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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圳
深
圳

年
古
村
前
世
今
生

年
古
村
前
世
今
生

數
百
年
遷
徙
繁
衍
、
拓
荒
墾
殖
、
篳
路
藍
縷
、
光
前
裕
後
，
平
湖
劉
氏
先
祖
用
了
數

百
年
建
設
於
這
片
土
地
上
。
多
年
之
後
，
平
湖
人
從
家
鄉
出
發
，
去
香
港
、
下
南
洋
、
漂

泊
澳
洲
、
闖
蕩
美
國
，
創
業
歸
來
，
或
捐
建
校
舍
醫
院
，
或
築
就
棟
棟
碉
樓
。
古
村
、
古

祠
、
古
井
、
古
墟
、
古
樹
，
向
世
人
提
供
了
歷
史
變
遷
無
法
摧
蝕
的
見
證
。

700700
大
公
報
記
者

石

華

文
、
圖

﹁年
深
外
境
皆
吾
境
，
日
久
他
鄉
即
故
鄉﹂
。

在
平
湖
大
圍
古
村
劉
氏
宗
祠
牆
面
上
的
一
句
古
訓
，

映
照
了
這
個
宗
族
悠
遠
的
過
去
，
也
道
出
了
如
今
的

人
事
。
家
園
是
歲
月
的
禮
物
，
土
地
是
生
存
的
和

弦
。
比
起
萬
里
華
夏
疆
土
，
平
湖
的
轄
區
是
微
小

的
，
但
它
卻
是
平
湖
人
心
靈
的
歸
宿
，
寄
寓
着
平
湖

人
深
沉
的
鄉
情
。
情
之
所
牽
，
根
之
所
繫
，
足
以
撫

慰
昔
日
的
勞
頓
。

滄
桑
寧
靜
古
風
猶
存

漫
步
在
平
湖
街
道
，
古
建
築
隨
時
可
能
會
映
入

眼
簾
。
據
平
湖
街
道
宣
傳
部
原
副
部
長
陳
建
平
介

紹
，
平
湖
劉
氏
先
人
最
早
定
居
於
大
圍
古
村
，
而
後

逐
漸
向
外
擴
散
，
形
成
松
柏
圍
村
、
新
祠
堂
村
，
這

是
平
湖
村
最
早
的
三
個
自
然
村
。
巧
的
是
，
這
三
個

村
的
形
狀
都
極
像
動
物
，
大
圍
村
極
像
一
隻
蚌
，
松

柏
圍
村
像
一
隻
蝦
，
不
遠
處
的
伍
屋
圍
村
的
地
形
非

常
像
一
隻
螃
蟹
。
螃
蟹
、
蚌
、
蝦
都
是
水
生
動
物
，

必
須
有
湖
泊
才
能
成
活
，
而
這
一
帶
地
勢
較
為
平

坦
，
既
無
江
河
，
也
無
湖
泊
，
水
資
源
較
為
貧
乏
，

出
於
對
水
的
渴
望
，
人
們
就
將
此
地
稱
為

﹁
平

湖﹂
。歷

經
七
百
多
年
的
大
圍
古
村
，
如
今
，
來
深
圳

務
工
者
成
了
古
村
的
居
民
，
原
住
民
已
搬
到
外
邊
高

檔
的
鳳
凰
新
村
居
住
。
來
自
湖
北
的
李
女
士
在
此
居

住
已
經
一
年
有
餘
，
她
告
訴
記
者
，
古
村
瓦
房
的
租

金
是
一
百
元
（
人
民
幣
，
下
同
）
到
二
百
元
一
間
，

還
有
一
些
屋
主
只
是
希
望
租
客
照
看
維
護
老
房
子
，

甚
至
不
收
取
房
租
，
現
在
在
此
