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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窩窩田村有一條長命斜，無論出入的村民、由
梅窩往東涌行山者，還是到銀礦洞觀看人士，必會
經過。過去不少人曾在長命斜受傷如跌傷、被單車
撞傷等，最新一宗事故要留醫八天，村民向政府反
映問題要求改善多年，但至今仍未有回音，行經者
無奈日日步步為營！ 香港商報記者 鄭玉君

記者以往試過到銀礦洞採訪及行奧運徑（白芒至梅窩）到東涌，知悉
窩田長命斜情況，但上月探訪窩田村前已暗暗叫苦，因為腳患未癒，果
然從梅窩碼頭經白銀鄉、銀礦洞到窩田，走了超過半小時，經長命斜時
更要走走停停，時值炎夏，感覺很辛苦。

不少旅客連人帶車翻倒受傷
窩田村村長鄧偉邦對記者表示，長命斜起訖點大致是由村裏土地廟過

一點的路段開始，過了銀礦洞及瀑布後，到奕園為止，長度大約 400
米。至於斜度，他形容如西環東邊街那麼斜，東邊街因長命斜而聞名，
最高斜度為1：5。他說，村落有30多名村民，每天基本出入各一次，
上班的上班，買菜的買菜，而村民逾半為長者，走經長命斜對他們而言
很辛苦。

鄧偉邦說，近十年，他所知道的長命斜意外有十多廿宗，原來有不少
旅遊人士不知道該路段的危險，踩租來的單車衝下斜路，結果失控翻
倒受傷，最嚴重是連人帶車飛入斜路彎位的鐵絲網，弄到成身血，要救
傷車救援。村民也因路斜跌傷，特別是打風落雨，地濕路滑容易跣倒，
騎單車的則連人帶車翻車倒地，他便試過因此擦傷手腳。最新一宗事故
發生在5月，有村民推單車落到銀礦瀑布的路段時，正準備上單車踩到
梅窩，突然有踩單車的年輕遊客迎面撞來，村民被撞傷，留醫八天，撞
人者揚長而去。

改善工程部分屬私地難定案

長命斜之潛在危險，70多歲的前村長鄧家洪深有體會，因此十多年
前聯同村民與土木工程拓展署開會商討解決方法，不久有顧問公司實地
考察並提出兩方案。據鄧家洪憶述，第一方案是以S型走勢減緩坡度，
但因太長程，弧位太多，推車及走路都不方便，村民不太接受；第二方
案是建設升降機，擬建地點是銀礦瀑布旁的廁所位置，但地方屬私人土
地，政府當時稱不會收地。在兩方案都沒有結論下，改善問題擱至多
年。

鄧家洪說，前年12月，成功聯繫行政會議召集人、立法會議員葉劉
淑儀，講述村民苦況，葉太後來並與離島區土拓署人員到場視察，事後
稱會在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跟進。鄧偉邦表示，長命斜困擾村民多年，希
望可盡快得到改善回音，長遠而言，應建設緊急通道，相信可一併解決

道路太斜問題。目前緊急通道只去到白銀鄉，由白銀鄉到窩田村這段約
500米村路狹窄(包括長命斜)，緊急車輛未能通過，試過有村民晚上7時
多證實身故後，要到半夜才有人來執屍。

土拓署：在較斜路段設梯級
對於村民改善長命斜的要求，土木工程拓展署回覆本刊查詢時表示，

該署曾多次與時任窩田村村長和村民溝通，並進行研究，同時在該山徑
較斜的路段旁設置梯級，供村民使用。經研究後，向時任村長和村民解
釋小型工程並不能大幅降低該山徑的斜度，要大幅改善現時的情況，需
要進行大範圍的斜坡平整工程，以建造行人天橋或 「之」字形行人路。
進行工程可能需要收回私人地段業權，亦會影響梅窩銀礦洞的景觀。

【香港商報訊】記者鄭玉君報道：鄰近米埔、在青山公路附近的米埔隴
村，今年首次舉行大型的盂蘭勝會，由以往一天增至兩天，負責人指社會
風氣不好，經濟差，人也不開心，因此希望搞大型法會以疏解怨氣。

勝會在村內天德英雄古廟舉行。廟門門頂寫 「天德英雄古廟」，代表這
裏有天后宮、福德祠及英雄廟。勝會負責人楊瑞金說，以往農曆七月份鬼
月，村民大多在村裏、村口燒街衣，因村口對出就是馬路，多年前曾有交通
意外身亡事故，而附近青山公路亦有交通意外。到2018年，他感到當時的
香港氣氛不好，人們搵食艱難，於是由一名懂做法事的村民在廟做一天法
會，主要是唸經、請神、燒香、問杯、化寶等儀式。疫情期間也沒有停止。

到2024年，他有感社會氣氛比2018年更差，於是找來黃華師傅協辦 「天
德英雄古廟中元勝會」，首天即農曆七月十四仍由那名村民負責法事，翌
日即農曆七月十五則由黃華與一眾師傅主理法會事宜。

