 則 為 祭 祀 祖 先 兼 教 育 而 設 。  
5 《 集 體 官 契 》 及 故 居 內 的 一 個 古 董 擺 鐘 為 建 築 物 的 早 期 歷 史 提 供 了 線 索 。 根

據 官 契，故 居 的 一 部 分（ 具 體 而 言 為 丈 量 約 份 第 109 約 KHWL 183 及 KHWL 
184） 原 先 指 定 用 作 「 學 校 」。 該 擺 鐘 有 「 LAI  KANG SCHOOL」 字 樣 。  



橋 樑。他 曾 代 表 錦 田 鄧 族 向 政 府 請 願，最 後 成 功 取 回 在 一 八 九 九 年

被 英 國 掠 奪 到 愛 爾 蘭 的 吉 慶 圍 鐵 門。於 一 九 三 五 年 和 一 九 三 七 年，

鄧 伯 裘 獲 任 命 為 接 待 新 任 港 督 委 員 會 成 員 ， 接 待 兩 名 新 任 香 港 總

督 郝 德 傑 爵 士 （ Sir Andrew Caldecott） 和 羅 富 國 爵 士 （ Sir Geoffry 

Northcote）。 鄧 伯 裘 在 一 九 三 零 年 獲 頒 授 榮 譽 狀 ， 更 在 一 九 三 七 年

獲 英 王 加 冕 勳 章，後 來 於 一 九 四 七 年 獲 委 任 為 太 平 紳 士。此 外，他

亦 於 一 九 三 九 年 獲 頒 聖 約 翰 勳 章 銅 章 ， 以 表 揚 他 為 聖 約 翰 救 傷 隊

所 作 出 的 貢 獻 。  

 

故 居 內 展 示 了 慶 祝 鄧 伯 裘 七 十 歲 大 壽 時 所 收 到 的 禮 物、牌 匾、

對 聯、書 法 卷 軸，以 及 恭 賀 他 獲 委 任 為 太 平 紳 士 的 賀 禮，反 映 鄧 伯

裘 廣 闊 的 人 際 網 絡 及 崇 高 的 社 會 地 位 。 賀 禮 的 下 款 署 名 為 當 時 的

知 名 人 士，包 括 著 名 前 清 翰 林 學 者 賴 際 熙、江 孔 殷、朱 汝 珍 及 岑 光

樾、本 地 著 名 書 法 家 區 建 公，以 及 元 朗 富 商 鄧 佩 瓊 和 趙 聿 修 等。當

鄧 伯 裘 在 四 年 後 逝 世 時，傑 出 商 人 及 民 間 領 袖 周 壽 臣 爵 士、東 華 三

院 主 席 周 湛 光 及 保 良 局 主 席 蔡 昌 等 多 位 顯 赫 人 物 ， 以 及 署 理 布 政

司 、 華 民 政 務 司 、 教 育 司 及 新 界 民 政 署 署 長 等 高 官 亦 深 表 哀 悼 。 6 

 

 

這 幢 單 層 長 方 形 青 磚 建 築 物 有 別 於 四 周 的 村 屋 ， 它 的 長 度 是

闊 度 的 五 倍，一 端 建 有 顯 眼 的 三 層 高 更 樓。單 從 外 貌 來 看，故 居 為

清 代 民 間 建 築，單 筒 雙 瓦 硬 山 頂，平 實 的 屋 脊，青 磚 外 牆 飾 以 灰 塑，

但 建 築 結 構 及 室 內 裝 修 則 為 中 式 及 西 式 元 素 共 融 。  

 

故 居 建 於 多 幅 在 一 九 零 五 至 一 九 二 二 年 間 購 入 的 土 地 上 ， 意

味 着 故 居 曾 多 次 進 行 擴 建。觀 其 立 面，外 牆 上 可 看 到 不 同 年 代 施 工

的 連 接 痕 跡。中 間 單 位 的 基 座 以 花 崗 岩 磚 築 砌，而 左 邊 單 位 的 基 座

則 以 毛 石 築 砌 。 由 於 中 間 單 位 的 兩 端 角 落 及 正 門 入 口 兩 側 都 有 豎

砌 的 花 崗 岩 石 條，因 此 中 間 部 分 相 信 是 最 先 興 建 的，其 後 與 其 他 擴

建 部 分 連 接 成 為 現 有 的 模 樣。牆 身 飾 帶 及 山 牆 飾 帶 均 飾 有 灰 塑，主

題 為 花 卉 草 木 及 神 話 人 物 ， 部 分 仍 然 保 存 良 好 。  

 

