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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專欄

天后誕曾舞蜈蚣凝聚村民
屯門井頭村被收地導致村落分散

新 界 北
部 陸 地 邊
境 於 1949
年5月份，

曾經發生多宗武裝匪幫槍殺邊防警員劫掠警察軍
械；新界邊境水域同在5月初，更爆發水警輪叛變
殺警奪槍重大案件。

一號水警輪巡邏東北邊境水域
1949年5月4日，水警總部屬下最大型的第一號

水警輪從油麻地 「水師堂」開出，前往新界東北海
面展開為期一周的巡邏和碇泊任務，範圍包括馬士
灣即大鵬灣一帶的邊境水域。

一號警輪由兩名英籍督察柯利華與副督察希士，
帶領華籍人員包括警目707號黃錦、司舵員陳發和
廖方、無線電生兩人、輪機員五人、水手頭目黃華
順及水手八人，另有中西伙夫各一人。

兩名水手叛變大開殺戒
當一號警輪於5月6日凌晨兩點，碇泊於馬士灣

近赤洲海面，兩名水手195號黃香和202號張富如常
接班值勤，分別配用一支左輪手槍，並負責保管警
輪上槍械庫的鎖匙。

半小時後，水手195號和202號兩人用鎖匙開啟槍
械庫，各自取用一挺輕機槍，關好槍械庫後，先走
去警輪的 「飛電房」即無線電收發室，將無線電收
發機破壞，然後竄去船面的督察臥室用輕機槍將兩
名在睡夢中的英籍督察擊斃。殺人後隨即走落船艙
用輕機槍威嚇頭、二艙的人員並集中拘禁。之後脅
迫司舵員陳發到駕駛室將警輪駛去當時的華界方
向。

其時，於駕駛室內睡覺的警目707號黃錦，被叱
喝聲吵醒後便大聲追問。兩名叛變水手先發制人用
輕機槍掃射將警目擊斃，以防他用手槍還擊。

駕駛室內另一名司舵員
廖方欲見機反抗，被叛變
水手195號黃香發現用手
槍擊殺，子彈打中司舵員
廖方胸部受傷倒下。之

後，兩名叛變水手搜索平時工作上有磨擦的水手頭
目黃華順，但未能找出將其擊斃報仇。兩名叛變水
手除了殺傷警輪的同僚之外，亦劫掠同僚的手表財
物。

劫持警輪到華界九徑口
警輪於凌晨四點被劫持到馬士灣華界的九徑口海

岸，因水退擱淺於沙灘上。叛變水手將司舵員陳發
押回船艙，與其他人員關閉。然後將劫掠的財物和
水警輪上的槍械子彈搬上海岸，由九徑口向鹽田方
向竄逃。警輪失去的槍械包括兩挺輕機槍、五支步
槍、五支手槍以及十箱各式彈藥。而匿藏於機房底
的水手頭目黃華順行險僥倖逃過殺身之禍。

韓戰戰場發現被劫輕機槍
警方於案發後懸紅緝捕兩名叛變水手，唯有消息

報稱在華界拘獲一些涉嫌人，但未見有正式的詳盡
資料。

而案中被劫去的一挺編號HKP004輕機槍，輾轉
於 1953 年的韓戰戰場中被參戰的英軍在戰場上撿
獲，先後被英軍三個軍團使用，最後送返香港警
方，現於香港警隊博物館展出。

1949年新界邊境治安不靖（二之二）

第一號水警輪叛變殺警奪槍

林建強，刑事司法理學士，湖北警官學院客座
教授。退役香港警察偵緝警署警長，從事刑事偵
緝工作卅多年，曾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警察榮譽
獎章勳獎。學術方面以警察史、犯罪學、幫會等
研究方向。亦為歷史文物收藏家，曾獲 「全國十

大警史文物收藏名家」 名銜。編著出版《中國禁毒文物》圖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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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落成的井頭村牌坊位於新秀
街，這是村落內街，並不在青山公路
邊，公眾難以看見。

1950年代的第一號水警輪。

1949年5月7日報章報道一號水警輪水手殺警奪槍
案件。

1950年代的馬士灣即大鵬灣地圖，筆者加上紅字
標註相關地名。

被劫去的編號
HKP004 輕 機 槍
現於警隊博物館
展出。
林建強提供圖片

▲右起：龍獅教練譚沛圓、村代表黃遠添、龍獅體育會
主席梅漢強和副主席黃賢洲，在井頭村公所談往事，這裏
亦設了茅山師主壇供奉。 記者 鄭玉君攝

二戰後屯門人口激增
根據屯門鄉事委員會及井頭村(中及下)居民代表黃

遠添的資料顯示，該村位於屯門中心地帶新墟的東
面，在大欖郊野公園邊陲綠化帶。村南面與三聖村
接壤，北面以虎地上村為界，即是今天的嶺南大
學，由於村落範圍十分廣闊，因此分為上、中、下
三村，村代表席位也有兩個，分別負責上村、中村
和下村。

二次大戰後，內地移民陸續湧入香港定居，屯門
也不例外，鄰近新墟巿集的山邊地方吸引不少移民
搭建寮屋聚居，人口較戰前激增，大家以種菜養豬
家禽維生。黃遠添說，到六十年代就成立了井頭
村，而他父親也是於1978、79年間帶同家人，包括
年約兩歲的他，由內地博羅來到井頭村自力更生。
不過，經過幾十年的發展，部分井頭村已湮沒在都
市發展之中。

