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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大帽山往九龍方向張望，可以觀賞「獅子山沐浴」的奇景（Kelvin Yuen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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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經不覺，香港首條長途遠足徑——麥理浩徑陪伴我們超過40年。

這條以香港前總督麥理浩命名的遠足徑於1979年10月26日啟用，

貫通由西貢到屯門共100公里的土地，

囊括萬宜水庫、馬鞍山、獅子山、大帽山、大欖涌水塘等本地絕色，

無怪獲世界知名旅遊雜誌評選為「全球20大夢想行山徑」之一。

到底這條「夢想之路」是怎樣來的？

從攝影、歷史、保育等不同角度又如何認識麥徑呢？

跟我們一起走吧！

在飛鵝山上俯瞰市區，香港山與城的緊密距離，世間少有（Kelvin Yuen攝）



第六段 | 大埔公路→城門水塘
長度：4.6 公里	 需時：約1.5 小時

難度：★☆☆☆☆

點評：起步經過九龍水塘，一直往北

走，至城門水塘的燒烤場。這一段路程

最短，交通亦方便，故深受新手歡迎，

只是猴群很多，切記不要餵食。

第七段 | 城門水塘→鉛鑛坳
長度：6.2公里	 需時：約2.5 小時

難度：★★★★☆

點評：從城門水塘南岸向西北走，先走

針山，再過草山，抵達鉛礦坳，再朝第

八段的大帽山走，此即為山界常說的

「針、草、帽連走」。留意此路林蔭不

多，烈日當空下行走會格外辛苦。

第十段 | 田夫仔→屯門
長度：15.6	公里	 需時：約5小時

難度：★★☆☆☆

點評：這是麥徑最長的一段，從起點出

發，經過擁有約150年歷史的吉慶橋進入

大棠，之後登上新開闢的清景台飽覽香

港千島湖的絕色。最後一段路沿引水道

而建，太陽下山，偶爾有山客不小心跌

落水道，務必小心。

第八段 | 鉛鑛坳→荃錦公路
長度：9.7公里		 需時：約4小時

難度：★★★★☆

點評：鉛鑛坳海拔約400米，一直拾級走

上大帽山頂海拔900多米的車路，當然不

容易，尤幸稜線較長，路況不崎嶇，也

不算極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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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段 | 荃錦公路→田夫仔
長度：6.3公里	 需時：約2.5 小時

難度：★☆☆☆☆

點評：路線頗為簡單，只是麥徑最後兩

段林木比較茂密，視野相對沒那麼開

闊，特別是第九段，景觀實在有點乏善

足陳，個人認為是十段之中最沉悶的一

段。此段與越野單車徑重疊，行走時請

留意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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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段 | 水浪窩→大老山
長度：12.7	公里	 需時：約5小時

難度：★★★★★

點評：起首由水浪窩走向馬鞍山，是麥徑

最艱苦的上坡路，全程兩個多小時不斷上

山。登坳後平走一小段下坡，抵昂平，該

處草原優美，可以稍作休息，及後依山腰

行，抵達大老山。

第三段 | 北潭凹→水浪窩
長度：10.2	公里	 需時：約4小時

難度：★★★★★

點評：開首已經是上坡路，經岩頭山北

稜至有最美山村之稱的嶂上，然後往終

點水浪窩進發，沿途經過畫眉山和雞公

山等高峰，路十分崎嶇，公認為麥徑比

較難走的一段。

第一段 | 北潭涌→浪茄
長度：10.6 公里	 需時：約3小時

難度：★★☆☆☆

點評：由北潭涌的車路起步，麥徑開首

一段其實頗為沉悶，到西壩漸入佳境，

可以欣賞萬宜水庫與遠方的蚺蛇尖，及

至東壩一段，六角岩柱精彩絕倫，末段

由東壩走至浪茄，海灣風光令人心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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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 | 浪茄→北潭凹
長度：13.5	公里	 需時：約5	小時

難度：★★★☆☆

點評：自浪茄起步，跨過海拔314米的西

灣山，經吹筒坳走過西灣與鹹田灣，沿

途欣賞令人嘆為觀止的西貢東海岸線，

緊接急升，這段最為艱難，最後從赤徑

走到北潭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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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段 | 大老山→大埔公路
長度：10.6	公里	 需時：約3小時

難度：★★★☆☆

點評：從大老山近基維爾營的位置起步，

經沙田坳後，走上坡路，緊接獅子山北坡

之林蔭小徑，再經筆架山，抵達本段終點

大埔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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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麥理浩徑的誕生，背後有三個原因：其一是香港於1976年制定《郊野

公園條例》，劃定多個郊野公園，至1979年大體完成建設，所以政府希望開

闢一條長途遠足徑，慶祝這個里程碑；至於為何採用長途遠足徑作為紀念？乃

因漁護署希望證明，香港郊野公園由東至西從無間斷，保護區愈完整，面積愈

大，生物多樣性就愈豐富，麥徑貫通由西貢到屯門共8個郊野公園，說明了郊野

公園之間的聯繫性，意義重大；此外，任內成立廉政公署、開發新市鎮、推行

10年建屋計劃及9年免費教育的前港督麥理浩，與其夫人鄧麗娉（2020年2月

16日去世）熱愛山林，他們對郊野公園貢獻良多，麥理浩徑的落成，有向這位

港督致謝之意，此亦是「麥理浩徑」之名的由來。

麥徑並非由零開始興建出來，而是透過接駁原有的道路而成，儘管如此，

能夠在9個月之內完成，實屬不易。在眾多難題當中，以如何訂立路線最為棘

手，設立麥徑的考慮有以下幾項：一是避開危險地方，故遇上太險要的地點，

如獅子山頂、蚺蛇尖等，麥徑皆繞道而行；此外，生態敏感的地方不宜觸及，

像大埔滘雖然風光優美，但考慮該處生態環境比較脆弱，麥徑因而沒有通往那

裡；最後，麥徑的設計也要顧及村民的感受，盡量不走私家地與風水林。規劃

了粗略的路線方向後，漁護署又要設定露營場所，紮營地點要有水源，又要顧

及生火問題，像田夫仔、鉛鑛坳等，都是設計團隊費煞思量才決定的露營點。

以麥理浩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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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麥徑宣傳單張

王福義博士早年在郊野公園的工作情況

經過以上種種考慮，出來的成果便是全長100公里的麥理

浩徑。麥徑分十段，每段長短不一，重點在於每段的開頭與結

尾都有便捷的退出點，方便市民來回市區與郊區，這種分段模

式成為香港長途遠足徑的濫觴，此後的港島徑、鳳凰徑、衛奕

信徑都蕭規曹隨。與後來者相比，麥徑路途最長（鳳凰徑70公

里、港島徑50公里、衛奕信徑78公里），而且整條山徑都在

郊野公園範圍，中間沒有被市區斷開（這點主要與衛奕信徑相

比），因而稱得上是香港長途遠足徑的代表。

麥徑的出現，改變人們使用郊野公園的習慣。以往人們前往

郊區多為燒烤，只接觸大自然的邊陲；麥徑啟用以後，更多山客

願意深入香港山林，發掘大自然的優美。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公共衛生學院「愛+人」去年發表研究報告，指有47%郊野公園
使用者最近一次到訪郊野公園時有行山，較1990年的同類調查