這 幢 長 方 形 的 住 宅 建 築 分 為 兩 排：主 要 的 起 居 部 分 設 於 後 排，

而 廚 房、貯 物 室、天 井、通 道 及 走 廊 均 設 在 前 排。通 過 建 築 物 正 門

的 天 井，便 看 到 托 斯 卡 納 式 圓 柱 及 拱 門，是 大 廳 的 建 築 設 計 特 色。

大 廳 中 央 的 文 昌 神 檯 及 對 聯 置 於 面 向 正 門 的 中 軸 線 上 ， 相 信 與 建

築 物 原 本 用 作 學 校 的 用 途 有 關 。 7 

位 於 神 檯 右 邊 的 一 道 手 工 精 細 的 木 製 花 罩 ， 把 大 廳 分 間 成 兩

個 較 小 的 單 位。穿 過 傳 統 的 趟 櫳 門 及 同 時 作 為 門 口 的 屏 風 門，便 會

建 築 價 值  

                                                 
6  鄧 緝 煌 ，《 鄧 伯 裘 先 生 哀 思 錄 》（ 香 港 ： 編 輯 自 編 ， 一 九 五 零 年 ）。  
7  按 照 傳 統，私 塾 及 祠 堂 設 置 文 昌 神 檯，擺 放 祭 品 供 奉。位 於 錦 田 水 頭 村 的 二

帝 書 院 ， 建 於 道 光 年 間 (一 八 二 一 至 一 八 五 零 年 )， 亦 設 有 文 昌 神 檯 。  



看 到 寬 敞 的 偏 廳。廳 內 有 托 斯 卡 納 式 圓 柱 及 拱 門。此 外，偏 廳 有 三

個 門 口 通 往 故 居 內 其 他 地 方 如 寬 敞 的 後 院 、 右 邊 的 天 井 連 浴 室 和

廁 所 ， 以 至 更 樓 。   

 

位 處 於 北 隅 的 三 層 高 更 樓 為 這 幢 建 築 物 的 一 大 建 築 特 色 。 更

樓 內 以 花 卉 圖 案 腰 線 及 模 製 天 花 線 作 簡 單 裝 飾 。 樓 梯 連 欄 河 及 地

面 均 以 紅 色 為 主 調，配 以 綠 色 間 條 和 花 瓣 圖 案 的 水 磨 石 為 飾 面。樓

內 只 設 有 小 型 窗 口，裝 飾 簡 單，可 見 更 樓 作 監 視 和 保 安 的 用 途。更

樓 牆 壁 厚 實、其 入 口 木 門 厚 重 堅 固 兼 裝 上 多 個 橫 鎖，以 確 保 嚴 密 的

保 安 。  

 

至 於 故 居 左 邊 的 部 分 是 業 主 一 家 稱 為「 新 書 房 」的 大 廳，其 入

口 兩 側 分 別 各 有 一 對 托 斯 卡 納 式 圓 柱 和 一 道 拱 門 ， 把 大 廳 分 成 三

個 開 間。穿 過 拱 門 和 通 道 後 有 另 一 連 有 蓋 走 廊 的 天 井，透 明 屋 頂 是

後 來 加 建 的。天 井 的 中 央 部 分 以 花 崗 石 塊 建 造，有 蓋 走 廊 地 面 鋪 上

白 色 六 角 形 地 磚，當 中 夾 雜 綠 色 地 磚，組 成 一 些 雪 花 圖 案。天 井 北

面 內 牆 有 如 意 和 海 棠 花 紋 飾 的 綠 色 琉 璃 陶 製 漏 窗 ， 上 方 是 吉 祥 圖

案 的 灰 塑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整 個 建 築 物 ， 包 括 這 個 「 新 書 房 」， 貫

徹 採 用 托 斯 卡 納 式 圓 柱 和 拱 門 的 西 式 建 築 元 素 用 作 裝 飾 ， 並 作 為

由 木 桁 條、桷 板 及 瓦 片 構 成 的 金 字 屋 頂 的 支 座。圓 柱 的 底 座 以 混 凝

土 和 水 磨 石 建 成。牆 頂 飾 帶 上 有 精 美 的 風 景 和 人 物 壁 畫 及 書 法，大

部 分 都 保 存 良 好，且 色 彩 仍 然 絢 麗。地 下 同 樣 鋪 上 六 角 形 地 磚，中

間 鋪 砌 一 個 大 雪 花 圖 案 。「 新 書 房 」 具 有 中 西 式 建 築 和 裝 飾 ， 設 計

獨 特 。  

 

 

