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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界圍村之由來

在新界鄉村地區，至今仍保留着許多古老的本地圍和客家

圍。本地圍所居住的不是一家人，而是同族人。各家有獨立的住

房，四周有高牆環繞。牆基用大麻石塊，牆身用青磚砌成，四邊

胸牆開有槍孔。客家圍村則是由多間房屋組成的圍屋群，一些橫

屋的牆壁就是圍村的牆壁。部分圍屋四角設有炮樓。這些古圍村

的興建，多數是在明末清初海賊猖獗的時候，目的是為了防禦海

賊的侵擾，保護村民的生命財產。高牆深溝的圍村是新界歲月的

見證，描繪出新界發展的歷史軌跡。

明末之寇盜

林道乾勒收船隻費用

至嘉靖中葉，海寇大作，停泊香港仔之艚船及漁船，多不敢出海。及海

寇林道乾就撫，各艚船始敢出海運輸。唯林道乾仍聚黨數千，遇烏艚販鹽，

則每船取銀四五十兩，遇白艚船出海，則令每船納銀七八兩，名曰扣稅。

（羅香林︰〈香港之海灣與特產及其前代隸屬〉，《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

頁 13。香港︰中國學社，1963 年。）

何亞八擾掠新界海域

何亞八率夷人入寇東莞所，千戶萬里守南山煙墩，遇賊戰死。1

（陳伯陶等編︰《東莞縣志》，卷三十一，〈前事略三〉，明世宗嘉靖三十年（1551）秋條。）

按明代所設東莞守禦所，在今寶安縣城內，而南山煙墩即在寶安南頭海

濱，對海與今日屬於新界區域之龍鼓洲相望。海盜之進寇南山，自必曾先經

本地區（編按︰指香港）之水域。

1　千戶︰明代衞所掌兵千人的武官名。

（羅香林︰〈錦田之力瀛書院及香港九龍新界等地之舊日文物〉，《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

其對外交通》，頁 219。香港︰中國學社，1963 年。）

林鳳擄掠大埔鄉民鄧族師孟之父

鄧師孟，隆慶時，父被海寇林鳳掠去。孟謀之外父曰︰吾家故貧，

難贖，願以身赴，外父難之。孟詣賊船，求以身代父，詞氣懇摯，聲淚俱

下。寇留之，因釋其父。將別囑曰︰諸弟堪事，勿以兒為念。乃沉海而死。

（……）族人在大莆墟 2，立祠以祀之。	

（王崇熙編：〈人物志鄉賢〉，《新安縣志》，卷十九。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 年。）

清初之遷界

清人入關後，明遺臣於南方擁立明宗室抗清，這對清廷困擾甚大。順治

四年（1647 年），鄭成功佔據金門及福建沿海等地，聲勢頗大。及後鄭敗於

南京，遁回廈門，再據守台灣，謀商復明。清廷雖曾加勦伐，但效果不大，

加上沿海居民對鄭的接濟，使清軍窮於應付。於是清廷採納鄭降將的建議，

2　大莆墟︰即今日的大埔舊墟。由此可知，當日林鳳曾擾劫新界。可參考羅香林︰〈錦田之力瀛書

院及香港九龍新界等地之舊日文物〉，《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頁 218。香港：

中國學社，1963 年。

老圍（轉載自古物古蹟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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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南沿海推行史稱「遷界」或「遷海」的政策，造成本區長達七年的一場

浩劫。所謂「遷界」，就是強制堅壁清野︰沿海三十或五十里劃地為界，強

令居民內遷，並禁止片帆出海，違者處死，以割斷鄭氏與沿海人們的聯繫。

（……）由於沿海海防空虛，海盜及山寇在遷界後得以進一步擴大掠奪，故

困擾本區的程度，反較遷界前更甚。

（高添強︰《香港今昔》（新版），頁 36-40。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 年。）

