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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益著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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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慶圍之建築理念

吉慶圍是香港現有的圍村中，格局保存最好的一座，從它的工整的平面

佈局上來看，不難看出中國古老城市佈局的縮影。正如唐朝首都長安城的設

計為一有規律而又齊整的「坊」的制度形式，整個城市的佈置有如一個棋盤，

在「棋盤」上安排着排列一致、上下有序的房舍。而吉慶圍的佈局也在此大

原則下，依照《禮記．考工記》的理論來興建的。《考工記》有謂︰「匠人營

國 7，方九里，旁三門。國中有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

這不獨是中國人在城市設計方面最崇高的理想，也成為吉慶圍營建的模式。

（龍炳頤︰《香港古今建築》，頁 22-23。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5 年。）

問題討論

1. 從吉慶圍哪些建築特色可反映村民的防盜意識？

2. 吉慶圍的鐵門背後有什麼故事呢？

3. 為什麼說吉慶圍的格局是中國古老城市佈局的縮影？

7	 「國」指都城。

三、荃灣三棟屋

荃灣三棟屋是典型的客家圍村，由陳氏族人於 1786 年建立。

陳氏家族於十八世紀中期從廣東移居本港，擇居荃灣，並且填平

沿海的土地作耕種之用。三棟屋原先只有三列房舍，由族長陳任

盛所建，他的後人先後在村的兩旁及後面加建房子。位於中軸線

上的正廳，擺放了陳氏先祖的神位，面向正門，正門石楣上刻有

「陳氏家祠」四字。1981 年 3 月，香港政府根據古物古蹟法例，將

三棟屋列為法定古蹟。1987 年 10 月 30 日，三棟屋博物館正式開

放，供市民參觀。

     三棟屋之興建

在香港得見的中國傳統民居，從方位、所在地都和風水有莫大關係，例

如房屋必依山勢而建，屋後植樹等，都反映了風水的忌諱。在眾多居民中，

最受風水影響的要算是三棟屋了。

三楝屋正名是陳四必堂，位於荃灣（舊稱淺灣），建於清乾隆五十一年

（1786），是清乾隆新安縣羅芳村陳氏所建。陳氏遠在明洪武年間即由北方

遷到福建省汀洲府寧化縣，約於

清康熙（1720）徙到新安羅芳

村，繼而在乾隆時遷移到荃灣

（老屋場）。陳任盛帶領着四個

兒子︰健常、偀常、偉常和倬常

合力經營，不經多年，已家有

恆產，人口增加，遂興建村之

念。

    

早期的三棟屋面貌（轉載自歷史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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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子健常擅長於堪輿之術，他在找尋建村之地時，曾屬意在牛牯墩（今