黃華師傅表示，認識楊瑞金數年，知道米埔隴村有廟宇，但沒什麼人認
識，曾想過有什麼方法推廣。剛巧他在上水孝思堂的中元勝會今年停辦，
因緣際會，他與一班師傅就轉到米埔隴村天德英雄古廟場地辦勝會。他
說，上水孝思堂的勝會做了20年，一下子因被投訴而停辦十分可惜，但累
積不少善信，部分人都有到廟做先人附薦，但米埔隴村畢竟偏遠，所以有
安排車輛接駁。而勝會以道教正一派儀式進行，有開壇、請神、請先人、

破獄、過橋、坐蓮花、
祭幽，最後化大士完
結。

米埔隴村主要聚居海
陸豐人，但勝會並非以
鶴佬祭祀儀式及鶴佬話
進行，楊瑞金解釋，香
港始終是講白話(廣東
話)為主，同時海陸豐
人的仔女都不懂聽及講
鶴佬話。

新．專欄

一位《警界回眸》讀者問我，1920 年代
離島長洲警署的 「公辦」、 「暗差」、
「紅頭鬼」、 「老更仔」，究竟是什麼

呢？讀者說他在一本《一九二零年代長洲
生活記隨》書裏，看到作者丘東明記述長
洲警署有過這些人物。我於是閱讀這書，
作者在書中回憶長洲當年不堪回首的往
事，其中有簡述痛陳長洲警署的舊事。

「公辦」即督察
作者丘東明在書中記述，設立在小崗上

長洲警署是附有一所叫 「綠衣樓」即郵
局。長洲警署是由一個英國 「公辦」主
管。我認為 「公辦」應該是指當時的長洲
警署的署長， 「公辦」應該是居民的叫
法。由於長洲是面積細小和人口不多的小
島嶼，因此當時警務編制的 「署長」，只
是由一名英籍督察任職。警察行內人戲稱
為 「島主」。而督察俗稱 「幫辦」，幫辦
官名應該是源於清末時，清政府對相當官
職人員的官階稱為幫辦。

「暗差」曾是偵探官方譯名
這書又記述，當時長洲是編制有一個 「暗

差」，是便衣警探。我的研究所得，其實當
時 「暗差」是官方對刑偵人員的英語DE-
TECTIVE的官方譯法。警隊於經歷香港海
員大罷工後，在1923年新成立刑事偵緝處又
叫偵探部，俗稱 「雜差房」。DETECTIVE
意思是偵探，為什麼叫 「暗差」呢？應該是
當時警隊的師爺即翻譯人員，將英文DE-
TECTIVE 職務即暗中調查的探員，譯成
「暗差」，可從當時探員的證章證實。

「紅頭鬼」與「紅頭阿三」
這書又記述當時長洲有6、7名的印警和華

警，居民叫印警做 「紅頭鬼」，華警叫 「老
更仔」。我進一步解
說作者丘東明所述的
「紅頭鬼」、 「老更

仔」都是警員，即是
當時長洲只有6、7名
警員。

至 於 將 印 警 稱 做
「紅頭鬼」，是因為

當時的印度籍警察是

錫克教徒，而信仰錫克教的男性習俗，是
要用頭巾纏包頭髮。當時印警使用紅色
頭巾包頭，因此被居民蔑視稱為 「紅頭
鬼」。這和舊時上海租界的印警，被上海
人稱做 「紅頭阿三」不謀而合。

華警「老更仔」
至於華警叫 「老更仔」，是人們對新界

的華籍警員的蔑稱。因為舊時駐守新界的
華警質素比市區的警員為低，而紀律較為
散漫，有若鄉村的 「更伕」即廣東話的
「打更佬」。其實，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之

前，警務人員間是有一首順口溜，諷刺市
區和新界的警察質素差別， 「香港係差
人、九龍係差佬，新界係打更佬」，意思
是不言而喻。

公辦、暗差、紅頭鬼、老更仔 ─

1920年代長洲警署舊事趣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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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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德英雄古廟廣場進行破地獄儀式，拿附薦牌位者是勝會負責人楊瑞
金。 記者 鄭玉君攝

善信輪流參拜大士王。

1920年代的長洲島。

1920年代香港警察偵緝部人
員的 「暗差」 證章。
圖片來自香港警隊博物館網頁 1920年代香港印度錫克教徒警

務人員，是一名 「三畫」 即警
長。 林建強提供圖片

米埔隴村
首辦大型盂蘭勝會

葉劉淑儀關注窩田長命斜，曾於2022年12月在社交網站上載路段情
況，相中見小孩坐特別車，由大人扶持下落斜，感覺頗為驚險。

鄧偉邦指曾有遊人連人帶單車，飛入斜路彎位的鐵絲網嚴重受
傷。 記者 鄭玉君攝

銀礦瀑布路段坡度沒有那麼斜，有村民停泊三輪車，以方便來回
梅窩。

窩田長命斜位置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