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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元朗辦博愛慈善文物步行活動 

衣車會員家屬包三圍食大盆菜 
 

 

作 者 : 陸元華 (香港衣車協會名譽顧問) 

 元朗博愛醫院與錦田鄉事委員會合辦「博愛慈善文物行 2017」今日

(10/12/2017 年)上午九時，在元朗南邊圍牌坊對出球場空地舉行，香港衣

車協會響應慈善活動，近三十名會員及家屬參加，緩步行兩小時共 4.5 公

里，到達終點錦田水尾村洪聖宮廣場，品嚐地道特色鄉村鮑魚盆菜和觀看

節目，度過了一個別具意義和充實的周日。 

是日陽光普照，天朗氣清，十分適宜郊遊。筆者到達起步球場時，開

幕式剛開始，主辦方的博愛醫院各總理，父老鄉紳、社會賢達、官商名人

等一千七百多人，再加上眾多維持秩序的警員、工作人員，球場最高峰時

達二千人，場面熱鬧、儀式安排緊湊，不消十五分鐘，緩步行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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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車協會打頭陣的有利海製衣設備的馬偉雄夫婦及其公司員工共六

人，另見到有衣車界「好打得」的力輝針車的盧輝潮和合作夥伴周榮超。

他們都全副裝備，穿著整齊印有“博愛"兩字的藍色 T恤、印有"木棉"兩字

的喼帽、水、墨鏡、毛巾更不在話下。眾人精神奕奕，起步沿著預定路線

經朗和路前進，沿途談笑風水，加上風和日麗、視野寬濶，山光十色、樹

木婆娑，淺灘濕地白鷺嬉水，南生圍田野風光，4.5公里沿線上的文物古跡

薰陶，令各人心曠神怡，心情格外開朗。 

  

  

筆者沿途細心觀察，大會對搞這種遠距離郊外步行很有經驗心得，有

半途飲水供應補充、也有聖約翰救生隊員設立急救站、警員的沿線維持秩

序、治安、更有眾多由義工組成隊伍提供各種服務，令步行者每時每刻都

受到悉心照顧，務求令大家有賓至如歸的感受。 

淋浴陽光之下、呼吸清新空氣、享受郊野的恬靜環境之餘，還感受到

博愛慈善機構的關懷。個人感受，上述各點都做得合水準，顯見主辦方已

累積不少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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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何事開始主辦與文物結合的元朗區內步行，由於少接觸，未知情

況，也找不到有人回應。聽說已主辦多年。但以今年規模、聲勢最大，破

歷年紀錄。 

該會現屆主席彭少衍在食盆菜時與衣車協會成員有接觸。他在回應筆

者關心查詢時稱，今年盆菜圍席共 176 圍，比上年同期的 96 圍，多出 80

圍，上升了 84%，破歷年之最，數字令人鼓舞。大家可想而知，光「食」一

環節上，要調動多少義工、資源，且佈局、擺設上要有心思是多麽不容易。 

彭主席認為博愛醫院在新界西北區以非牟利機構形象，為居民辦醫

院、老人各種福利，為民為社會，以一己之力、聚眾志之心而謀做慈善事

業之功，不計得失、早已深入民心、根深蒂固，積累穩固盤石，搞慈善性

質步行，獲大眾積極響應，是對博愛愛護的一種表現。博愛全體同仁只會

珍惜，會繼續秉承前人宗旨和願望，不斷自我鞭策，努力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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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瞭解，是次活動是為緊急援助金籌募經費，目的是替社會上有即時

援助需要之人士，解決生活上的燃眉之急，多年來，受惠需要幫助的人不

少。在終點站所設攤位上，進行福袋發售募捐，標價 180港元，不設找續。

衣車協會會員馬偉雄夫婦亦當仁不讓，購買福袋做善事，傾盡綿力。  

大會在終點站的錦田洪聖宮廣場舉行閉幕禮暨盆菜宴，宴開 176 席，

圍枱一字長龍擺滿在洪聖宮廣場，用盡每一吋地，場面壯觀。 

  

  

在烈日當空的中午吃盆菜，對大多數來自市區的步行者是一種新體

驗，幸好氣溫適中。不止於吃到大汗疊小汗。主辦方先搞閉幕式，博愛總

理、錦田鄉事委員會委員賢達鄉紳出席，有損贈善款儀式、有頒發嘉謝獎

狀等。甚至請前亞視藝員黃允才、劉桂芳上臺高歌助興，士紳鄉庶同樂，

樂也融融。 

衣車協會常務副會長金兆平、副會長趙祟樂到場，聯同眾會員、家屬

等包三席，食盆菜觀節目，滿桌香味濃郁芬芳，鮑魚大蝦留口、豬皮籮蔔

夾在手，齒頰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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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生針車 Godon 梁，兩兄弟捧場，大塊朶頤，吃得開心。偉鴻哥是攝

影發燒友，揹成套「架生」到場，還 show 少少「科哩」，讓我等攝影初哥

見識一下。最難得是趙副會長，帶同妻、女到場，筆者誤以為「樂哥」帶

兩位「女兒」到場，好搞笑。 

錦田鄧氏在水頭村和水尾村，各有一所廟宇，分別供奉洪聖和天后，

兩者都是水神。昔日錦田水道縱橫，經常泛濫，村民敬拜水神希望農作物

不被水淹，同時保佑出入平安。相傳洪聖宮始建於明成化年間，天后宮創

建於康熙年間。前者較受村民重視，被稱為「大廟」，每年農曆正月十五

慶祝洪聖誕，在廟前搭建臨時舞臺，邀請歌星藝員獻唱，並有抽花炮活動，

十分熱鬧。 

鄧族是最早來港定居的新界大族，歷史悠久。文物古跡眾多。水頭村

有一條石橋，此橋由錦田十九世祖鄧俊元於康熙四十九年（1710 年）出資

興建，以方便居住泰康圍的母親渡河探望孫兒，因此稱為「便母橋」，是

典型孝子故事。 

便母橋旁有周王二公書院，正廳供奉廣東巡撫王來任和兩廣總督周有

德的靈位。他們曾先後上書朝廷，說服皇帝在康熙八年（1669 年）復界，

讓沿海民眾回鄉復業，解除遷界之苦。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鄧族建

了這間書院，同年開始每十年舉行一次酬恩建醮，超度亡魂。 

遷海令對沿海居民為害甚大，許多房屋廢置倒塌，農田變成荒土。水

尾村有一棵古榕樹，氣根橫生，根幹交錯，當中夾纏磚牆和麻石門框，據

說這是當年遷界時被遺棄的一間房屋。 

鄧族重視文教，除了周王二公書院，水頭村還有多處地方作育文武英

才，包括二帝書院、泝流園、力榮堂、長春園和鄧虞階書室等。二帝書院

建於道光二十年（1840 年），已成法定古蹟。力榮堂和長春園是一級歷史

建築，也歡迎市民入內參觀，但其他書院則不開放。【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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