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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薄扶林 
 

  薄扶林原稱百步林，因當地樹林茂密，步入其中必被樹木包圍，以是生

態尤適合鳥類棲居，其中以薄鳧為最常見，古稱「薄鳧林」。後來港府為簡

化寫法，而且「鳧」與「扶」同音，所以改寫成「薄扶林」，一直沿用至今。 
 

  清初復界後，有陳、黃、羅、甘等氏族到薄鳧林聚居，以務農為生，但

人數不多。相傳清末時，瘟疫肆虐，村民遂以「舞火龍」方式，驅除瘟疫。

該火龍以禾草紮成，長約十米，龍身插滿香燭，藉香火等物殺菌盪穢。至今，

每逢中秋節仍保留舞火龍及巡遊的習俗。 2017 年，薄扶林村舞火龍列為香

港非物質文化遺產，顯映其獨特價值。 
 

  此外，村內的李靈仙姐塔亦甚著名。相傳村內曾有鬼怪作崇，村民得李

靈仙姐報夢幫忙驅鬼，怪異事件從此平息。事後，村民以紅磚建造高塔酬謝，

並以農曆四月十五日為李靈仙姐誕。是日，村民到塔前上香拜祀祈福，傳統

維持至今。 
 

  開埠以後，薄扶林成為歐人的郊遊及避暑區。到 1886 年，有白文遜醫生

創辦牛奶公司，開闢薄扶林牧場，先引入八十頭乳牛，生產牛奶，隨業務增

長，牛隻數量逾千，推動本地畜牧業發展。直至 1983 年，牧場關閉，土地改

建成置富花園；另外，1875 年有奧塞神父在此設立伯大尼修院，供神職人員

休養。1974 年轉賣地給政府，曾作香港大學出版社及香港演藝學院校園，現

已列作法定古蹟。 
 

  二戰以後，薄扶林村居民減少，更面臨清拆的厄運。幸於 2013 年，薄扶

林村被世界文物建築基金會選入「中國文化遺產」，遂引起社會各界之關注。 

 
薄扶林村的火龍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