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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頭角曾
是新界北的繁
盛墟鎮，因為
喜歡這裏的農
村風情，有市
民在2012年由
市區舉家遷入沙頭角，並在
2017年在新樓街租下二樓單
位，開辦 「沙頭角故事館」 ，
惟沙頭角禁區多年來一直未開
放，被列為二級歷史建築的新
樓街，已是十舖九空。

在接近零遊客下， 「沙頭
角故事館」 無奈只能接受預
約參觀，默默等了六年，靜
待明年進一步開放，向遊客
說好沙頭角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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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德文、黃山（文／圖） 長期封閉遊人少 老舊店舖空置多

沙頭沙頭角獨一無二 村民盼開放旅遊

▶近百年歷史的新樓
街，是當年沙頭角最
繁華的大街，現在
卻 已 十 舖
九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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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館的展品都是李以強
過去多年收集的村民舊物，當
中有不少是朋友捐贈，包括村

民的農具、生活用具，也有舊衣
車、舊音響、舊實木傢具，雕有
鳳凰圖案的樟木箱和花鳥門楣。

「春蕾」錶見證中英街昔日繁盛
在眾多的藏品中，最特別的是

一隻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 「春蕾」
牌手錶。這隻運作仍然良好的手錶，是
李以強數年前特意在網上購入的： 「我
見樓下的鐘錶舖騎樓底，掛了好大的廣
告招牌，又聽講這個牌子的手錶，當年

在中英街好受歡迎，就特別買回來收
藏。」

不過，手錶買來時，錶帶卻非原廠，
故事館樓下的鐘錶店老闆知道後，即時
送了一條全新的原廠春蕾錶帶給他，令
他喜出望外。

原來，在八十年代國家改革開
放初期，內地人對黃金和手錶十分
渴求，他們來到中英街都喜歡買金
飾和手錶。春蕾手錶是當年產自上
海的名錶，在內地信譽極高，在
中英街非常熱賣。

當時不少客人大量買入手錶
後，為了逃避檢查，會即時在店內
把錶帶除下，取走錶身，並把錶

盒、保用證書等棄掉。鐘錶店因此保留了
大量原裝錶帶和錶盒，李以強感慨道：
「想不到幾十年後，竟然可以在這裏配返
原廠錶帶。」

「沙頭角故事館」滿載歷史文化
不過，令他唏噓的還有 「故事館」 閣

樓劏房內的明星海報，該張刊於1993年2
月28日的跨版葉童海報，貼在板間房牆上
非常搶眼，劏房雖然破舊，但海報卻貼得
穩固。李以強相信劏房的主人是一名追夢
少女，所以他特意把海報保留，作為沙頭
角的歷史見證。 「即使當年是少女，估計
她現在都年近五十歲了。」 他希望那位女
子可以重臨舊地，講述她那段青葱歲月的
故事。

「在97年前，沙頭角（深圳）有不少

工廠，好多女工會趁午飯時間到中英街購
買日用品或其他貨品帶回深圳，當時的港
貨十分暢銷，帶旺了整個沙頭角和中英
街，真是貨如輪轉。」

不過，香港回歸後，沙頭角卻不進反
退。如今，新樓街的錶舖早已停業，只剩
下春蕾手錶的廣告招牌在騎樓底隨風搖
曳。時代不斷變遷， 「邊城」 沙頭角卻彷
彿定格在40年前。

開放和發展沙頭角是民心所向。李以
強期望沙頭角可以有序地開放，讓學校、
社團、遊客等能到故事館參觀，了解沙頭
角獨特的歷史文化和變遷。沙頭角是個曾
大起大落的地方，中英街曾帶旺了邊垂地
帶，但由於屬禁區，發展卻滯後數十年。
「希望北都發展，可以為沙頭角迎來新的
春天、新的轉機，不再是一潭死水。」

▼故事館的閣樓
至今仍保留劏房
的原貌，還貼
着1993年女星
葉童的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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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以強收藏的春蕾牌手錶李以強收藏的春蕾牌手錶，，
錶雖舊錶雖舊，，但錶帶仍很新但錶帶仍很新。。

香 港 寸 金 尺
土，特區政府為找尋
土地發展絞盡腦汁，實在
不應容許有土地被遺忘，何
況深港互動日益重要，若不善
加利用沙頭角的優越地理位
置，猶如暴殄天物。

位於北區東部的沙頭角並非
荒蕪郊野，早在清朝時期，沙頭
角的東和墟已是非常興盛。上世
紀五十年代初因歷史原因被劃分為
禁區，從此沙頭角失去往昔繁華，
被其他新市鎮如將軍澳、天水圍超
越；即使香港回歸祖國多年，沙頭角
依然被世人遺忘。

禁區內的沙頭角，市民前往並不
容易，首先要當地居民擔保才能向警
方申請禁區紙，警方審批需七個工
作天以上。進入沙頭角看到的就如
數十年前的小鄉村，人煙稀疏、建
築物殘舊，令人嘆息。看着對面深
圳日新月異的發展，難怪村民百感
交集，盼望特區政府盡早全面解禁
沙頭角，採用簡易的管理模