居
住
的
市
民
大
多
從

事
清
潔
工
、
保
安
和
收
廢
品
等
工
作
。

青
磚
琉
瓦
，
雕
花
欄
杆
。
古
村
內
的
劉
氏
宗
祠

是
最
豪
華
的
一
座
建
築
，
二○

○

四
年
重
修
後
，
已

成
為
聯
繫
海
內
外
劉
氏
族
人
的
紐
帶
。
祠
堂
前
，
有

一
口
古
井
，
外
圍
呈
現
八
卦
陣
，
又
稱

﹁
八
卦

井﹂
。
古
井
掩
映
在
一
棵
老
樹
下
，
陽
光
透
過
樹
葉

呈
現
點
點
斑
駁
。
據
李
女
士
介
紹
，
井
水
冬
暖
夏

涼
，
水
質
清
澈
甘
甜
，
居
住
在
此
的
租
戶
都
會
來
此

打
水
，
用
於
洗
衣
做
飯
。

在
古
村
穿
行
，
逼
仄
的
巷
道
、
斑
駁
的
牆
面
、

精
緻
的
木
雕
花
，
提
醒
着
來
訪
者
古
村
昔
日
的
繁

華
。
一
棵
年
逾
百
年
的
木
棉
樹
已
逐
漸
綻
放
，
花
團

錦
簇
、
紅
紅
火
火
，
即
使
遭
遇
了
十
五
年
前
的
一
場

颱
風
，
即
使
損
失
了
五
分
之
三
的
樹
幹
，
也
堅
強
地

活
了
下
來
，
彰
顯
了
寧
折
不
彎
的
個
性
。
然
而
在
鏡

頭
深
處
，
記
者
也
看
到
塌
陷
的
房
屋
，
牆
上
的

﹁拆﹂
字
，
巷
道
的
雜
草
，
這
些
預
示
着
古
村
難
逃

舊
改
命
運
。
舊
改
之
後
，
大
圍
古
村
本
來
的
模
樣
或

將
不
存
。
不
如
趁
大
型
機
器
尚
未
進
場
之
前
，
有
空

到
古
村
走
走
，
摸
一
摸
老
宅
子
的
趟
櫳
門
，
在
屋
簷

下
聽
風
觀
雨
，
領
略
古
村
的
滄
桑
寧
靜
…
…

宜
居
宜
業
人
才
輩
出

與
大
圍
古
村
相
隔
不
到
百
米
就
是
松
柏
圍
，
這

也
印
證
了
松
柏
圍
從
大
圍
村
擴
散
而
來
的
說
法
。
站

在
高
處
俯
瞰
松
柏
圍
，
一
棟
棟
有
着
鑊
耳
形
封
火
山

牆
的
青
磚
大
瓦
房
，
氣
度
非
凡
而
又
嚴
整
有
序
地
排

列
開
來
，
在
斜
陽
下
，
古
宅
的
脊
檁
、
山
牆
、
正
吻

和
黛
瓦
光
影
明
暗
相
間
，
線
條
柔
和
優
美
，
顯
得
格

外
寧
靜
、
祥
和
。

據
陳
建
平
介
紹
，
牆
頭
中
央
高
兩
邊
低
，
封
火

牆
象
徵
着
古
代
官
帽
的
兩
耳
，
從
前
只
有
官
宦
之
家

才
有
資
格
採
用
這
樣
的
建
築
形
式
。
松
柏
圍
的
這
些

鑊
耳
式
山
牆
青
磚
瓦
房
，
非
一
般
百
姓
家
庭
財
力
所

能
承
擔
，
這
也
從
一
個
側
面
驗
證
了
平
湖
民
間
關
於

松
柏
圍
後
人

﹁九
代
不
扶
犁﹂
的
說
法
。

在
平
湖
，
劉
姓
作
為
第
一
大
姓
，
世
代
耕
讀
，

曾
湧
現
許
多
才
俊
賢
人
：
在
香
港
有
香
港
華
商
總
會

會
長
、
愛
國
實
業
家
、
慈
善
家
劉
鑄
伯
；
在
歐
洲
有

荷
中
友
好
