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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廬 

石廬位於崇謙堂東面，於 1924 年興建，1925 年建成。徐仁壽早在 1919 年 9 月創辦華仁

書院，為一間天主教學校。 

彭樂三的妻子徐清和為徐仁壽的九姊，彭氏因此把一幅土地讓給徐氏建屋，亦即現在的石

廬。石廬由主宅與在其右面用以舉行宴會的附屬建築組成，揉合了中西建築風格。徐氏家族

一直居於石廬，至 1980 年代尾才遷出，該處現已丟空。石廬為一中西合壁的建築物，樓高兩

層，屋前有草坪。建築物富有殖民地建築特色，有木製百頁窗、露台，但屋頂卻是中國傳統的金字瓦

頂及以木樑及木條承托。屋內的房間及天井的布局，與中國傳統的民居相似。 

石廬周圍的土地為一個私人花園，稱為「樂園」，仍然為彭氏所有，彭樂三的母親便是葬於

樂園其中一棵樹下 34。樂園入口有一石門，仍存，但門聯已開始變得模糊。門聯為：「樂土

深耕帶水環山欣共井；園林小隱眠花嘯竹勝開藩」。 

由於石廬的建築特色在新界並不多見，有關方面欲予以保留，但由於石廬已賣與私人發展商，日後

石廬的命運，有待商討。根據城市規劃委員會網頁的資料，石廬和樂園的業主早在 1994 年向

城規會申請興建三幢丁屋，並於 95 年 5 月 19 日獲批。粉嶺鄉紳鄧國容在 1996 年以三千萬

元買下樂園土地的業權 35。當 97 年規劃許可到期後，業主再申請延期，獲延至 1999 年。

古蹟辦在 2002 年和業主商討把石廬列為古蹟，作為龍躍頭文物徑的遊客中心，並開放予公

眾人士參觀，古蹟辦則負責維修。業主再在 2002 年向城規會申請，並在 2002 年 12 月 6 日

獲批准在樂園範圍興建六間丁屋，條件是不可拆卸石廬。不過，地政署以申請人並非新界原

居民而拒絕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