升近3倍，印證了這個講法。

山始終要讓人欣賞
然而，人多了也會衍生不少環境問題，甚至有人

形容郊遊徑是山的傷痕，對此，前漁護署助理署長王

福義博士回應：「山呢，始終都是要讓人欣賞的。」

他解釋，撇開一些生態敏感的地方，其實單一條山

道，對環境破壞不大，就算人很多，只要大家有公民

意識，尊重山林，依然可以兩全其美。最怕就是有人

自作聰明，明明有山徑不走，卻胡亂「爆林」（強行

穿越植物茂盛的路段），又遺留垃圾，這才真正傷害

山林。

近年大學多了生態課程，坊間亦不時舉辦山林訓

練班，人們的環境意識普遍提高，早前有消息指政府

計劃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市民紛紛出來反對。亦

因為各界的努力，在疫症肆虐的今天，我們依然有一

片山林可以放空、呼吸新鮮空氣。當然，登山見到隨

地拋棄的口罩總會令人憤慨。在守護麥徑，以至於整

個大自然的道路上，大家依然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山林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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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麥徑是軍事防線嗎？
江湖流傳，麥徑乃軍事防線，這個說法其實不太站得

住腳：麥徑沒有駐軍，而且很多部分沿山腰修建，視

野有限，用兵講求「居高臨下」，顯然不是麥徑追求

的事情。當然，麥徑與二戰時期的醉酒灣防線有部分

重疊，80年代開始「啹喀兵」又用它舉行「毅行者」

籌款，所以說麥徑與軍事史頗有淵源，也不算錯誤，

只是不宜誇大成軍事防線就是。

麥徑人語

？

輝哥與球哥於1978年1月16日一起加入漁農處（漁護署

前身），親手建設由北潭坳上牛耳石山那一段麥徑，球

哥提到當年交通不便：「每日拿着材料與乾糧，行個多

小時才到工作地點，試過為麥徑開路，有一批行山人士

經過，指住我們說：『這一班是囚犯。』」輝哥補充，

因為他們身穿藍衫藍褲，又弄得滿身泥濘，故被人當作

囚犯。引君一笑之餘，也反映當年開闢麥徑有多辛苦。

朱維德先生縱橫香港山野多年，笑言：「未有麥理浩徑

之前，我已經行完全部路段。」比較麥徑成立前後，朱

翁說麥徑注重沿途的標誌與路牌，方便遊人：「以前行

山，又無名又無牌，甚麼都沒有，全部靠自己去摸索，

標距柱都是麥徑之後才有。」朱翁又提到早年在麥徑各

段潛水的經歷：在城門水塘尋找水下村、在西貢三杯酒

撈帶子，現在這些地方都是保護區，往事只能追憶。

 麥徑開路人

	 周凱輝（輝哥）
	 溫廣球（球哥）

 旅遊達人

	 朱維德（朱翁）

Q1. 麥徑標誌為何不用麥理浩肖像？
郊野公園的標誌，大多由已故雕塑家唐景森設計。他

本來打算用麥理浩的肖像作為標誌，但其他同事覺

得，香港首條長途遠足徑以「鬼佬」為「嘜頭」不太

合適，唐景森遂改以華人青年為藍本，繪畫了一個揹

着大包，眼看遠方的身影。麥徑每隔500米便會豎起一

條標距柱，共200條，每條上方都印有這個麥徑標誌。

「
夢
想
之
路
」

缺乏好奇心的山客不是好山客！

當你看着麥理浩徑的指示牌時，

有沒有想過它從何而來呢？

透過考究這些細節，

其實能讓我們找到更多的切入點，

更瞭解這條香港的「夢想之路」。

此節就跟大家聊聊有關麥徑的幾個趣怪問題，

也找來幾個有代表性的遠足界人士，

請他們談談他們眼中的麥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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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

順

昔日香港市民豢養耕牛，協

助種植水稻，隨着社會轉型，農民紛

紛轉行，不少耕牛遭到遺棄，牠們及其後代，成

了今天常在郊野公園碰見的流浪牛。現時漁護署

處理流浪牛的方法是「捕捉、絕育、遷移」，職

員會主動捕捉流浪牛，安排獸醫為牠們檢查，並

進行絕育手術，之後釘上耳牌，以作記錄，部分

更會佩戴追蹤器，方便日後監察。

Q5. 為甚麼找不到麥徑的終點與起點？

麥徑的起點位於西貢北潭路與大網仔路交界，乘巴士

94、96R或289R在「鯽魚湖」站下車，步行約1分鐘
便到達，只是大家習慣坐的士直接從東壩出發，所以

錯過了起點；至於終點，則位於屯門的何福堂附近，

離輕鐵「杯渡」站約300米遠，麥徑最後一部分沿引

水道而行，不少山客嫌沉悶，早在大棠一帶離開，故

而無緣見到麥徑終點。

Q3. 麥徑有順逆之分嗎？ Q4.	麥徑牛從何而來？

有次筆者與女友由西至東攀

越雞公山，言及我們正在

「逆」走麥徑第三段。她反

問為甚麼不可以西面（屯

門）是頭，東面（西貢）是

尾呢？一時之間，真不知怎

樣解答。後來跟王福義博

士談起這個話題，他解釋麥

徑確有順逆之分：因為漁護

署在西貢北潭涌有管理站，

便於管理，故把起點設在

西貢，屯門一則風景不如西

貢，不想讓山客剛起步就失

望，二則該處亦缺乏空地，

難於聚集，故設為終點。

屯門（終點）

北潭涌（起點）

 開拓麥徑的功臣

	 王福義（王博士）

王博士最初在漁農處擔任林務主任，與其他同事着手建

設郊野公園與麥徑，他向我介紹當時的一眾功臣，包括

負責規劃路線設施的園境設計師莫素珊與希活、繪製麥

徑地圖的蔡文斌、以及麥徑標誌設計者唐景森等等。他

還特別答謝一眾前線工作人員，說：「大家都說我們漁

護署員工七勞八損，原來不是入職時傷，而是工傷，個

個每日行斜路，勞損大，結果退休都喊膝蓋痛。」

 第一代通走者

 陳志安（安叔）

麥徑僅成立43日，便舉行了首個民間通走（一口氣走完

十段麥徑）比賽，名為「麥理浩徑通走」，負責人之一

安叔追憶當時的盛況，指其時有參加者500多人，大部

分人對路況未有認識，其時路又不如現在完整，「很多

地方非常荒野，雜草叢生」，最後只有35人完成賽事。

安叔又說：「舊時無補給，只有飲山水，那個年代的環

境，沒有今日那麼污染，現在我就不推薦了，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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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年前訪問一個外