下村新村名與劉皇發有關
70年代末，井頭下村部分土地被收回發展，政府

撥出一幅山坡上的土地由村民自行發展，由於補償
金額不足，時任新界鄉議局主席劉皇發出錢出力，
在他協助下爭取到較高賠償，因此井頭下村的新村
遂被命名為 「頌皇台」，以紀念發叔的恩情。不
久，井頭中村部分地方亦被收回，後來用於安置因
發展新巿鎮拆遷的圍村，包括新墟、舊墟、良田
村、新圍仔等。而最近發展的是今年收回井頭上村
南面的土地來興建公屋。

這些發展令井頭村的規模大不如前。記者到達井
頭中村附近的青山公路屯門輕鐵何福堂站時，要由
黃遠添帶路，往山邊方向走，經一些小路才能到達
井頭村村公所，因為毗鄰輕鐵站的是別條圍村的聚
居地。而申請多年、去年終落成的井頭村牌坊位於
新秀街，無可避免需要走一段新秀街、又或是走小
路經過別村地方才能看得見。

井頭村命名全因一口水井
黃遠添說，雖然井頭中村部分地方已成別村村民

居住地，但大家關係良好。有什麼村落喜慶事都會
互相祝賀。今年48歲的他，已擔任村長17年，他仍
記得小時候的井頭村非常熱鬧。那時，中村地方仍
未收回時，有酒樓、街市、幼稚園、士多等，他的
父親便在酒樓當樓面，而他在村中幼稚園讀過書。
屯門鄉委會資料顯示，井頭村中有水井一口，因此
名其村為井頭。但黃遠添指，村中以前其實有二三

十口井，現在剩低一口在牌坊後面，被遮蓋以策安
全。

昔日繁華景象早已遠去，隨村長漫步這條山邊村
落部分地方，感到非常寂靜。在牌坊坐落處往中村
走不久，便是另一間村公所辦事處，也是成立了三
十多年的花炮會會址，供奉了天后娘娘。走出中村
沿青山公路（三聖村方向）步行幾分鐘，就到達井
頭上村北入口。井頭上村共分南北，南面即近三聖
村方向，是前述收回發展公屋的地方，大多數村民
已搬走，只剩下三個釘子戶。井頭上村北是屯門居
民較熟悉的地方，因為麥理浩徑終點即第十段的出
口就在這裏。入上村北不久，左邊有樓級通向一建
築群，那是屯門區內很特別的學校 「鄉師自然學
校」，屬私立小學的鄉師，是香港首間提倡自然教
育的學校，以社會企業模式運作。

舞蜈蚣喻意萬事皆足
村落這麼分散，要團結凝聚村民

須靠每年的天后誕。井頭村花炮會
參與屯門恭祝天后寶誕巡遊活動多
年，慶賀期間，更會在村設盆菜
宴，讓村民暢聚。多年來的參與，
最令人難忘首推2010年以舞蜈蚣參
與巡遊。其意念來自2009年起執教
該村龍獅體育會的譚沛圓師傅。

譚沛圓師傅從小學舞龍舞獅，也
有學譚家三展拳，二十多年前開始
執教生涯，對象有學生、村落等。

2009年因井頭村教開龍獅的教練沒空再教，於是由
來自該村的徒弟引薦他到村擔任教練。他說，井頭
村一向舞大龍，但他想到不如搞些新意思，得知汕
頭澄海區流傳蜈蚣舞，起源於清代同治至光緒年
間，現在已成為國家級非物質遺產。他聽取自己師
傅意見後，決定將舞澄海那款較Q版的蜈蚣變奏，
變成較像真的蜈蚣，長度也不是12節，而是28節，
由於節與節之間還要有一節連接，實為 56 節，長
180呎，由28人舞動。這條大蜈蚣在廣州紮作，做
了幾次才合心水。他說舞蜈蚣並不容易，要舞得
似，須半蹲S形行，又要兩邊擺動。

井頭村龍獅體育會主席梅漢強、副主席黃賢洲等負
責人指，十多年前舞蜈蚣是該村創舉，而蜈蚣是百足
蟲，喻意萬事皆足。

屯門井頭村位處大欖郊野公園邊陲綠化帶，雖然過
往經歷收地發展，面積減少逾三分一，但相信仍是屯
門區內最大的鄉村，人數達2500人。這條非原居民村
落歷史不足百年，文化豐厚度自然及不上一些原居民

村落，不過他們十分重視天后誕，2010年參與屯門天后寶誕時曾有創舉，舞動一條近
200呎長蜈蚣，十分矚目。而香港歷史上曾有舞蜈蚣者，相信除了1953年長洲舞蜈蚣賀
英女皇登基、1973年小商新村花炮會以舞蜈蚣來參與元朗十八鄉天后誕巡遊外，就是
井頭村了。 香港商報記者 鄭玉君

▲井頭村數十年前曾十分繁盛，昔日村公所周年慶
賀吸引不少人到訪。 梅漢強提供圖片

▶2010年井頭村
舞蜈蚣參與屯門天
后誕巡遊。

周樹佳提供圖片

◀蜈蚣模樣像
真，長180呎。
譚沛圓提供圖片

屯門井頭村（上中下）位置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