協
會
會
長
、
海
牙
商
會
會
長
的
劉
偉
林
；

在
家
鄉
有
大
革
命
時
期
的
寶
安
縣
委
第
二
任
書
記
劉

伯
剛
…
…

幾
條
深
巷
將
古
村
分
為
幾
片
，
每
條
深
巷
兩
端

都
修
有
門
樓
，
遇
到
外
賊
入
村
搶
劫
或
外
敵
入
侵
，

可
將
門
樓
上
木
閘
落
下
，
關
上
巷
門
，
村
子
便
成
為

若
干
個
堅
固
的
防
守
體
系
。
滄
海
桑
田
，
風
雨
侵

蝕
，
古
村
的
建
築
和
環
境
已
顯
出
幾
分
殘
舊
與
逼

仄
，
但
幾
十
棟
鑊
耳
式

﹁官
房﹂
的
一
磚
一
瓦
卻
訴

說
着
這
裏
曾
經
不
同
尋
常
的
過
往
。

平
湖
火
車
站
、
紀
劬
勞
學
校
、
念
婦

賢
醫
院
、
鳳
凰
山
守
真
園
…
…
這
些
平
湖

居
民
熟
悉
的
地
標
，
離
不
開
一
個
香
港
聞

人

—
劉
鑄
伯
。
他
從
平
湖
走
出
去
，
當

年
叱
咤
香
江
，
在
政
、
商
、
文
化
各
界
卓

有
成
就
，
不
忘
回
報
鄉
梓
。

平
湖
鄉
賢
劉
鑄
伯
是
十
九
世
紀
末
、

二
十
世
紀
初
叱
咤
香
江
的
愛
國
人
士
，
對

香
港
與
內
地
的
政
治
、
經
濟
、
外
交
、
文

化
、
教
育
、
醫
療
衛
生
、
慈
善
事
業
等
方

面
做
出
了
巨
大
的
貢
獻
。
他
對
於
家
鄉
平

湖
更
是
懷
着
濃
厚
的
情
懷
：
創
設
平
湖
火

車
站
，
規
劃
建
設
平
湖
新
墟
，
創
建
紀
劬

勞
學
校
和
念
婦
賢
醫
院
，
創
設
工
廠
解
決

鄉
民
就
業
問
題
，
其
為
平
湖
所
做
的
貢

獻
，
父
老
鄉
親
感
念
至
今
。

昔
日
創
建
的
紀
劬
勞
學
校
和
念
婦
賢

醫
院
，
二○

○

一
年
六
月
就
被
有
關
部
門

列
為
文
物
保
護
單
位
妥
善
保
護
；
昔
日
規

劃
並
出
資
建
設
的
百
年
老
站
平
湖
火
車

站
，
在
停
運
八
年
後
，
在
二○

一
六
年
重

新
啟
用
，
將
成
為
深
圳
的
重
要
交
通
樞

紐
；
昔
日
開
發
的
平
湖
鳳
凰
山
礦
山
，
如

今
成
為
首
批
國
家
級
礦
山
公
園
。
位
於
鳳

凰
山
守
真
園
的
劉
鑄
伯
夫
婦
及
其
祖
母
、

母
親
墓
地
，
正
在
修
葺
恢
復
中
。

《
劉
鑄
伯
傳
》
作
者
劉
中
國
認
為
，

深
圳
不
僅
得
改
革
開
放
風
氣
之
先
，
它
也

得
西
學
東
漸
風
氣
之
先
。
深
圳
的
歷
史
文

化
資
源
並
不
貧
乏
，
不
缺
少
影
響
、
推
動

歷
史
進
程
的
傑
出
人
物
。
因
此
深
圳
成
為

改
革
開
放
前
沿
陣
地
，
不
是
歷
史
的
偶

然
；
在
建
構

﹁一
帶
一
路﹂
與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時
代
，
重
新
審
視
深
圳
的
地
緣

