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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田梓 

鹽田梓是西貢區內的一個小島，全村單姓陳。客家陳氏家族於十五世紀從北方移廣東五華，

十八世紀再移居深圳觀瀾。十九世紀陳氏三支分別移居西貢鹽田梓、大埔鹽田仔及上水打鼓

嶺坪洋。 

最先到達鹽田梓的是陳孟德，移居此島。由於陳氏熟識曬鹽工作，因此選擇在此設田曬鹽，

建村立業，在島上開闢了六畝田，是香港地區五個鹽田中面積最細小的一個。其他的鹽田分

別為大嶼山的大澳、屯門的新墟及皇家圍、沙頭角的鹽寮下、大埔船灣的鹽田仔。 

陳氏家族在鹽田梓產鹽及捕魚為生。產鹽方法估計是用自然蒸發的方式。潮漲時引海水入

池，再用人力輸送到較高的鹽池，靠太陽熱力蒸發，濃縮其中的鹽份後，逐步開閘流入下一

級繼續蒸發至結晶成鹽。所產的鹽會運到西貢和附近一帶出售。 

鹽田梓的鹽田在 1930 年代改作耕地，並於 60 年代改作魚塘，後被棄置。而 90 年代後期

最後一位民遷出後，整條村便被空置。鹽田梓在全盛時期的人口有二百多人。第二次世界大

戰前後，因為地少人多，難以維生，村民開始移居他區，大部份移居英國和西歐國家，小部

份則留居本港，總人數達一千多人。 

鹽田梓之得名和陳孟德有關，故老相傳說陳孟德去世後，安葬於深圳鹽田陳坑村，因此將

此地名為鹽田梓，後經考證，得知當地之祖墳與太公名字不符，其後幾經多方聯絡，始發現

太公之墓地在滘西洲之五塊田。梓是鄉里之意，「梓」字發音和「仔」相近，故亦稱此地為鹽

田仔。 

1841 年 4 月香港天主教成立，1843 年位於香港威靈頓街第一間天主教主堂成立。初時香

港教會大部份工作是為出入大陸的傳教士安排食宿、交通及給予經濟上的支援，同時兼顧駐

港英軍中的天主教徒和從澳門過來從事商業活動的葡籍人士。 

1860 年代，意大利傳教士與一些本地神職便首先在大埔區展開傳教工作，傳教士在大埔

碗窯和汀角建立了傳教據點，跟著便伸延至西貢區。1864 年柯神父從大埔區轉向西貢區傳

教。據說當年天主教神父經常到達鹽田梓探訪和傳教。一日，一群海盜來到島上欺凌村民，

幸得傳教士領導村民將他們驅走。1866 年秋天，柯神父為鹽田梓七位村民付洗，然後在同

年聖誕節又邀請和神父給另外三十三位島上村民付洗，其中包括了陳氏三代。 

1879 年及 1880 年．聖人福若瑟神父也曾到鹽田梓為兩名女嬰付洗。1890 年鹽田梓的聖

若瑟堂正式舉行祝聖禮，禮堂的地方是由島上民自動獻出，以取代原來的小堂。聖堂是 19

世紀新界鄉村的典型羅馬天主堂，據說是米蘭外方傳教會神父設計，因而款式接近意大利羅

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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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當時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冊封已逝世的福若瑟神父為「聖人」，因此「封聖」

一事，益發增加鹽田梓的歷史及宗教意義。多年來，這兒培育出兩位神父及五位修女，包括

現任香港教區陳志明副主教和已故的陳丹書神父。  

雖然村民早已陸續遷移他區發展，甚至移居英國和西歐國家。1998 年最後一戶村民遷出

後，便再沒有居民居住。但村民的維繫感仍強，每年五月第一個星期日是聖若瑟瞻禮日，很

多散居在外，其至移居其他國家的村民都會不約而同地回村聚首一堂，舉行感恩祭，尋根及

頌主。  

小堂先後於 1948 及 1962 年進行大裝修，而香港教區亦於 1979 年開始每兩個星期於此

聖堂舉行彌撒，但由於鹽田梓村到了 1990 年代已被完全空置，聖堂的活動幾近停頓。教區

有人提議停止在鹽田仔的瞻禮時引起了居民的反響，因而去信要求教區請求補救。香港教區

後來引入來自慈善基金的 15 萬美元去進行包括聖若瑟小堂本身以及鄰近建築如庭院、籃球

場及澄波學校總面積共 1,437 平方米的重修工作。2004 年 5 月 2 日聖若瑟小堂慶祝首台彌

撒及重開儀式。現時聖若瑟小堂為香港天主教信友的其中一個朝聖點，亦被列為三級歷史建

築，更在 2006 年 5 月 7 日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物古蹟保護獎」優良獎。 

澄波學校為鹽田梓啟蒙學校，於二十年代初期創辦。六十年代初期，是全西貢九十九條鄉

村中，唯一有英文班的學校。隨著西貢的發展及村民遷離而空置，現今的澄波學校已闢作鹽

田梓文化資源展覽室，陳列村民昔日生活的用品，及鹽田梓村的歷史故事。 

自西貢墟乘街渡抵鹽田梓碼頭，隻程船費每位 35 元，船程只不過十多分鐘航程。登島後

從碼頭沿著指示牌可參觀村口的百年大樟樹、澄波學校改建的民間博物館，內裡展示陳氏族

人在 19 世紀末，廿世紀初的農耕用具及傳教歷史資料。  

離開學校拾級步上便是得獎的聖若瑟小堂。聖堂附近有有陳丹書神父故居、聖福若瑟神父

故居及陳志明副主教祖居，村屋對下的廢田是昔日鹽田。現時有小徑通往上址，山邊有活泉

井水和大片濕地，經常見鷺鳥棲息等候捕鳥情景。 途經小丘的墳場，沿小徑登山，兩處崗

頂各有一座涼亭，遙望對岸一水之隔，綠草如茵的滘西洲公眾高爾夫球場。  

連接鹽田梓與滘西洲之間的橋名為玉帶橋。昔日村民到滘西洲農田耕作，要涉水過灘，曾

經因為婦女過灘作業時，被潮漲時的海水所淹沒，因此鹽田梓村村民下定決心，50 年代由

已故村長陳光領導下，動員全村老幼，並得到「嘉道理農業輔助會」提供建築材料，歷時一

年多，建成玉帶橋。2000 年政府撥款數百萬元，修補長橋，使長橋重現昔日光彩。不過現

時滘西洲屬高爾夫球場範圍，未經管理局批准，禁止擅進，以免發生危險。附近香港女童軍

總會的露綺莎波度假營現已關閉，未知有任何變動。 

通往玉帶橋的周邊海岸遍植紅樹林，遇著潮水漲退均有不同特色景致。回程沿路返回返村

屋與碼頭時，全程約一小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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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田梓村村務委員會一直積極推動鹽田復修工作，2012 年獲慈善機構支持，令復修計劃

成功「上馬」。2013 年 3 月 17 日，西貢鹽田梓村舉行復修動土禮，首期工程預計 9 月完

工，期望修復後讓公眾進一步認識鹽田，體驗產鹽過程，並透過鹽田保育推廣可持續發展概

念。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及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志明應邀出席。 

 

 

 

 

玉帶橋                       聖若瑟小堂                       昔日鹽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