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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頭廟及西頭廟 

東頭村楊侯宮鄉民稱之為東頭廟，是本港八所楊侯宮之一，亦是

唯一被列為法定古蹟而加以保護的楊侯宮。楊侯宮是紀念南宋侯王

楊亮節，由廈村的東頭村、羅屋村及巷尾村等東頭三村的鄧洪贄祖

後人所建，故老相傳，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該廟位於東頭村東北

角，獅頭山的前端，其座向相傳是「獅子戲球」的風水寶地。球是

指楊侯宮；獅子則指獅頭山。 

  楊侯宮分前後兩進，昔日的天井，現已 加建上蓋，改為香亭。廟門前的鼓

台及四支支柱都以紅粉石建造，與其他鄉 村祠堂等建築物相類。後進設有神

壇，分別供奉侯王、金花娘娘、及土地的 神像。廟內的裝飾，都是寓意吉祥

的精緻木刻和繪畫。門楣「楊侯宮」石額 上，刻有嘉慶辛未年(1811)字樣，相

信現存建築物曾於該年重建而成。到了宣 統已酉年(1909)，廟宇曾進行大規模

的修葺工程，但仍然能保留原有建築風 格。廟宇的東北面的附屬建築物，

不少文章說是供奉清朝廣東巡撫王來任 及兩廣總督周有德二人，但現時只

見供奉「廣東巡撫王大老爺神位」之木主。 

楊侯宮的修葺工程耗資港幣二百萬，原來廟內的大部份古蹟都得以保留。工程於 91 年 7 月展開，

至 92 年中完成，並於 1992 年 11 月 29 日舉行開光大典。 

另一所侯王廟則位於廈村鄉新慶圍，鄉民稱為西頭廟，據說

為鄧洪惠祖後人為奉祀楊侯王所建。但因曾重修多次，特別是

最近一次 1961 年重修時，將部份建築採用三合土代替磚木，但

還保存古式古香的風貌。廟內存有兩塊由鄧氏族人於光緒辛丑

年(1901)，及相信是於 1961 年敬送的牌匾。 

廈村鄉民每年新添男丁，例必於翌年正月初九在廟內點燈，

敬告神靈及祈求福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