荃灣官立工業中學之地），該處為孫村之地，屬孫氏所有，陳氏不敢造次，

直至有一天，孫氏急需錢銀，即賣地予陳氏，才得以建陳氏村落。

健常所看中的這塊地，在堪輿學上，名曰︰「海棠春睡」，只見此村在美

人大腿上，前迎汲水門，後枕「獅地」，左為青衣山嶺，右為花山；風景尤

麗，特別是春秋兩季，黃昏夕陽漸下之時，金黃色的光束在水面反射，萬千

金星閃進村中，象徵財源廣進。

（龍炳頤︰《香港古今建築》，頁 24-25。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5 年。）

三棟屋之形制

該屋村長一百五十餘呎，闊逾

百呎，中有支柱，廳與廳間為天井

所隔；前廳用以安放車轎雜物，中

廳為客廳，後廳專以祀祖，故亦稱

祖祠；此三廳亦稱三棟，此三棟屋

得名之由來。三廳兩旁排屋為該族

四房之居所，中為小巷所隔。此主

要部分於乾隆二十一年間（編按︰

即 1756 年）完成。

其後，該族子孫繁衍，遂於主

要部分兩旁，及祖祠背後，加建房

屋，與主要部分有小巷分隔。此增

建房舍於十九世紀末期完成，自後

並無增建。

（蕭國健︰《香港新界家族發展》，頁 99-

100。香港︰顯朝書室，1991 年。）

該村屋以泥土、石灰等物混合建成，橫樑為圓形杉木柱架搭，祠堂及正

門牆上有壁畫及彩色木刻裝飾，其他部分則無任何雕飾。全村外牆並無窗戶。

（蕭國健︰《香港新界家族發展》，頁 100。香港︰顯朝書室，1991 年。）

祠堂的正門上有一石楣，上面刻着「陳氏家祠」，兩旁有對聯︰「帽山舒

鳳彩，灣海獻龍文」，道出三棟屋附近的地理環境。對聯的上方有兩個細小

的洞口，是瞭望洞，作用有如現今大門上的防盜眼，用於防範山賊或海盜。

屋頂為傳統的金字瓦頂，鋪上板瓦和筒瓦，然後用鐵釘固定瓦片在屋檐上，

並用釘帽蓋住釘孔，防止雨水沾濕。瓦片之下是木椽和檁條，整個屋頂結構

主要以木樑架及山牆支撐。

（周家建、吳韻怡、黃曉恩、鍾婉儀、盧淑櫻、蔡潔雯編著︰《建人建智：香港歷史建築解說》，

頁 247。香港︰中華書局，2010 年。）

村前有一廣場，俗稱禾坪，可供曬穀或村民休憩之用。村北不遠處有一

水井，終年不涸，可供全村及附近居民使用。

（蕭國健︰《香港新界家族發展》，頁 100。香港︰顯朝書室，1991 年。）

三棟屋之倫理

三棟屋這座傳統民間大宅，其建築空間可以體現一種尊卑、長幼有序的

倫理關係。在三棟屋的中軸上是宗族的祠堂，是供奉先人和宗族商討事情的

地方。廳與廳之間由天井分隔。神龕安放在祀廳內，這地方也是整座三棟屋

最重要的建築空間，表明了祖先是一家之核心，藉以表達對祖先的敬意。

（周家建、吳韻怡、黃曉恩、鍾婉儀、盧淑櫻、蔡潔雯編著︰《建人建智：香港歷史建築解說》，

頁 246-247。香港︰中華書局，2010 年。）

三棟屋的祠堂兩旁分別為四間獨立的居室，是不同兄弟的居所，在三棟

屋佈局上反映了當時男主人共有兄弟四人。最好的廂房會按輩份安排給宗族

的長輩，而每一位兄弟各自也有自己的廂房。有了孩子之後，他們和孩子亦

會住在同一廂房直至孩子長大。正廳及祀廳的左右分別為陳健常四兄弟的居三棟屋的祠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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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後排及左右兩側的橫屋則是後人因子孫日增而加建的屋舍。當孩子長大

成人立業後，傳統的客家族人仍然會一起居住。因此，客家族人會在房子旁

再興建新房子供後嗣居住，並同時興建一些儲藏室以儲藏耕種用具和收成品。

（周家建、吳韻怡、黃曉恩、鍾婉儀、盧淑櫻、蔡潔雯編著︰《建人建智：香港歷史建築解說》，

頁 246-247。香港︰中華書局，2010 年。）

三棟屋之活化

三棟屋陳族自立建祠，至今已二百多年，凡二十二傳。1978 年，地下

鐵路向荃灣伸延，當局為此在該處徵收土地。三棟屋村民為配合社會整體利

益，同意遷徙於象山，另建三棟屋新村，並於新村旁建築新祠，以祀列祖。

原有之三棟屋村則因悠久歷史，被列為古蹟，改建為三棟屋博物館，用以展

覽傳統農村生活實況。另外，該博物館更不時舉辦像粵劇戲服飾物等富有地

方特色的展覽活動，是值得一往參觀的好去處。

（龍炳頤︰《香港古今建築》，頁 25。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5 年。）

問題討論

1. 你知道三棟屋的名稱由來嗎？

2. 從三棟屋的選址上，如何體現出中國民居對風水的講究？

3. 三棟屋如何體現了長幼有序的倫理關係？

四、屏山鄧氏宗祠

屏山鄧氏宗祠是新界現存最具規模的祠堂之一，位於坑頭村

及坑尾村中間，被屏山的三圍六村所環抱。8 據鄧氏族人考究，是五

世祖鄧馮遜在元朝（1271-1368 年）時候興建的，至今已有七百多

年歷史。鄧氏宗祠是三進兩院式的宏偉建築，是香港同類古建築

的表表者。建築物三進大廳上的樑架雕刻精美，有各種動植物和

吉祥圖案，屋脊飾有石灣鼇魚和麒麟。後進祖龕供奉鄧族先祖神

位。宗祠現仍作為屏山鄧族祭祖、慶祝節日時舉行各種儀式及父

老子孫聚會等用途。

      屏山鄧氏

鄧氏是新界其中一個大族。據鄧氏族譜記載，鄧符（又名符協）於北

宋（960-1127 年）熙寧二年（1096 年）中進士第三名，並任命為廣東陽

春縣的縣令。在任期間，曾遊歷屯門、元朗一帶，有感當地風水良好，故於

1103 年遷往岑田（即今日的錦田）定居。鄧符的曾孫鄧元禎於 1216 年移

居屏山，視為屏山一世祖，其子鄧從光（字萬里）其後定居屏山，為屏山的

開基祖。由於子孫繁衍，屏山鄧氏的聚落由最初的坑頭村及坑尾村，發展成

今日的「三圍六村」。

全個屏山聚落建有十多間書室及家祠，包括聖軒公家塾、覲廷書室、若

虛書室、仁敦岡書室、燕翼堂等等。然而，族人認為鄧氏宗祠是總祠，代表

整個屏山鄧族，地位高於其他家祠及書室。

（周家建、吳韻怡、黃曉恩、鍾婉儀、盧淑櫻、蔡潔雯編著︰《建人建智：香港歷史建築解說》，

頁 218。香港︰中華書局，2010 年。）

8　三圍六村：指上璋圍、橋頭圍、灰沙圍與坑頭村、坑尾村、塘坊村、新村、洪屋村、新起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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