國風光攝影師，問

他曾否在香港採

風，他回答：「我只拍攝自然風景，

對城市沒有興趣。」語氣帶點不屑，

言下之意，香港這個紙醉金迷的城

市，哪有甚麼好風光？那時我很不

甘，像自己的孩子被別人中傷似的。

其實香港郊野雖然鄰近市區，景色卻

絲毫不遜於外國的美景，更絕的是麥

徑不同的段落有不同的特色：一段和

二段的地質奇觀、三段和四段的巍巍

群山、五段和六段的繁華市景、七段

和八段的城山交融、九段和十段的水

塘麗影，真箇各自各精彩！

麥
徑
同
行
40
載

獅子山	

古時稱為虎頭山，是香港人的精神

象徵。拍攝時，把山下的一些樓宇

放進景框，更顯獅子山下的精神 
Kelvin Yuen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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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徑首兩段主打世界級地質景觀，第一段東壩一帶的

六角柱石與海岸侵蝕地貌叫人嘖嘖稱奇，六角柱石群是香

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Hong Kong UNESCO 
Global Geopark）的主要景點之一。及至第二段，由西灣、
鹹田灣、大灣和東灣組成的「大浪四灘」，堪稱全港最漂

亮的海灣風景。此外，首兩段光害較少，是本地少數適合

星空攝影的地方，以地質景觀或萬宜水庫的錨形石為前

景，能夠拍攝不錯的星空照片。

木橋步道、東壩、

破邊洲、大浪四灘

maclehose trail

第一						二段

世界級地質景觀

西貢東郊野公園	

航拍西貢東郊野公園，畫面中間是萬宜水庫的東壩，

其下方為破邊洲；其上方由近至遠分別是浪茄灣、大

浪灣、蚺蛇尖（Kelvin Yuen攝）

破邊洲	

位於東壩以外的不遠處，原是糧船灣花山伸延入海的

海岬，後來因長期受海浪侵蝕，與花山分離成為海蝕

柱，其六邊形石柱，堪稱香港一絕

41主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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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之心	

西貢的花山壁上有一個天然形成的心形，行山人士稱之為

「香港之心」。這張照片巧妙地找了一些平常不起眼的植

物當前景，與背後的「香港之心」互相呼應，形成了不一

樣的趣味（Kelvin Yuen攝）

東壩星空	

西貢東部沒有太多人工化建築，光害相對不嚴重，素來是

香港熱門的觀星勝地。拍攝星空時，如果能夠將西貢標誌

性的地貌，例如六角柱石融入作品，照片自然更具魅力 

Kelvin Yuen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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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四段的山峰一個接一個，雖然考驗體

力，但峰巒迭起、山外有山的美景，絕對值回票

價！此兩段最熱門的攝影點莫過於昂平，此「昂」

闊的「平」原背靠大金鐘，面向無敵大海景，搭配

日出，令人讚嘆。行有餘力者，可以在第三段走支

路拜訪黃牛山石景，也可以在第四段登上大金鐘，

回望剛才走過的山路，感受「欲窮千里目，更上一

層樓」的意境。

馬鞍山群峰	

馬鞍山一帶群山匯聚，諸峰之中，又以大金鐘（畫面

左方）最雄偉，尤如金字塔般，屹立在大地。相片中

央，行山者面朝火炭與沙田一帶，與群山形成鮮明的

大小對比，使作品更有氣勢（Kelvin Yuen攝）

昂平草原、

大金鐘、雞公山

maclehose trail

第三					四段

群山回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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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六段一改畫風，以城市及人工風景為賣點，

特別是第五段，九龍群峰與市區相鄰，放眼張望，樓宇

密不透風，車輛往來不絕，白天是繁忙，入夜後添上燈

火，便成為繁華了。沿着麥徑五段前行，大老山、獅子

山、筆架山皆是拍攝城市景貌的好地點，尚嫌不足的

話，繞支路至飛鵝山的觀景台與自殺崖，無不是讓人讚

嘆的視覺盛宴。

第六段沿途可以可遠眺獅子山，路上的九龍水塘與

城門碉堡都是有名的歷史建築，豪雨時節，碰上九龍水

塘排洪會比較「出相」。

大老山、獅子山、飛鵝山觀景

台、飛鵝山自殺崖、九龍水塘

maclehose trail

第五					六段

璀璨都市

	 飛鵝山自殺崖	

自殺崖位於飛鵝山西南方副峯的山脊頂，因地勢險要得名。作品

由高向低俯拍，更利於表現場面的氣勢及險峻，注意自殺崖曾經

有人墮山，拍攝時務必要注意個人安全（Kelvin Yuen攝）

獅子山雲海	

一般拍攝風景都會避開人工建築。但這張在獅子山上拍攝的雲海

作品，以電塔和樓房映襯山勢及排山倒海似的雲海，表達了香港

城山一體的特色（Kelvin Yuen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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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傳駐港英軍發現自殺崖時，
   見其氣勢磅礴，
    故命名為Suicide Wall」。

麥
徑
同
行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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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夜景 來 美。但是，
  有誰知她的滄海變桑田的經歷？」
                                              ——何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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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架山夜景	

筆架山又名畢架山，雖然名氣不如獅子山及飛鵝山，不過

在攝影圈子裡頭，卻是個響噹噹的夜景勝地。比較常見的

攝影點在山腳下的豐力樓行人天橋，以及筆架山氣象台稍

落位置的一個小平台（Kelvin Yuen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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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門水塘的水浸白千層、針山與草山皆是風

景優美之地，但要數這兩段的最大亮點，還是大

帽山。大帽山海拔957米，乃香港第一高峰，視

野廣闊，在大帽山頂可以清楚看遍香港全景，那

些樓宇與橋樑點綴疊嶂山巒，充分體現香港「山

城一體」的特色。

此外，相較其他高山，大帽山交通比較便

利，開車可以直達半山的觀景台，故此有不少攝

影師喜歡半夜上大帽山「博大霧」，期望看到琉

璃霧以及雲海日出。近期大熱的「波波穿雲」、

「沐浴獅子山」等，也是在大帽山拍攝的作品。

城門水塘白千層、

針山、草山、大帽山

maclehose trail

第七				八段

山城之交

水浸白千層	

城門一帶廣植千層樹，此樹又名白千層，喜於沼澤生長，

不怕水浸。踏入雨季，水塘滿溢，形成「水浸白千層」之

景。城門水塘交通便利，「水浸白千層」可謂最平易近人

的香港山林奇景（李永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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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帽山大霧，經常請攝影人士『食白果』，
   故我們尊稱為『白果山』。」