文
化
優
勢
，
找
準
深
圳
的
歷
史
文
化
坐

標
，
是
一
片
值
得
研
究
、
值
得
書
寫
的
大

塊
文
章
。

劉鑄伯改寫平湖歷史

中
華
民
族
素
有
舞
龍
傳
統
，
而
深
圳

恰
恰
成
為
了
保
留
舞
龍
傳
統
多
樣
性
的
城

市
，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中
就
有
龍
崗
布
龍

舞
、
南
澳
草
龍
舞
、
平
湖
紙
龍
舞
。
紙
龍

舞
，
作
為
從
中
原
南
遷
入
粵
世
代
相
傳
的

一
項
民
間
習
俗
，
保
留
了
自
身
的
不
同
。

據
陳
建
平
介
紹
，
平
湖
紙
龍
舞
是
平

湖
劉
氏
祖
先
千
百
年
來
傳
承
的
習
俗
。

﹁一
種
說
法
與
劉
邦
有
關
，
劉
氏
七
十
五

世
祖
漢
高
祖
劉
邦
劍
斬
白
蛇
，
起
兵
奪
得

天
下
，
推
翻
了
暴
秦
的
統
治
。
這
就
是
平

湖
紙
龍
為
何
分
為
九
節
、
一
節
一
節
相
連

的
原
由
。
還
有
一
種
說
法
是
，
平
湖
歷
史

上
曾
乾
旱
缺
水
，
劉
氏
族
人
舞
龍
也
有
期

盼
龍
王
興
雲
降
雨
的
原
因
。﹂

龍
的
骨
架
由
竹
篾
製
成
，

﹁皮
肉﹂

由
紙
做
成
，
身
上
的
色
彩
用
彩
筆
繪
成
。

用
竹
片
紮
成
龍
頭
、
龍
身
後
，
糊
裱
上
宣

紙
和
牛
油
紙
，
再
漆
繪
上
鮮
艷
油
彩
的

﹁龍
鱗
片﹂
，
鱗
片
上
貼
上
金
銀
色
紙
，

一
條
彩
色
的
紙
龍
才
大
功
告
成
。
紮
成
一

條
紙
龍
往
往
要
歷
時
數
月
，
舞
龍
時
需
數

十
人
。在

舞
紙
龍
的
儀
程
中
，
大
年
三
十
晚

要
到
河
邊

﹁請
龍
神﹂
，
正
月
十
五
晚
要

拜
河
焚
化
金
龍

﹁送
龍
神﹂
，
讓
神
龍
回

歸
大
海
，
來
年
再
紮
製
新
龍
，
這
都
表
示

神
龍
之
氣
須
水
來
聚
之
，
寄
寓
新
的
一
年

蛟
龍
得
水
、
風
調
雨
順
、
國
泰
民
安
。
表

演
一
場
紙
龍
舞
需
二
十
多
分
鐘
，
每
個
環

節
都
有
特
定
的
含
義
。
其
中
包
括
魚
躍
龍

門
、
金
龍
鬧
海
、
飛
龍
定
海
等
七
個
環

節
，
每
個
環
節
的
舞
步
及
音
樂
的
節
奏
都

大
不
一
樣
。
由
於
歷
史
原
因
，
紙
龍
舞
被

視
為

﹁
四
舊﹂
曾
停
止
表
演
達
四
十
二

年
，
直
到
二○

○

八
年
才
重
新
搶
救
整
理

出
來
。

“紙龍舞”世代相傳

松柏圍古老傳說

在
松
柏
圍
村
轉
一
圈
，
卻
不
見
松
樹
、
柏

樹
。
陳
建
平
表
示
，
據
平
湖
劉
氏
家
族
老
一
輩
所

講
，
在
很
久
很
久
以
前
，
村
前
原
先
並
排
地
長
着

三
棵
濃
蔭
密
布
的
大
樹
，
形
狀
似
松
非
松
，
似
柏

非
柏
，
因
而
稱
之

﹁松
柏﹂
，
村
子
由
此
得
名
。

然
而
有
一
天
晚
上
，
雷
電
交
加
，
大
雨
傾

盆
，
忽
然
天
地
間
一
聲
霹
靂
巨
響
，
三
棵
松
柏
中

間
的
那
棵
被
大
風
捲
起
，
騰
空
而
去
，
最
後
飛
到

東
莞
夾
水
口
的
地
方
落
地
生
根
了
。
至
今
那
裏
也

流
傳
着
與
平
湖
地
區
相
同
的
傳
說
。

﹁老
人
們
還
說
，
最
奇
怪
的
地
方
，
就
是

它
的
種
子
落
在
地
上
，
幾
乎
都
能
發
芽
生
長
，
可

是
每
當
長
到
一
尺
多
高
的
時
候
就
自
己
枯
萎
了
。

曾
經
有
不
少
人
用
瓦
盆
栽
種
起
來
，
結
果
同
樣
不

能
成
活
。﹂
陳
建
平
稱
，
歲
長
月
久
，
松
柏
樹
終

於
枯
死
了
，
但
樹
身
依
然
還
留
存
着
一
股
異
香
。

每
逢
村
中
的
小
孩
患
上
麻
痘
等
症
，
大
人
都
拿
上

一
小
塊
，
點
着
了
火
，
用
煙
熏
上
一
會
兒
，
再
用

灰
燼
塗
上
創
口
，
很
快
就
能
治
愈
。
多
少
年
來
，

村
裏
的
人
都
把
它
當
作
醫
治
麻
痘
的
聖
藥
。

根
據
後
來
的
考
證
，
松
柏
圍
古
村
的

﹁松

柏﹂
大
概
屬
於
北
方
的
檜
樹
，
因
為
機
緣
巧
合
，

被
帶
到
地
處
嶺
南
的
平
湖
栽
種
，
終
因
南
方
的
氣

候
濕
熱
而
沒
能
世
代
成
活
下
去
。

▲▲祠堂前的祠堂前的““八卦井八卦井””，，井水至今井水至今
可食用可食用

▼▼大圍古村內的劉氏宗祠大圍古村內的劉氏宗祠

▲▲大圍古村大圍古村、、松柏圍古村都將面臨松柏圍古村都將面臨
舊改舊改

▼▼大圍古村的西門口大圍古村的西門口

▲松柏圍古村的“功名房”，從前只有官宦之家才有資格採用這樣的建築形式

▲松柏圍
古村幾條深
巷將古村分
為幾片

▼松柏圍
花廳

陳建平攝

▲

曾
遭
遇
颱
風
的
百
年
木
棉
花
團
錦
簇

歷史名人

民間習俗

北樹南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