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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母橋 

 便母橋，位於錦田水頭村，橫跨錦田河，

是香港各座古橋中，唯一於《新安縣誌》中

有記載的石橋。便母橋的建造與錦田鄧氏族

人孝行有關。橋側現仍立有一石碑，記述了

當年興建便母橋的原由。 

 便母橋是鄧俊元於康熙四十九年(1710)

所建。鄧俊元，字冠常，生於康熙九年

(1670)，是錦田元亮公十九世孫。其父煒

灼，母黃氏，於康熙七年(1668)復界後遷回錦田泰康圍，生下俊元及彥元兩兄弟。鄧煒灼不

幸英年早逝，二人自幼失怙，只得母親黃氏獨力撫養。及後兄弟長大成人，各自成家立業。

鄧俊元娶妻生子，長曰棟炳，字賓暢；次曰樑炳，字承德；並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遷回對

河水頭村構居故址，其弟彥元及其母仍住泰康圍。 

 黃氏非常痛愛兩個孫兒，每日必往探視兩

孫，至日落始返回泰康圍就寢。泰康圍與水頭

村隔一小河，鄧俊元則朝夕於河岸背母渡河，

但如遇潮漲時不能涉水渡河，則二人又需相候

至潮退，非常不便。於是鄧俊元遂興建橋之

念，立心節儉積款建橋，購買六條長麻石，於

福建聘請工匠建造。石橋前後六年始告完成。

鄧俊元嘗曰：吾建此橋，誠為利便吾母計，若

謂吾有意築橋濟世，則不敢當也，故橋名為

“便母橋”。 

 便母橋橋面以長麻石鋪設，橋墩亦以巨石堆築，已歷經二百多年，歷年亦有維修，在六十

年代維修時，始將橋墩改建成菱形，使橋墩更能抵受水流沖擊。時至今日，便母橋已失去其

當日之作用，但為人子之純考之心與堅忍之志，足為後人學習。 

 便母橋曾於 1959 年稍作修葺，鄧氏廿六傳孫鄧惠翹書有《重修水頭村便母橋碑記》，並立

於建橋碑旁，上鐫：「竊以，修橋整路，善士之於所應為；遇水尋橋，亦今之所不免。溯自忝

公十九世祖，諱俊元，字冠常，生平孝幼，闆里見稱。時在清帝定鼎之初，兵燹頻年，公隨

母並弟奉遷內陸，越七年而始返錦田之泰康圍。迨至康熙四十三年甲申歲，亂事始數平，始

自行復為水頭，而母與弟仍駐泰康。當此之時：公母念孫殷切，日必一視而後快。惟是水頭

之與泰康，中隔一河，公常背母渡。每遇潮漲，弗能過。遂毅然節約，積資建橋，以便慈母

親往返。越六年方告完成，隨即豎碑留念，並顏名曰便母橋。其孝幼天性，勤儉家風，均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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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後世法。但以橋成迄今，屈指八世，橋雖猶存，而碑石已為泥堆過半，每覽碑文，糊糢莫

辨，因而南山之豹，僅見一斑，使人有滄桑之感。茲為實踐木本水源之義，不負我公孝幼之

誠，爰於民國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將原碑粉飾一新，並酌增位置，俾行人者舉目清皙

焉，斯亦承先啟後之意云爾，於是乎序。」 

 劫後餘生返錦田  棲遲泰康樂天年 

 清溪水淺杯難渡  勉力修橋便母先 

 烽煙隨處逼孀幃  七載流離復錦溪  

何堪分居兩隔分  築橋便母過南圍 

 二十六傳孫創業謹序並書 

附：【便母橋碑文】 

   余祖諱感，字居咸，父諱重光，字煒灼；母黃氏，生予兄弟俊元、彥元。不幸幼年失怙，

母守孀居，克勤克儉，日夕庭訓。今予長成，娶陳氏，黍生二子，長男棟炳，次男承德。但

念世居錦田村，予於甲申年構居故址。因弟未復舊居，仍在隔河泰康圍。母念幼孫，朝夕往

來，常痛涉水之艱。於是吾拏力造樑，為母之便，因而名其橋曰便母，若謂廣濟眾人，藉以

邀福，非予所敢也。 

峕 康熙四十九年(1710)歲次庚寅冬月吉日 

鄧俊元建碑 

係福建漳州平和縣人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