藍巴勒海峽	

在大帽山上朝西南方看，可以飽覽藍巴勒海峽的美景。以

青馬大橋和汀九橋為首的幾條大橋把青衣、荃灣及葵涌幾

個地區連結起來，中間穿插不同的山脈，山與城之間離得

這麼近，在全世界範圍也難得一見（Kelvin Yuen攝）

大帽山氣象台	

因為天氣雷達站為球狀，山客稱其為「波波」。雲海時節

（一般在2月至3月），潮濕溫暖的天氣帶來雲海與霧海，

很多時流雲吞噬整個山頭，只有屹立在香港最高峰的「波

波」探出頭來，成為本地一個奇景（Kelvin Yuen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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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與十段的林蔭較其他路段茂盛，亦因如此，此兩

段視野沒有那麼開揚，以觀賞植物為主，大棠紅楓是最為

有名的攝影題材。在秋天以外的季節，這兩段的景色原有

點乏善足陳，然而近年第十段新築了清景台——飽覽大欖

涌水塘（即香港千島湖）的觀景台，人氣因而急升，不比

其他段落的熱點遜色，而第九段中段亦可以遠眺河背水

塘，為該段挽回一點分數。

香港千島湖、

大棠紅葉、河背水塘

maclehose trail

第九				十段

水塘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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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欖涌水塘

又名「香港千島湖」，以往多在桃坑

峒拍攝，只是該路線難度不低，阻嚇

了不少遊人，後來漁護署開設「千島

湖清景台」，位置在麥徑M181標距
柱附近，相當便利，吸引眾多觀光人

士，但人實在太多，有條件的話，還是

在桃坑峒觀賞比較清靜（陳一年攝）

大棠紅葉	

雖然有人氣過盛之嫌，但大棠確實無

愧香港第一賞楓勝地，一般在12月底

至1月中旬，大棠漫山遍野都是紅，尤

以楓香林一帶最為艷麗。其實早年大

棠頗為禿瘠，後來有此盛況，皆漁護

署多年植樹之果，景觀果然會隨時間

推移而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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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
山
者
，

萬
民
之
所
瞻
仰
也
。 

——

《
韓
詩
外
傳
》

不 知 何 時 開 始 ，

「行山打卡」成為

風潮，彷彿行山就 

等同「打卡」。誠

然，優美的自然風

景是「呃Like」

的最佳素材，但山林還有很多寶藏等

待我們發掘，也有不同的人，上山為

了不同的目的：他們或追隨聖賢的腳

步、或挑戰自我、或找查戰爭遺留的

痕跡、或把玩奇石、或騎遊取樂……

常言道旅遊為了增廣見聞，其實見聞

愈多，旅遊也愈有趣味，我們從不

同的題目切入，目的無非是想告訴讀

者，麥徑有諸多可能性，豈止「打

卡」二字可以道盡？

站在西貢破邊洲對岸的山頭，

背景左側為罾棚角咀，離岸的

小島是飯甑洲，香港的海岸與

六角柱何等壯麗（鄧子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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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傳教士足跡
麥徑 關鍵詞第一至二段 宗教、朝聖

在一個多世紀前，一群歐洲傳教士不惜遠走千里，深入香港西

貢的山村，為的不是遊山玩水，而是希望把自己的宗教宏揚至東

方。他們憑藉熱誠與毅力，在西貢興建多間聖堂，把這個偏遠之地

營造成小型的宗教聖地。近年有團隊重新關注這段本地宗教史，肩

負復修這些聖堂的任務，並仿照西班牙的「聖雅各之路」，將西貢

諸聖堂串聯起來，形成香港版的「朝聖之路」，讓山客尋找昔日傳

教士的足跡。

聖堂取代祠堂

時間回溯到十九世紀，傳教工作在西方已呈飽和狀態，為了讓

更多民眾沐浴神恩，傳教士跟隨貿易船隊來到東亞。他們相中西

貢，因為此處位於水路交通要點，方便乘船往返海豐、惠陽和香港

大埔等傳教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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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黃毛應玫瑰小堂內，
陽光穿過彩繪玻璃窗，

落在牆上，形成聖潔的

圖案╱2.聖家小堂位於
赤徑的叢林之中，背景

處凸起的山峰是蚺蛇尖

╱3.白沙澳聖母無玷之
心小堂殘存的聖母像，

帶有明顯的東方審美痕

跡，有點像虎豹別墅的

造像

2

3

1
當時西貢村落十有八九屬於客家群體，為甚麼崇祖敬神的客家人會

接納天主教？這一直是學者深感興趣的問題，白沙澳的聖堂甚至承擔不

少原本屬於祠堂的功能，實在不可思議。專門研究本地天主教歷史的田

英傑神父認為，客家人長期「客居他鄉」，常與「外人」接觸，因而較

容易接受外來宗教；此外，因為經常被本地人歧視，客家人亦想借助傳

教士的科技與知識，用以保護自己。曾經在西貢傳教的師多敏神父便

說：「除了履行牧民職務外，還要為教徒或非教徒排難解紛。有時還要

作辯護律師一般，為貧窮教徒向有權勢的非教徒或官員爭取公道。」可

見早期客家人的信仰，與其切身利益撇不開關係。

香港朝聖之路

現知西貢聖堂共有11間，規模稍有差別，但樣式相近，一般採尖

頂型設計，平面呈長方型，左右對稱，遠看像個小盒子。聖堂的大門普

遍朝東，與祭壇相對而望，清晨時分，陽光穿越正

門上方的圓形玻璃窗，落在祭壇的聖像上，莊嚴肅

穆，如此巧妙的佈局，沿襲歐洲教堂的結構；另一

方面，聖像兩旁的對聯，卻帶有強烈的中國藝術質

感，這種「中西合璧」的設計，予人耳目一新之感。

當然，不是每間聖堂都這麼幸運，能以完好之

軀存續至今，事實上，隨着社會發展，鄉村人口遷

移至城市，聖堂或多或少遭到棄置，直至2018年，

熱愛行山的蔡惠民神父聯同其他教友，成立「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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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赤徑聖家小堂目前
仍處於修復狀態，依

靠支架屋頂才不致於

塌落

1

行」工作小組，以復修、保育和管理西貢天主教小堂為己任，一眾聖堂

才得到比較系統的保育。現時修復工作仍在進行，部分聖堂的狀態不適

合參觀，又有部分太過荒僻，普通遊人難以到達，總括起來，以北潭涌

聖母七苦小堂、西灣海星彌撒中心、大浪灣聖母無原罪小堂和赤徑聖家

小堂比較「親民」，大多都在麥徑一至二段附近，可以串起來走一圈。

20年的守護

個人印象最深的要數聖家小堂，它位於有「香港瑞士」之稱的赤

徑，由麥徑二段的終點北潭凹逆走前往，沿途看見村落左方是蔚藍的

大灘海，右後方是雄偉的蚺蛇尖，山海一色。聖堂坐落在村莊的小山

坡，看起來雖然不如黃毛應、白沙澳的聖堂新淨，卻又不像西灣的海

星彌撒中心那樣破爛。鋪滿蔓藤的塔頂之下，屋頂分成白、橙、灰三 
種顏色，見證不同時期的修復工程。

「黑仔！黑仔！」隨着喊聲，來的先是黑色的唐狗，之後是一個老

人。他叫阿國，今年79歲，依然健步如飛，只是眼珠略為發白，似乎患

有輕微白內障。村落冷清，來客稀少，見我們前來拜訪，他興奮得連珠

炮發，講述自己與聖堂的淵源：因為不喜歡教條，阿國一直沒有領洗，

卻比大部分信徒來得虔誠，他與南耀寧神父相熟，稱對方為師父。20多

年前，神父由香港調任到台灣，臨走前向阿國囑咐：「我把聖堂交給你

了，你一定要把它守護好。」於是阿國一守便是20多年，最近「古道

阿國

79歲

沒有領洗，卻比大部分

信徒來得虔誠，看守赤

徑聖家小堂超過20年，

至今仍住在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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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建
於1900

