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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星 樓  

塔又稱浮屠，隨著佛教傳入中國後，與中國傳統的樓閣結合而產生了樓閣式佛塔，而因佛

教教派的不同和地區的特點又出現了各種不同形式的佛塔。佛塔最初是一種外來文化，但是

很快便被本土文化吸收、改造和融化，而產生出一種新的文化，成為一種獨特的古建築。到

了明清時代，在嶺南地區塔逐漸演變成為風水塔，用以鎮守江河，和祈求功名的文塔。 

聚星樓是香港唯一的古塔。聚星樓位於屏山鄧氏氏族聚居地的中心，於十四世紀明朝初

期由鄧氏屏山七世祖鄧彥通所建。建塔的地方昔日是屏山河的出海處，潮水漲時，河水甚深，

載重數千斤的船隻可以直達橋頭圍的拱橋，昔日建築祠堂、書室用的石料，都是以船運到拱

橋附近上岸。由於水路方便，所以聚星樓下面就發展成為屏山市。然而天水圍新市鎮的建立，

把屏山河堵死，景觀己不復再。  

 聚星樓據說原高七層，但最高的四層卻在兩次颶風中塌下，後來村民依從風水先生的建議，

只保留餘下的三層。 

聚星樓外形並不雄偉，但在當地卻一直享有很高的地位，因它的興建是為了阻擋北面的煞

氣，並承接青山的風水命脈，具有子孫衣錦榮歸、人才輩出之像。而根據歷史記載，鄧氏族

人中，曾出現了不少優秀的學者及士大夫。聚星樓是六角形的建築，約高二十米、寬十米，

以傳統青磚興建。正門門框以花崗條石建成。結構獨特的簷蓬極俱特色，而整座塔可說風格

樸實，並沒有華麗的藻飾。 

聚星樓的塔名刻於塔的二層的一塊石楣上，可解作聚文魁星的意思。此外還有兩塊石楣分

刻有「光射斗垣」及「凌漢」等字。塔內下層設有神壇，供奉文昌帝及關羽帝君兩神像；中

層供奉魁星。據民間  

文昌，又名＂文曲星＂，本是星宮名，屬紫薇垣，包含 6 顆星。即斗魁（魁星）之六顆星

的總稱。其中文昌二、三、四，即大熊座。《史記.天官書》: 「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官：一

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 民間的說法，就是北斗

七星中的六星。古代星相家將其解釋為主大貴的吉星，道教又將其尊為主宰功名、祿位之神，

又叫「文星」。隋唐科舉制度產生以後，文昌星尤為文人學子頂禮膜拜。                           

晉朝年間，在梓潼縣有名張亞子者，在朝當官，事母至考，後不幸戰死。死後，百姓為其

建廟祭祀，以後逐漸成為梓潼地方的重要神明，叫『梓潼神』。      

到了元代，仁宗延祐三年(1316)，將＂梓潼帝君＂加封為＂輔文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

後稱＂文昌帝君＂，兩者遂合二為一。文昌帝君是掌管文昌府的事務，故名文昌。文昌府相

當於現在的銓敘司，故供奉他可望功名順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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