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蠔涌車公廟與沙田車公廟 

車公姓車名胤，相傳是南宋一名猛將，因為平定江南盜賊有功，被封為

大元帥。南宋末年，蒙古大軍壓境，宋帝昰及昺南逃廣東，車大元帥亦護

駕南來，傳說曾駐守過西貢。由於他愛民若赤，深受村民尊敬。後來他因

病逝世後，當地村民為了感謝他，便建廟供奉他祖孫三代，尊稱他為車公。 

 蠔涌車公廟座落於蠔涌河下游北岸，東臨白沙灣，三面環山，地勢低窪，

水源充足，土地肥沃，以前是農牧富庶之地。但是由於附近一帶有五個山

頭，堪輿家認為幾個山頭，包括莫遮輋上面的落山虎和大藍湖、界咸、百

花林、以及在車公廟位置的回頭虎，合稱五虎，直衝蠔涌而來，俗稱“五

虎下堂”，煞氣極大，對蠔涌村不利。村民建立這座車公廟，主要目的除了紀念車大元帥之

外，還想藉著他的威名鎮壓這五虎。相傳車公廟建成後，村民認為車大元帥沒有坐騎，不成

體統，於是大家集資造了一隻石馬給車公，並且把石馬鑲

嵌在廟門口。原先蠔涌谷一帶良田富庶，每當禾稻成熟時，

禾穗飽滿，收成甚豐。但是自從廟前鑲嵌了白馬後，蠔涌

村的禾稻雖然如常生長，但到了收割時才發覺穀裏沒有米

粒。這個現象不止是一家人發生，全村的農戶都碰著這樣

情形，而且不只一年，連續三年都發生這種奇怪的現象。

同時，村民早上下田工作時，都發覺稻田裏的禾穗東歪西到，泥土上還留有野獸的足跡。後

來村民請了一位風水先生到村中勘察後，認為是白馬成精作崇，晚上到田中把禾穗中的谷米

吃光，只餘空殼。於是村民就把白馬拆下來，埋在廟外的空地下面．

並且在上面放置了一個香爐。從此村裏天下太平，五穀豐登。 

 蠔涌車公廟是一座兩進式的建築，兩翼分為東西廂，屋簷兩側有日

神和月神，屋脊有鰲魚陶塑，檐墊板和牆頭鐫刻著大蓮花、鳳凰和十

多個石灣陶塑。 

 沙田車公廟的歷史比蠔涌車公廟短。據說在清初，沙田瀝源瘟疫流

行，許多人不明不白染病死亡，村民聽說蠔涌車公廟十分靈驗，於是

想請他到沙田救災，但蠔涌父老認為車大元帥須座鎮蠔涌，保境安

民，故此只肯讓沙田村民把車公孫兒的神牌請走，沙

田村民抬著車公孫兒的神牌巡遊各鄉，敲鑼打鼓，猛

燒炮仗。未幾，這場瘟疫果然消失。村民大喜若狂，

為了報答車公孫兒的大恩大德，便在沙田田心村現址

建立車公廟供奉他。 

 但根據沙田村民的說法，卻是另一版本。據說沙田

車公廟的建立，和沙田田心村村民開村的風水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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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田心村創村之時，村民曾聘請堪輿師到村勘察，發覺村前有三條河流交匯於此，村後背

靠青山，風水極佳，最適宜興建一座廟宇座鎮水口，日後定當丁財兩旺。村民聽從風水師的

意見，集資興建這座車公廟。後來瀝源發生瘟疫，村民以為是邪魔作怪，為了驅病辟邪，就

抬著車公神像在各鄉巡遊。果然這場瘟疫就此消失。村民認為車公十分靈驗，銘感之餘，集

資設壇建醮，祈求車公庇祐境泰民安。從此每十年舉行一次太平清醮。 

 1989 年，華人廟宇委員會鑑於每年新春期間車公廟

香火鼎盛，不能容納更多的進香客，所以決定將車公

廟重新擴建。1991 年，政府將廟前的空地批出以便擴

建，1994 年工程完成，費用約為 5,000 萬元，新廟面

積達 5,000 平方米，比舊廟大八倍。殿堂供奉的車大

元帥用仿銅鑄成，高 27 米，由廣州藝術院製造。殿

前有一大廣場，設有祭台風車聚寶盆等，可供眾善信

在露天拜祭。但是原有的車公廟卻被新的車公廟完全遮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