建
於1867

建
於1867

建
於1953

想尋找西貢傳教士足跡

建議路線：北潭涌→北潭涌自然教育徑→聖母七苦小堂→北潭涌

自然教育徑→北潭涌→麥徑第一段→西灣路→麥徑第二段→西灣

海星彌撒中心→大浪灣聖母無原罪小堂→赤徑聖家小堂→北潭凹

起點交通：小巴7、9、9A等

終點交通：巴士94、96R等

備注：路線頗長，體力或時間不足者，可以放棄聖母七苦小

堂，直接坐的士到西灣。另外，聖堂內部並非經常開放，具體

詳情請向「古道行」（thyway.catholic.org.hk）查詢

赤徑
大浪

西灣

北潭涌

行」接手了，仍然委託他看守，他平常就住在聖堂原本的神

父房，「以前很多跳蚤咬我，可能咬了太多年，習慣了，現

在都不癢了。」阿國言語間透露出來的毅力，也許與百多年

前的傳教士互相呼應。

赤徑聖家小堂還是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的基地，阿國

帶我們看門外的木棉樹，說是游擊隊的成員當年親手栽種，

我看着紅棉，慨嘆以往提到西貢只想起雄偉的自然風光，卻

不知原來也有這些往事，讓我們追憶。

北潭涌
聖母七苦小堂	

Our	Lady	of	the	Seven	Sorrows	Chapel

位於北潭涌上窰村，於19世紀末，黃姓客

家族人在上窰立業。因為傳教士的努力，

全村皈依天主教，後來隨上窰村民遷出，

小堂遭到荒廢，有段時間交由童軍管理。

 1

大浪
聖母無原罪小堂	

Immaculate	Conception	Chapel

大浪灣村曾有600至700名居民，信徒多

達500人，是香港早期傳教的根據地之一。

 3

西灣
海星彌撒中心	

Star	of	the	Sea	Mass	Centre

文明德神父在此設立義學，聖堂名為海

星，以表達村民仰賴海星聖母帶來真光。

2

赤徑
聖家小堂	Holy	Family	Chapel

由穆若瑟神父建立，未幾，所有赤徑村民

皆領洗入教。1874年，聖堂受颱風所毀，

於是教會便重建了一座較大的聖堂。此後

無重大改變。聖堂後面則建有銘新學校，

為村內兒童提供教育服務。

44

1

3

2

西貢聖堂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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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徑 關鍵詞第三至四段 高難度、自我挑戰