清初之盜賊

袁四都擾掠本區域的官富、瀝源等地

康熙三年八月，撫目袁四都不遵入界，潛於官富，瀝源為窠，四出流

劫，楊提督發王遊擊統兵兼同各營兵平之。

（靳文謨：〈防省志寇盜〉，《新安縣志》，卷十一。）

李奇等率眾劫掠西貢蠔涌及瀝源等地

康熙十一年九月內，台灣巨逆李奇等，率寇船流劫地方，游移蠔涌登

岸，屠掠鄉村，知縣李可成、遊擊蔡昶聞報，即統集鄉勇官兵，協力擒剿，

賊見劫難與敵，回奔無路，潛遁瀝源等山。

（靳文謨：〈防省志寇盜〉，《新安縣志》，卷十一。）

圍村的興築

自明代以來，沿海寇患頻繁。為求自保，村民已懂得於房舍四周築建簡

陋石牆。及後清人入關，頒海禁令，海寇為禍更烈。當時清廷雖於本區設汛

營、墩台等，但實力仍不足保土安民。不少較富庶的村落，如位於現今新界

西北、粉嶺上水盆地，又或靠近海濱者，大都在村莊四周築高牆、挖護河、

建更樓、裝鐵閘，用以自衞，其中不少至今尚在。

（高添強︰《香港今昔》（新版），頁 42。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 年。）

據康熙靳文謨《新安縣志》中載，當時本區圍村共有十九條︰

鑑巷圍 壆頭圍 沙莆圍 高莆圍 田寮圍

鬱子圍 長莆圍 石岡圍 竹園圍 水蕉圍

山下圍 水邊圍 屏山圍 香園圍 蓢下圍

廈村圍 輞井圍 子屯圍 新村圍

至嘉慶年間，舒懋官《新安縣志》中載，圍村的數目已增二十九條︰

屏山香園圍 錫降圍 高莆圍 英龍圍 石岡圍

合山圍 東安圍 壆頭圍 沙莆圍 竹園圍

元蓢南邊圍 元蓢西邊圍 元蓢青磚圍 水邊圍 船灣田心圍

新豐圍 子屯圍 袁家圍 丙崗圍 積存圍

福興圍 陳屋圍 澗頭圍 木湖圍 錦田田心圍

南涌圍 莆上圍 大埔圍 東涌嶺皮圍

圍村護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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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上 二 志 中

載 ， 可 見 圍 村 之 數

量，於乾、嘉兩朝較

前大增。此等圍村，

有些只以石砌矮牆環

繞之村落，亦有以高

牆深濠環繞者。又志

書中所錄有等村落，

雖無稱之為「圍」，然據調查所得，有等於乾隆間增築圍牆，亦有為多條村

落及圍村組成，如︰

錦田村︰，包括南圍、北圍、吉慶圍、永隆圍、泰康圍，今稱錦田五圍。

龍躍頭︰內有五圍，即老圍、麻笏圍、東閣圍、永寧圍、新圍（亦稱覲龍圍）。

而上水、粉璧嶺、泰亨村及大步頭等，亦於乾隆間建圍牆。可見上述兩

部《新安縣志》中所載，或有遺漏。

（蕭國健：《香港歷史與社會》，頁 173。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4 年。）

今調查所得 3，於香港新界等地所調查之一百三十一村莊中，其有「圍」

者共七十一，以「屋」為名者共九數，至今可考之有圍門者凡八十四，有圍

牆者凡五十七，其圍牆四角建有更樓者凡二十一。	

（蕭國健：《香港新界之歷史與文物》，頁 10。香港︰顯朝書室叢書，2010 年。）

問題討論

1. 在海寇猖獗的時候，沿海居民採取什麼方法來保護自己？

2. 清初政府為何要實行「遷界」政策？這一政策造成了什麼後果？

3. 你認為圍村在今天仍有保留的價值嗎？

3　蕭國健、沈思、葉慶芳於 1995 年 5 月進行《香港圍村調查》，報告詳情可瀏覽網頁：http://

www.lordwilson-heritagetrust.org.hk/chi/project/pc6.htm。

二、錦田吉慶圍

今日元朗的錦田，仍然屹立着數座由鄧氏族人所興建的圍

村─吉慶圍、泰康圍、永隆圍和錦慶圍。其中，以吉慶圍的圍

牆保存得最為完整，成為中外遊客參觀之勝景，而其餘三圍現已

殘破不堪了。其實，圍牆是在明末清初年間建造的，當年盜寇猖

獗，村民遂以青磚築成圍牆抵禦。雖然一些古舊的建築已被現代

樓房所取代，但吉慶圍仍然保留着極具歷史價值的炮樓，在這裏

走一趟，還是可以回味古城的一些往事。

吉慶圍的興築

據鄧伯裘所立「吉慶圍碑銘」，謂︰「溯我鄧族符協祖，自宋崇寧

（1102-1106）間，由江右宦遊到粵，卜居是鄉之南北兩圍。後因子孫繁

衍，於明成化時，設立吉慶圍泰康圍，分居斯土。兩圍四週，均深溝高疊，

復加連環鐵門。想前人立意，實欲鞏固吾圉，以防禦萑苻耳。」4

吉慶泰康二圍，皆為明憲宗成化（1465-1487）時所創建，距今亦幾

及五百年矣。唯另據宋學鵬先生《新界之傳說與故事》考證，謂吉慶圍為鄧

伯經與其他二人所建，泰康圍為鄧璁及其他四人所建，初無圍牆，至清康熙

初葉，以防禦寇亂，鄧文蔚與鄧皆悅始建泰康圍之圍牆，鄧珠彥與鄧直見始

建吉慶圍之圍牆。是今日所見之圍牆，乃康熙初葉所遺也。

（羅香林︰〈錦田之力瀛書院及香港九龍新界等地之舊日文物〉，《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

其對外交通》，頁 204。香港︰中國學社，1963 年。）

4　萑苻︰位於河南省中牟縣西北的沼澤。因葦密容易藏身，故盜匪常藏匿其中以殺人越貨。後比喻

盜匪藏聚的地方。

粉嶺龍躍頭覲龍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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