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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山古寺 

長山古寺位於沙頭角和打鼓嶺之間，由沙頭角及打鼓嶺區內

七鄉鄉民於十八世紀中葉合力興建，七鄉分別是萊洞、萬屋

邊，蓮麻坑、以及坪源合鄉約的坪洋、瓦窯下、禾徑山、坪輋。

依據寺內鑄於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銅鐘銘文記載，原有建築

名為「長生庵」；另據寺內一塊現己頗為模糊的石刻記錄，該

建築物於 1868 年被拆卸，而現存古寺則在同一位置的正前方

興建。1949 年時，一位名叫谷山潔的僧人入住空置的長山古寺，庵堂自此成為寺院。 

長山古寺位於廟徑，前原是一條古道，東連萬屋邊，西接打鼓嶺。有學者認為長山古寺是

古代遺留下來的驛站，因為早年的新安縣大致分為東西兩路，西路的南頭城是縣城所在，東

路則有大鵬城。由縣城南頭東往大鵬城，最方便的路徑就是經深圳，穿文錦渡，到打鼓嶺，

過長山古寺，出萬屋邊，越坳下，抵沙頭角海。長山古寺正當此古道之中途。過去經沙頭角

前往深圳的長途旅客，半途均喜歡在寺院歇息，因其免費供應茶水與旅客。由於廟徑是從沙

頭角往深圳的必經之路，故寺院亦同時擁有軍事的重要性。寺內有多首對聯，頗有哲理及具

有滄桑感。如佛壇的對聯：「有意燒香，何須遠航南海；誠心禮佛，此處即是西天」。寺外的

泥塑對聯：「長亭惜別，古道臨岐，雨笠塵襟人日日；山鳥吟春，寺公送曉，煙鐘風磬我年年」。

上下聯的第一字和第五字嵌出了長山古寺四字。寺前原來的羊腸小徑己改為康莊大道，經常

有巨型垃圾車往來穿梭，經此將市區之廢棄物送往堆填區。 

長山古寺是兩進式的建築，建於兩層平台之上，後進比前進

高出約一米。寺內主要供奉佛祖、觀音及地藏王。建築物的屋

頂及大部份文物於 1920 年一場大火焚毀，故所收藏的古物不

多，火災後迅即展開搶修。最近一次的全面復修工程於 1997

年進行，並由民政事務局古物古蹟辦事處及建築署監督，工程

費用四百二十萬元由香港賽馬慈善信托基金慷慨贊助。長山古

寺於 1998 年 1 月 16 日被列為法定古蹟。但寺內由古蹟辦撰寫的銘牌上，卻沒有蓮麻坑的名

字。至 2012 年，古蹟辦根據蓮麻坑村民的指正，補上蓮麻坑的名字。 

長山古寺現由沙頭角、打鼓嶺區大塘湖、禾徑山、坪洋、坪輋、萊洞、萬屋邊及蓮麻坑七

村代表組成的長山古寺執行委員會管理。委員會為慶祝重修工程順利完成，特別在 1999 年 1

月 4 日於長山古寺舉行重修竣工開光典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