山的形態各異，山客的追求亦不盡相同，有

人偏好優閒遊，也有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

行」，專向高難度的路線挑戰。麥徑十段之中，普

遍認為第三及四段的難度最高，一眾越野好手視之

為「操山」的上佳選擇，對普通遊人來說，則是一

場關於體力的「考牌戰」。

肉體精神雙重折磨

一般人談麥徑第三段色變，因為此段山頭眾

多、坡度嚇人。由起點北潭凹出發，甫起步便上

坡，在大約1.2公里的路程中，要由140米攀升到
400米高，接近牛耳石山峰頂的位置，相當累人。

緊接下行至嶂上，此處有間嶂上士多，一般在週

六、日營業，聽山界前輩言及，士多老闆每次開店

前，都要挑40磅食材上山，想我們輕裝上陣，已

經走得氣喘如牛，揹負重物上山有多艱苦，不言而

喻，那碗豆腐花吃起來，也就格外珍貴。

稍作休整後繼續上路，今次攀登的是畫眉

山，此段坡度稍遜於牛耳石山，要命在於下山一

段水土流失嚴重——當然，這也不是第三段唯一

的「爛路」，確保足下一雙靴子具備防滑性能，

然後默默習慣就好。從畫眉山下行至山坳位置遇

上分岔路，打退堂鼓可朝北潭方向回鯽魚湖，繼

續奮戰的勇士則繼續沿麥徑繞雷打石山腰行，然

後終於見到第三段的最後難關——雞公山。

「雞公山」就是困難的代名詞，路長且滑，

如果在體力充沛的情況下挑戰還罷了，但第三段

欺負人之處正在於，來得雞公山跟前，意味你已

經上落數十回，早已筋疲力竭，此時一座高山攔於

你與終點中間，對肉體與精神都是折磨，只能靠意

志力奮戰了，尤幸海拔399米的雞公山風景不俗，

企嶺下海的泥灘海岸讓人心醉，算是不錯的獎勵。

終點在更遠處

第三段的終點在水浪窩，該處附近有一座仿

古天文台，頗有特色，值得一遊。參觀過後，

「想不開」的朋友可以繼續向第四段進發。第四

段起首由水浪窩經黃竹洋登馬鞍山，這段堪稱麥

徑最艱辛的上山路，無盡的石級與斜路讓人絕

望，唯有遠方西貢的風景，稍為予人慰藉。

攀登至馬鞍山南脊後，路徑逐漸平緩，第四

段與第三段不一樣，上落較少，難點主要在於開

行山高手育成之路

1.位於麥徑三、四段交界
的水浪窩天文台仿照古

代測星台而建，頗具特

色╱2.在大金鐘山腰回望
剛才走過的麥徑路段，

高低起伏，看見都覺得

不容易（鄧子豪攝）

2
1



北

大金鐘

雞公山

畫眉山

嶂上

牛耳石山

水浪窩

黃牛山

萬
宜
水
庫

北潭凹

大老山

首部分，以及路徑較長，登上馬鞍山脊後，可以鬆一口氣，細心欣賞風景了。繞過大

金鐘抵達昂平高地，該處是熱門的露營勝地，風光無限，不足者在於人氣實在太旺

盛，假日有點（其實都不止有點了）擠擁。

昂平四通八達，由此可向馬鞍山富安花園撤退，繼續循麥徑走的話，會經過茅坪

與黃牛山山腰，最後抵達此段的終點大老山近基維爾營位置。留意基維爾營沒有公共

交通工具接駁，除非電召的士，不然要沿飛鵝山道多走約45分鐘才有小巴站，變相難

度又再提升了。

想走行山高手育成之路

建議路線：北潭凹→麥徑第三段→水浪窩→麥徑第四段→衛奕迅徑4段

→飛鵝山道→安達臣道

起點交通：巴士94、96r等

終點交通：小巴1、1a、1s、11、11B、11s等

備注：路線非常困難，最好麥徑第三段和四段分開兩次走。話分兩

頭，我認識不少毅行者朋友通走三、四段仍覺不「過癮」，不時直接

由水浪窩跑到第八段的大帽山，人與人之間的差距，真的很巨大。



地點關鍵詞麥徑 第五至六段 歷史、戰地遺址

城門谷素為親子遊勝地，沒想到與戰爭竟然大有淵源。

「城門」之名，據說源於南宋末年元軍來襲，鄉民於此興建

石城抵抗，後來南明將領李萬榮亦曾在此築城。及至近代，

殖民政府建立醉酒灣防線，以城門碉堡為防守據點暨總指揮

部，今時今日仍然可以找到相關遺址。本地史學家高添強甚

至形容：「保存這樣完好的戰爭碉堡，在亞洲絕無僅有。」

醉酒灣防線的源起

1931年，中國發生「九一八事變」，東亞局勢日益緊

張，英國着手香港的防護工事，醉酒灣防線於1930年代中期

動工，始於醉酒灣（今葵芳一帶），經過金山、城門水塘、

筆架山、獅子山、大老山，直抵西貢牛尾海，從東至西算

起，是貫通新界和九龍眾多重要山頭最短的一條路線。

當時英軍的構想是在這條防線支撐一段時間，待大英帝

國其他殖民地的軍隊前來救援，可惜後來的情勢遠超他們所

料，日軍勢如破竹，佔據廣州、大亞灣等地，大批援軍到來

的機會渺茫，加上物資短缺，又害怕遭水陸兩路包圍，英軍

1.砲兵觀察所內部，留意牆身
彈孔累累，述說當年的戰爭何

等激烈╱2.1930年代，英軍興
建醉酒灣防線的情況（高添強

提供）

2

1

醉酒灣防線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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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郊野公園

城門郊野公園

城門燒烤場

1

4
2

3
5

隧道出入口
麗晶街及舒佛畢利巷	
Regent	Street＆Shaftesbury	Avenue

城門碉堡陣地各部分以交通壕連接，

建構起仿如地下迷宮的感覺。有趣在

於其交通壕皆以倫敦街道命名，目的

是讓英兵迅速牢記各設施的方位。

1

隧道出入口
舒佛畢利巷	 Shaftesbury	Avenue

此個出入口刻有「若林隊占領」五

字，若林指的，是當年攻佔城門碉堡

的日軍二二八聯隊第十中隊隊長若林

東一。

2 座標
石標指明軍事設施的位置，或有人

問，這不是暴露軍事機密予敵軍嗎？

確實有此可能，前義勇軍中校賴廉士

亦有類似怨言。究竟真是設計失誤還

是另有考慮？尚待進一步考證。

3

砲兵觀察所
整條戰地遺跡徑的精華所在，細心留

意，觀察所存有不少彈痕，實在地述

說當年戰爭的慘烈。此外，在觀察所

內也找到不少鐵扣，據說是讓駐守兵

士設置吊牀所用。

5

城門水塘一帶景色
位於觀察所外的監察位置，除了可以

清楚看見城門谷的情況外，也飽覽大

帽山及九龍一帶的景色，無怪英軍設

觀察所於此。

4

想追訪醉酒灣防線遺跡

建議路線：城門燒烤區→麥徑第6段→戰地遺跡徑（城門）→大埔公路→

麥徑第5段→筆架山→戰地遺跡徑（獅子山及馬鞍山）

起點交通：小巴82、94S等

終點交通：巴士72、81等

備注：走遍兩段戰地遺跡徑比較累人，非軍事迷的話，看完戰地遺跡徑

（城門）直接走回頭路是不錯的選擇

城

上

戰
地

遺
跡
徑

城
門

門

水

塘

遂將戰略重心南移至港島，醉酒灣防線的完善工

程亦大受影響。至1941年日軍侵略城門碉堡，僅

有一排隸屬皇家蘇格蘭兵團的士兵防守，儘管如

此，戰鬥仍然相當激烈，由12月9日至10日，該

地駐守兵員折損約六分一，陣地亦告失守，守軍

司令莫德庇少將無奈之下，決定撒軍回港島。

棱堡與碉堡

有人稱城門碉堡為城門棱堡，我就名稱的問題

請教高添強，他說棱堡一般指「單體」的防禦陣

地，碉堡則常由地道或交通壕互相連接，比較像一

「組」防禦工事，城門谷的陣地包含機槍堡、觀測

台、交通壕等，用「碉堡」命名，似乎較合理。

那些滄桑的戰爭遺址，散落在戰地遺跡徑

（城門），該路線大部分與麥徑第六段重合，官

方指示充足，遊人不難發現遺跡的影蹤。此外，

麥徑第五段附近亦有戰地遺跡徑（獅子山及馬鞍

山），囊括另一段醉酒灣防線的遺跡，只是它們

的規模不如城門一段，可以先遊戰地遺跡徑（城

門），看看對不對自己口味再決定是否前往。

城
門
碉
堡
陣
地



麥徑 關鍵詞第七至八段 奇石、聯想

景觀者，有遠近，亦有大小。除了晨昏大

景，山徑周邊亦散有不少奇形怪石，供遊人把玩

欣賞。中國文化亦素有觀石傳統，白居易說：

「百仞一拳、千里一瞬。」意指一塊石頭，可以

囊括百仞高山之姿，讓人好像一瞬間飽覽千里之

景，生動地說明觀石的樂趣。麥理浩徑第七、八

段圍繞大帽山周邊藏有不少奇石，為我們上演一

幕幕「大帽山石頭記」。

臥牀觀雲

大帽山所以多奇石，源於遠古時代的火山活

動。據地質資料顯示，大帽山一帶曾為活躍火

山，隨着地殼移動，大量溶岩噴出，凝結為火山

岩，它們抗蝕性高，較能抵抗亞熱帶的風化作

用，因而成就了香港的第一高峰；同時，歷經千

萬年的日曬雨淋，岩石含粉砂及黏土的部分受到

風化，令地勢變得嶙峋，因而有了我們今天看見

的諸多奇石。

在大帽山一眾怪石之中，最讓人親近還是臥

雲石——無他，此石位於觀景台，交通方便，每

次上山下山，總是忍不住探望它。臥雲之名，源

於該石光滑無比，狀如一塊傾斜擺放的睡牀，臥

而觀雲，何等逍遙！拍攝臥雲石時，裁去地面部

分，人會如同坐在崖邊，近年在社交網絡大熱的

大東山跳板石，基本上亦是採用同樣手法，大家

也可以嘗試在其他石頭應用類似技巧。

神秘的「X」

如果想看巨石群，可以繞路至大帽山南坡，

該處分佈大帽山兩座副峰：妙高台與禾秧山，皆

為群石聚集之地，其中禾秧山有石船、石巢、竹

海、斗壑、相思及禾秧6組石林，加上妙高台石

林，山界合稱為「七重岩」。經前人總結，「七

重岩」有石天門、小豬石、王母點將台等名石，

不過觀石好玩之處在於各人的觀察不盡相同，同

一塊石頭，你說像人頭，我卻覺得如同烏龜，故

大家也不用太拘泥於前人之說，請盡情發揮自己

的想像吧！

當然，總有人不擅於這種聯想，往往同行友

人指着某塊石頭討論得眉飛色舞，自己左看右

看，還是摸不著頭腦。特意向這樣的你推薦「交

叉石」，它位處「針、草、帽」之中的草山，沿

麥徑七段走到標距柱M134附近，有小路上電塔，

大帽山石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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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城門水塘