式，讓香港或深圳市民可
以方便進入中英街，令
沙頭角恢復昔日的昌

盛景象。

沙頭角旅遊
資源豐富，除了

有全港最長、達280米的碼頭，還
有 「禁區中的禁區」 中英街，更有
風光明媚的荔枝窩、吉澳及鴨洲生
態遊。有旅遊學者直言，沙頭角旅
遊發展潛力深厚，包含文化及綠色
生態遊，十分贊成開放及開發相關
旅遊資源，惟政府亦要同時考慮旅
客的承載力，以迎接將來日益增加
的旅客。立法會議員則坦言，若中
英街依舊禁足，沙頭角深度遊會遜
色許多。

歷史背景及神秘感吸遊客
隨着明年沙頭角碼頭旅遊

1000個配額推出，當地旅遊活躍
可期。旅遊學者、職業訓練局項目
經理黃家榮表示，沙頭角旅遊發展
極具潛力，天然風貌及香港地道歷
史文化，均為極其珍貴的特色旅
遊，容易吸引高學歷遊客前往。他

指出中英街與香港歷史有莫大關
係，有着獨特的當地文化，而且更
帶有神秘感，是可多加開發的旅遊
地區。

可發展文化及綠色生態遊
「中英街具有悠久的歷史和豐

厚的文化背景，是一個極有魅力的
旅遊景區。」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
柏良表示，如果僅開放沙頭角而中
英街仍禁足，沙頭角深度遊會遜色
許多，對輻射周邊的離島遊也帶來
較大的影響。

「在現時配套不足的情況下，
可採用團進團出的措施，有序開
放。」 姚柏良表示，沙頭角是 「雙
城三圈」 中 「大鵬灣╱印洲塘生態
康樂旅遊圈」 重要一環，政府在規
劃中要全方位考慮，且要與深圳方
相互協調、合作發展，令沙頭角煥
然一新，勃發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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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街仍屬禁區
窒礙發展深度遊

靜待開發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有句俚語流行至今： 「沙頭角村長
個女──李愛」 ，你與李同音，意思就是沒人願意要。

鹽寮下村俗稱沙頭角村，在上世紀60年代，鹽寮下村的村長名為李愛，與
粵語 「你愛」 （ 「你要」 的意思）同音，後來以訛傳訛，把李愛當作村長女
兒。而村長李愛不但確有其人，其孫子還是鹽寮下村的上屆村長，與現任村長
貴哥是同族堂兄弟。

沙頭角區鄉事委員會主席李冠洪表示： 「這句話是區外人嘲諷，去到沙頭
角咁偏僻，就算是村長個女，去到咁遠，搵你要咩？」

碉堡戰壕 見證抗日血淚史
除了中英街的獨特歷史和人文景觀，

沙頭角還有東江縱隊和村民豐富的英勇抗
日事跡。昔日日軍佔領香港期間，強迫沙頭角村民修建的碉
堡群和戰壕，至今仍保存完好，成為愛國教育基地。

1941年12月，日軍攻佔中英街後，馬上強迫村民在沙
頭角山咀村的後山上，修築各類碉堡和犬牙交錯的戰

壕。這些碉堡頂部都種有植物作掩護，全面封鎖了
由鹿頸至沙頭角，以及由深圳方向至香港的重

要出入通道和區域，嚴防抗日游擊隊。如
今遺跡保存完好，默
默地訴說着當年的抗日
史。

沙頭角故事館館
長李以強表示，這些
碉堡全部用水泥鋼筋
修建，非常堅固；而
戰壕連接水井，是
日軍冷卻機槍和
生活用水來源，
水井邊由鵝卵
石 堆 砌 的 石
牆，則因日軍
洗澡刷背而變
得光滑，這些
都是日軍侵華
的歷史證據。

歷史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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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頭角村長個女真是李愛？
話你知

沙頭角沙頭角
發展大事記發展大事記

1835年
~1840年

東和墟建立

1912年 粉嶺至沙頭角鐵路開通。

1928年 粉嶺至沙頭角鐵路停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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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位於深
圳和香港交界處的

中英街，一街
分治，兩地執
法人員絕不
會越界。

2012年 特區政府逐步開放邊境禁區，担水
坑、塘肚、蕉坑、木棉頭、新村、
山咀等沙頭角六村被剔出禁區範
圍。

沙頭角第一階段開放，暫只開放指
定區域（沙頭角碼頭）。開放時間
為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旅行團
可於指定區域逗留30至60分鐘。

2022年
6月3日

1979年 國家改革開放，中英街及新樓街商
舖進入興旺期。

1951年 港英政府實行抵壘政策，在深港邊
境實施《邊界封鎖區命令》。

1941年12月 日軍進攻香港，中英街被佔
領。

1927年 沙頭角公路開通。

1898年 英國在沙頭角 「鸕鷥
徑」 （現在中英街）
豎立第一塊木界樁確
立中英邊界，沙頭角
從此一分為二。

1683年
~1818年

大量客家人
遷入沙頭角
作業生活。

2023年 破落凋零 80年代 繁盛一時

沙頭角新藍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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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樓街騎樓底的春
蕾手錶廣告招牌已掛
了三十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