故 居 的 結 構 反 映 該 建 築 在 二 十 世 紀 初 曾 進 行 了 數 次 擴 建 工

程。建 築 物 亦 有 數 處 改 動 ︰ 部 分 窗 戶 已 更 換、屋 內 牆 壁 重 新 抹 灰、

天 井 已 覆 蓋；雖 然 建 築 物 因 配 合 現 代 住 宅 用 途 而 有 所 改 動，但 整 體

而 言，故 居 保 留 了 二 十 世 紀 初 的 大 部 分 原 貌。部 分 壁 畫 仍 然 保 留 其

原 有 色 彩 ， 而 大 部 分 顯 示 精 湛 工 藝 的 建 築 構 件 及 裝 飾 的 原 有 細 節

仍 保 存 良 好 。  

 

保 持 原 貌  

程 度  

 

有 別 於 附 近 的 鄉 村 ， 鄧 伯 裘 故 居 座 落 的 祠 塘 村 並 沒 有 圍 牆 以

防 止 盜 賊；因 此，建 築 物 在 設 計 中 加 入 保 安 考 慮，特 別 是 設 有 三 層

高 的 更 樓 。 雖 然 香 港 的 其 他 地 方 也 有 數 個 更 樓 的 例 子 8， 但 這 設 計

在 錦 田 的 住 宅 建 築 實 屬 獨 一 無 二 。  

 

此 外，長 形 的 大 宅 及 更 樓 形 成 L 形 布 局，極 具 特 色。更 與 別 不

罕 有 程 度  

 

                                                 
8  根 據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的 記 錄，其 他 有 更 樓 的 住 宅 建 築 例 子 包 括 大 埔 白 沙 澳 何

氏 舊 居 （ 更 樓 及 廂 房 ，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 大 嶼 山 梅 窩 涌 口 袁 氏 大 屋 （ 東 更 樓

和 西 更 樓，均 為 二 級 歷 史 建 築 ）及 粉 嶺 鶴 藪 村 15 號（ 更 樓，二 級 歷 史 建 築 ）。  



同 的 是 ， 在 這 所 住 宅 建 築 中 揉 合 中 國 傳 統 裝 飾 特 色 和 西 方 結 構 構

件 ， 反 映 出 二 十 世 紀 初 中 國 士 紳 階 級 的 生 活 面 貌 。  

 
鄧 伯 裘 是 十 九 世 紀 末 至 二 十 世 紀 初 錦 田 的 一 位 著 名 人 物 。 直

至 現 在，錦 田 和 元 朗 的 居 民，尤 其 是 父 老 一 輩，還 記 念 他。他 的 故

居 是 見 證 錦 田 和 元 朗 的 發 展 的 重 要 建 築 ， 尤 其 是 二 十 世 紀 初 本 港

私 塾 的 歷 史。時 至 今 日，能 證 明 鄧 伯 裘 對 元 朗 的 教 育 所 作 出 的 貢 獻

的 歷 史 建 築，就 只 有 他 的 故 居。此 外，這 座 建 築 物 位 於 連 接 鐵 路 站

和 錦 田 市 中 心 街 道 的 主 要 行 人 通 道 旁 ， 是 祠 塘 村 的 地 標 。  

 

社 會 價 值  

和 地 區 價

值  

鄧 伯 裘 故 居 除 與 同 村 的 龍 游 尹 泉 菴 鄧 公 祠（ 三 級 歷 史 建 築 ）具

有 組 合 價 值 外 ， 亦 與 位 於 錦 田 一 帶 的 其 他 歷 史 地 點 ， 包 括 吉 慶 圍

（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永 隆 圍（ 內 有 二 級 和 三 級 歷 史 建 築 ）9、泰 康 圍

的 門 樓 和 西 北 角 炮 樓 （ 三 級 歷 史 建 築 ）， 以 及 位 於 水 頭 村 的 廣 瑜 鄧

公 祠（ 法 定 古 蹟 ）、二 帝 書 院（ 法 定 古 蹟 ）、力 榮 堂 書 室（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長 春 園（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周 王 二 公 書 院（ 二 級 歷 史 建 築 ）、

泝 流 園 （ 三 級 歷 史 建 築 ） 和 洪 聖 宮 （ 三 級 歷 史 建 築 ）， 以 及 位 於 水

尾 村 的 清 樂 鄧 公 祠 （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 鎮 銳 鋗 鄧 公 祠 （ 三 級 歷 史 建

築 ）和 天 后 古 廟（ 三 級 歷 史 建 築 ）形 成 組 合 價 值。這 些 歷 史 地 點 和

建 築 物 組 成 了 文 物 群，反 映 鄧 族 自 十 一 世 紀 以 來 在 本 港 的 發 展，而

鄧 伯 裘 故 居 則 見 證 了 他 的 成 就 ， 以 及 造 福 族 人 和 鄉 梓 的 重 大 貢 獻

和 善 舉 。  

 

組 合 價 值  

 

 

                                                 
9 永 隆 圍 圍 門 是 二 級 歷 史 建 築 ， 眾 聖 宮 和 耕 心 堂 均 為 三 級 歷 史 建 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