城門水塘

九龍水塘

大帽山雷達站

禾秧山
妙高台

荃錦公路
鉛鑛坳營地

草山

針山

北

城門燒烤區

想探訪大帽山奇石

建議路線：城門燒烤區→麥徑第七段→針山→草山→鉛鑛坳營地

→麥徑第八段→四方山→大帽山雷達站→禾秧山→竹海路→妙高台

→大帽山道→荃錦公路

起點交通：小巴82、94S等

終點交通：巴士51

備注：其實單是頭段的「針、草、帽」已經相當累人，再接禾秧

山與妙高台的路線，未必人人受得了，請量力以為。以大帽山為

界線，分開兩次行，或者是更明智的選擇。

交叉石
石的中央明明白白刻有一個「X」，
非常神奇（鄧子豪攝）

小豬石
從禾秧山往東南方下山會抵達「石天

門」，「小豬石」位於兩者之間

交叉石就在塔下，不大，1/3個人左右高，石中央明明白白刻
有一個「X」——說是「刻」，其實更像是「劈」，如《絕
代雙驕》裡面，燕南天一劍將石椅劈開的感覺。究竟真有人

「試劍」，還是自然侵蝕下產生此奇景呢？至今仍未有定

論，但無論如何，交叉石的神奇，不用太多想像力也可以感

受到。

大帽山周邊還有蟹鉗石、姆指石、小丑石等一眾石奇形

怪石，篇幅有限，未能逐一介紹，留待大家發掘！

大帽山除了以雲霧聞名，其石陣之多也讓人咋舌（Kelvin Yuen攝）



丈量麥理浩徑的工具不止雙腿，也可以是單

車。第九與十段因為林木茂盛，視野不如其他路

段開闊，但凡事有得有失，樹蔭連天，正適合戶

外活動，漁護署亦因地制宜，在這個範圍興建了

不同種類的單車徑。乘着單車，或在大棠一帶輕

鬆騎遊，或挑戰自我，跟田夫仔的「長命斜」搏

鬥，皆是與我們日常有所不同的麥徑體驗。

遠離紅葉季

大棠楓香紅似火，早已聞名香港，但踏單車

而言，紅葉季反而是最壞的時分，因為其時人潮

如鯽，車流如水，找個位置站立尚且不易，遑論

有空間騎車，反而是紅葉凋零以後，人群漸減，

才是踏單車的好時機。路線方面，一般由元朗西

鐵站出發，經朗河路的塗鴉牆和天后古廟到水蕉

騎遊大欖涌
麥徑 關鍵詞第九至十段 騎遊，自我挑戰

新村路，接大棠山道經大棠度假村，進入麥理浩

徑十段，自由踩踏一回再沿路折返，假若以五粒

星為最難，大埔往沙田值一粒星的話，這條路線

大抵值三粒星，斜路略多，部分路段可能要推

車，不太孱弱的話，應該可以應付。

自問體能充足，技術高超的車友，一般喜歡

走另一條路線：由屯門出發經青山公路，路過大

欖懲教所進入大欖涌水塘範圍，這個水塘因為散

聚十多個小島，故素有「香港千島湖」的美譽，

近年漁護署為其開闢一觀景台，名喚「千島湖清

景台」，景觀美則美矣，但因為熱度太高，每逢

假日人流絡繹不絕，看見都想掉頭走。今次介紹

的騎遊路線沿「千島湖」南岸走，與清景台的北

岸風光略有不同，其實每個景點都有多個角度可

以欣賞，用不着擠在同一個地方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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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烤場

楓香林

欖
大

涌
水 塘

往上水

北

1

2

3

山擴闊人的界限

離開大欖涌水塘後，接麥徑十段往東騎行至

田夫仔，該處是麥徑第九與十段的交匯點。第九

段全段與越野單車徑重疊，騎車人士請小心行

人，反之亦然。欲挑戰這條線路的朋友，請磨練

好自己的體力和技術，皆因這段距離長，坡度

大，難度不比東涌上昂坪大佛一段輕鬆多少。單

車徑的出口在荃錦公路，由此可以繼續向麥徑第

八段大帽山的「波波」（氣象台）進發，當然這

完全是「玩命」路線，大家量力而為。

其實由荃錦公路順行麥徑第九、十段，八成

都是落斜，非常省力，不過騎行者鮮有這樣走，

問他們原由，他們往往一臉不屑，道：「吓！踩

田夫仔都係想上斜啦！」田夫仔非常困難，唯其

如此，才有挑戰的價值。很多人在山尋找自己的

界限，擴闊自己的界限，這也是山的價值之一，還

是那句老話：山，不是只用來「打卡」的。

1.香港千島湖南岸的車路可以清楚

看見水壩（Eric Cheung攝）╱2.麥
徑第九段的行人路與單車徑重疊

╱3.由市區騎行至大棠途經「元朗

時光隧道」（Eric Cheung攝）

大棠荔枝山庄

元朗港鐵站

想騎遊大欖涌

建議路線：元朗港鐵站→朗河路→水蕉新村路→大棠山道→麥徑

大棠度假村→麥徑十段→原路折返

起點交通：小巴7、9、9A等

終點交通：巴士94、96R等

備注：元朗港鐵站附近有不少單車店，騎遊大棠路線的朋友可以

到元朗再租車；至於另一條田夫仔路線，難度真的很大，挑戰的

朋友大多久經戰陣，有自己的裝備，外行人請勿輕易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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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外國長途遠足徑大不相同，麥理浩徑途上

