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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后宮 

天后宮坐落於粉嶺龍躍頭的松嶺鄧公祠及老圍之

間，是當地的主要廟宇，建築年代己不能考證。據村中

父老相傳，該廟的建造年代較約建於 1525 年的松嶺鄧

公 祠 還 要 早 。 但 亦 有 說 該 廟 建 於 康 熙 三 十 四 年

（1695）。天后宮於清朝中葉年間曾重建，現存匾額

紀錄，該廟於 1913 年、1981 年重修。 

天后宮為傳統兩進式建築，內以天井分隔。廟宇正面

飾有精緻的灰塑及壁畫，壁畫內容一為割柑戯曹，一為

百里奚會妻，和其他廟宇以寓意吉祥為所不同。正殿則

供奉天后及其侍神千里眼和順風耳。左側供奉十二金花娘娘，右側供奉二位神像，有說是周有德及王

來任二位，有說是財神及貴人。如從神像的造像來說，其中一位面白無鬚，不應為周王二公。 

除了後進東面偏殿的兩個銅鐘之外，天后廟並無其

他文物。兩個銅鐘是廟內現存最古老的文物。其中一

個銅鐘鑄於康熙三十四年(1695)，乃鄧氏族人鄧日煥

為子投契天后的許願酬神之物；另一古鐘則於康熙三

十九年(1700)鑄造，乃鄧族鄧門林氏為其子出門往省

城應試，祈求出門顯達，路上平安的酬神之物。第一

口銅鐘上所鑄之銘文有「大步墟」三字，這可說明大

埔墟原名名為大步墟；而另一口銅鐘上有「鬱蔥圍」

三字，鬱蔥圍即現今麻笏圍。麻笏圍圍門紅粉石額上

的篆書即為「鬱蔥」。 

 天后宮於 2002 年 11 月 15 日被列為法定古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