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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村落：梅子林及蛤塘永續鄉村計劃

位於新界東北的梅子林及蛤塘，是兩條歷史超過三百年的高
地客家村落。隨著居民遷出，從前充滿活力的社區在過去數
十年間逐漸式微，村民與大自然多樣化的互動不復再，如不
及時在村中進行積極的管理，生物多樣性和相關的生態價值
將會繼續衰落。

「森林村落」是香港首個保育高地森林的自然與文化景觀作
為綜合全面的活態遺產的項目，旨在透過修復耕地、改善生
境和適度再利用鄉郊資產，把梅子林及蛤塘復興成「森林村
落」—— 以森林作為主要生境的聚落。計劃以協作和參與的
方式，與各界持份者共同合作，透過一系列的保育活動，讓
他們成為森林村落的守護者。

計劃目標：

1.

2.
3.

4.

修復「村落生態系統」的土地利用，增強生物多樣性，並
提升生態系統服務
保護高地森林物種並保護其棲息地
制定永續管理策略，促進農村有形和無形資產的活化再利
用，支持村落的可持續發展
提升自然和文化保育持分者的社區守護意識，並促進他們
在本地採取集體的行動實踐

村落簡介

項目團隊

梅子林村由曾氏客家人建立，至今已有近四百年歷史。蛤塘村則由范

姓客家人建立，至今有三百多年歷史。兩村與附近的荔枝窩、三椏等

村，同屬「慶春約」—— 沙頭角十約中之第九約。

這兩條村均展示了華南常見的風水村落佈局，背靠吊燈籠及風水林，

兩側均有山丘環抱，並有河流流經村落。精心設計的空間佈局展示了

客家民族在選址移居的傳統智慧，以及他們如何同時能夠適應當地特

定的地理、地形和氣候條件。

1960年代是梅子林村及蛤塘村的全盛時期，各有約一百名村民，以

種植稻米及果樹，如年桔及梅子為主。到了1970年代，村民因農村

生活艱苦以及村落交通不便而陸續移居到市區或外地謀生，兩條村落

逐漸荒廢。幸而，當地的自然景觀及古舊建築卻因此得以保存。

近年梅子林村得到滙豐及香港大學支持，與不同單位合作推出首兩個

活化項目，創作壁畫和文化繪圖等藝術作品，並建立了「梅子林故事

館」，以不同方式呈現梅子林的特色，成功吸引了公眾對這個偏遠村

莊的關注。在蛤塘村，一位原居民於2000年代遷回村中居住。村內

恢復供電後，村民在蛤塘村內重建梯田，並復修房屋，村內生氣漸現。

項目主辦單位

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
治理研究中心

項目協辦單位

沙頭角文化生態協會 

地區合作伙伴

梅子林和蛤塘村民

科研合作伙伴

劉惠寧博士

教育及活動合作單位

香港戶外生態教育協會、
尋花工作室、樹木谷

資助單位

鄉郊保育辦公室鄉郊保育資助計劃

項目時期

2021年2月1日至
2024年1月31日(3年)

聯絡電郵: forestma@hku.hk

網站:
https://ccsg.hku.hk/
forestvillage

了解更多

森林村落：梅子林及
蛤塘永續鄉村計劃

forestvillage.ma 



自然保育

計劃團隊提出香港首個以「森林村落生態系統」為保育概念的項目，

以提升區域內的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為目標，恢復村落、農田、

溪流、森林和山嶺一體化的生態系統。

項目從農地復耕、生境保育、物種保育三個方向進行自然保育工作，

包括修復梯田結構，並採取環境有善的方式生產作物。

項目正進行對植物、蝴蝶、兩棲動物、蜻蜓、鳥類、淡水魚和哺乳動

物等，七個類別的生物進行全面的生物多樣性監測，以收集有關物種

多樣性的資料，及保育稀有、重要但經常被忽視的物種以制訂永續管

理計劃，重新聯繫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公民科學家計劃則培訓業

餘的野生動物觀察員和學生，以協助進行系統性的生態調查和研究。

社群參與

計劃招攬不同背景的人士為合作伙伴，以保護和管理村莊的自然和文

化資產為本，並以可持續發展方式復育鄉村。

項目將舉辦一系列參與式規劃工作坊，與一些關心梅子林及蛤塘未來

的社群，共同製定保育計劃和可持續發展理念。計劃將以跨學科科目

的訓練模式進行義工培訓，鼓勵市民支持自然、文化、有形及無形的

鄉郊資本的復育工作。

 

在未來一年，項目計劃將在梅子林建立營地，為露營人士提供自然生

態、客家文化、歷奇體驗及身心靈健康等在地主題體驗活動。

研究項目

除了常見的指標 — 包括保育生境的面積、物種數量、參加者滿意度

和獲取的知識等，森林村落計劃將通過生態系統服務評估和鄉郊守護

精神研究兩個研究項目，進一步了解活動帶來的實際影響。

村落資源的基線調查可以識別村落的自然資源，以及項目所保護的現

有和潛在生態系統服務，有助香港其他類似的森林村落制定永續管理

策略。

另一項研究，則以追踪主要持分者和項目參與者在守護鄉郊意識上的

轉變，並建立一個用作意識衡量的評估框架，以檢視不同參與者在各

種活動中的互動和參與。研究結果將有效評估活動效益，並向公眾訂

出永續鄉村的基本概念。這兩項研究可以更全面地展現各項保育工作

的價值，讓公眾能夠更加感受到項目的影響與自身的關係，從而促進

他們對鄉村的自然、文化和景觀價值保育的動力。

文化保育

計劃正研究當地的客家文化資產，包括歷史文化、鄉土建築、梯田農

耕景觀、傳統知識和民俗植物，並將資產轉化為不同的公眾活動及素

材。記錄口述歷史和文化繪圖活動也是計劃重要的一環，以識別和記

錄有形和無形的農村資產，特別是生物及文化資源。

另一方面，計劃亦將復修昔日梯田及村落結構，前者可作為計劃的基

地和可供公眾使用的露營地點；後者則改造成計劃的工作、活動和展

覽空間。計劃期望為荒廢的鄉村房屋提供創新的使用方式，以啟發香

港其他類似的村落，在未來發揮其想像力和魅力。

地址  沙頭角梅子林村
開放時間  逢星期六、日、公眾假期上午11時至下午3時

梅子林故事館
相片提供：香港戶外生態教育協會

相片提供：香港戶外生態教育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