山屋與民宿寥寥，理由在於香港山與城之間的距

離異常緊密，交通便利。輕裝上山，白晝遊覽一

至兩個路段，晚上回市區的住宅休息，這是本地

人習以為常的行山模式。話雖如此，部分喜歡親

近自然的朋友還是喜歡投宿自然，感受山林的靜

夜。尤幸每段麥徑皆設有露營場地，亦有少量青

年旅舍讓我們選擇。

切勿牛嚼牡丹

據前漁護署助理署長王福義表示，他們設計

麥徑時，估算遊人3天可以走畢100公里，沒想到

後來毅行者帶起風潮，越野跑手花十數小時便走

通全段麥徑——讚嘆歸讚嘆，王博士始終覺得麥

徑應該慢慢欣賞：「我們不希望大家牛嚼牡丹，

所以將麥徑分成10段，每走一段便預你回家，有

希望留在郊野公園的人，我們便預備露營地點，

供人紮營過夜。」

既為通行全段用的停駐站，營地的分佈自然

貫穿麥徑東西。十來個營地之中，以西貢的西灣

麥徑 一宵

和鹹田灣等地較受歡迎，無他，西貢海岸風光

如畫，兼且朝向東方，一覺醒來旭日初升，符合

大眾對露營的完美想像，第四段的昂平營地基於

類似理由，也擁有相同的人氣。缺點方面甚為明

顯：人太多，特別是長假時節，旅行團蜂擁而

至，情況配得上「可怕」二字，故此，上述營地

還是平日前往比較適合。

野豬來襲

此外，近年西貢一帶有野豬出沒，牠們在

營地附近徘徊，看準時機衝進帳篷搶食。某日

西灣清晨，正當我還睡眼惺忪，帳篷忽然天搖

地動，一頭野豬頂穿營帳襲來（哀我可憐的營 
帳……），身邊人高聲尖叫，場景尤如《侏羅

紀公園》。豬搶走通粉與公仔麵離去，我雖心

有不甘，但總不成與野豬單挑，沒奈何只有忍

氣吞聲。後來查找相關資訊，專家建議把食物

包好，以防氣味吸引野豬來襲，個人非常質疑

此項措施的成效——我有包裹食物啊！比較見

效的方法還是找人守夜，只是消閒露營弄得像

如何防止野豬來襲

盡量將食物包裹妥

當，躲開野豬出沒的

地帶，如果還是避不

過，不要強出頭與野

豬對抗。此外，山客切

勿向野豬及其他野生

動物餵食，讓牠們養

成向人類討食甚至搶

食的壞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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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軍打仗，似乎有點可憐。

另一種思路是將風景放在次位，一心尋找清幽寂靜的場地，例

如田夫仔，位於九、十段交界的林木之中，沒有公交直達，不論是

由東面的荃錦坳，還是從南面的深井清快塘過來，均要兩個小時，

而且沒有電話訊號——我知總有人抬槓，說西貢也收不到電話，但

其實西貢只是轉了漫遊，田夫仔是真的一無所有，級數絕對有差

別。徹底遠離網絡的現代人，到底是回歸自然，還是單純的坐立不

安，各位不妨一試。

除了營地，麥徑周邊還散有少量旅舍，不過還

是老問題：在香港，往來城市與郊區實在太便捷，

以大帽山為例，其山頂西面有一青年旅舍，名曰施

樂園，設有住宿及燒烤服務，只是離波波（雷達

站）也有約一小時路程，直接回市區也沒差多少時

間嘛……甚麼？看日出？在荃灣市區坐的士上觀景

台不也很方便嗎？於是乎，住在施樂園的十有八九

都是外國遊客，剩餘的一個本地人，多少帶點獵奇

心態就是。希望之後營運團體多添特色元素，吸引

本地人使用。

1

2

3

1.野豬搶走方便麵後，悠閒

地進食（麥凱祺攝）╱2.昂
平營地乃最熱門的露營地

點之一（麥凱祺攝）╱3.大
帽山施樂園成立於1975

年，卻不怎麼為本地人熟悉 

YHA提供）



自己山徑自己救

近年郊遊人數急升，大自然

受重視，固然讓人欣喜，但另一

方面，每年超過一千萬的使用人

數，亦加劇了塌泥及水土流失，

山徑以肉眼可看見的速度在損

毀。我們既然有權利享用山林，

也有義務保護它，這不是要不要

做的問題，而是怎樣去做的問

題。慶幸坊間愈來愈多團隊關注

「可持續山徑」的議題，他們提

供了相對完整的思路，教我們怎

樣愛護山徑。



做個聰明的山客

遊走麥理浩徑，特別是第三、四和十段，不時發現路陷

之景，所以出現這個情況，一則是雨水侵蝕土壤的自然現

象；二則是山徑負荷太大，土壤變得鬆散，繼而崩塌。近年

流行越野賽事，以往好幾個星期都難得有一次山賽，現在一

個週末可能已經有兩至三個比賽，使情勢更形險峻。

怎樣紓緩山徑損壞呢？最基本莫過於改變行山習慣，因

為貪圖方便，又缺乏相應知識，不少山客慣常避開坑位及

高低差太大的梯級，他們或走上草坡，或另闢捷徑，這些

行為會破壞植被，加速水土流失，使塌陷更常發生。愈多

塌陷，山客就愈不想走「正路」，如此形成惡性循環，因此

我們第一樣要做的東西，就是盡量走官方修築的山路，不要

隨意「爆林」。此外，因為社交媒體發達，產生不少「打卡

勝地」，其副作用是大家一窩蜂湧去那些熱點，名副其實的

「人山人海」，造成山徑「超負荷」。其實香港雖小，但勝

在遠足路線眾多，發掘鮮為人知的風景，也是登山的樂趣之

一，希望大家做個聰明的山客，懂得自行分流。

拒絕石屎山林

以上措施比較被動，漁護署近年不時舉辦山徑工作坊，

由專業師傅帶領大家修復山徑。報名情況熱烈，據說30個名

額，有近300人競爭，香港有心回饋山林的人，還真不少。

我有幸參加過第十段的維修，流程大致是把器具與木材搬到

維修點，用鶴嘴鋤等工具，在山路兩旁分便鋤開缺口，作為

橫放木材的卯口，再在木材下方放置大石，減慢水流，最後

再以碎石及沙泥鋪平木材與木材之間的空間。工序聽起來不

繁複，但一班新手雞手鴨腳，一整個下午才完成三級樓梯！

事實上，用天然材料修補山徑是非常費時的工作，就算師傅

出馬，效率高我們兩至三倍，但麥徑梯級如恒河沙數，真要

全部復修，依然是不可能的任務。山徑工作坊的意義更多在

於教育，把人與山徑連繫起來，實不相瞞，旁人走第十段想看

千島湖，我現在走第十段，卻只為了看望那三級「兒子」。

環保團體「綠惜地球」也有舉行山徑義工培訓計劃，與

漁護署的工作坊相比，培訓課程較長及完整，包含理論課與

實踐課，關注山徑情況的朋友可以多加留意。或有人說，山

徑爛一點就爛一點，有甚麼所謂呢？其實山徑損壞不但帶來

危險，情況太嚴重的話，政府更會迫用石屎固定山路，石屎

山林，顯然不是愛山人士所願。

裂縫

雨水沿裂縫侵

蝕，形成細溝

細溝演變成沖溝

沖溝擴闊，變

成劣地

沖下來的土壤

在底部堆積

沖溝的形成

1

2

3

1

1.針山的山路本來只是窄
窄的一條，但兩旁的草披

因為經常被踩踏而遭到破

壞，現在變成寬闊的爛路

╱2.師傅正在用鶴嘴鋤開
出卯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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