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坐言集之元朗新舊墟 2 - 1 
 

元朗舊墟與新墟 

元朗古稱「圓塱」，意即完整、豐滿之江邊或湖邊之低窪地。元朗歷來受中國管治，早於秦朝己被

納入番禺縣，至明朝劃為東莞縣範圍，並在大橋墩（即今大旗嶺附近）設立「大橋墩墟」，亦稱「圓

塱墟」。但至清朝順治入關，清廷先後頒佈禁海令及遷界令，居民被迫遷入內陸五十里，墟市遂廢。

康熙八年(1669)清政府批准復界，原居民及大量客籍人蜂擁而回，元朗又回復繁榮局面。 

元朗墟不單是昔日新界最大的墟市，而且是唯一保留昔日墟市面貌的地方。元朗舊墟位於新界西北

部大平原的中心，所以成為鄰近錦田、屏山等地村落農作物的集散地。加上交通方便，除了陸路之外，

還可以沿水路經深灣直達。所以遠至深圳的人，都可以將貨物運到元朗出售。所以元朗就成為新界西

北部最大的墟市了。 

元朗十八鄉大樹下天后廟內有一塊 1938 年《重修天后古廟碑記》的石碑，根據碑上記載，元朗在

三百多年前是一片汪洋大海，可上通南坑村，十八鄉一帶水多於地，人煙罕見。水上漁民因信仰天后，

乃建小廟以祀，經過數百年的經營，人口眾多，滄海一變為桑田。小廟經過數次重修，改建為今日的

十八鄉天后廟模樣。後來更成立大橋墩市，相信這是元朗舊墟的發源地。 

新安縣志有記載大橋墩墟。元朗舊墟大王古廟

中之《重修天后廟碑記》中，有載「滿清康熙八

年(1669)，大橋墩市場改遷元朗」。所稱元朗，相

信就是今天的元朗舊墟，即元朗舊墟已有三百多

年歷史。元朗舊墟位於南邊圍和西邊圍之間，以

往從深圳搭渡到元朗趁墟的人，到達泰祥街便可

直入舊墟入口。據說舊日舊墟一帶的土地，都屬

錦田鄧氏族人所有，後來因為鄧族族人篤信風

水，認為此地由一姓獨擁，不及多姓共有更為發

達，於是陸續將這一帶的土地售與外姓人，不過

舊墟的墟主仍然為錦田鄧族，所以可見當時鄧族的勢力是很大的。昔日舊墟分有東門和南門，共有三

條主要街道，長盛街最長，直通二帝廟，由於這條街有幾家製糖的舖戶，亦稱糖街；另外兩條橫街較

短，一為利益街，另一為有很多舖戶釀酒的酒街。 

通常每個墟市只有一間廟，不過舊墟郤有兩間之多；由此證明當時舊墟的規模。廟宇其一是大王古

廟，另一為玄關二帝廟。舊墟在全盛時有舖戶百多間，舊墟內最具特色的是一間全港最古老的晉源押，

該押是鄧族鄉紳鄧佩瓊之父鄧植福所開設。 

至二十世紀初，由於元朗的日益發展，舊墟的規模已不敷應用，另一方面，此地其他雜姓人仕長期

不滿鄧族長期壟斷舊墟的市場，於是另起爐灶。八鄉、屏山和十八鄉的仕紳多人，招股組成合益公司，

組建新墟。1915 年，新墟建成，地點在舊墟的西南面，元朗涌的對面。由於新墟位置較佳，地方較

大，逐漸代替了舊墟，舊墟的商業活動日漸式微。但至 1984 年，政府因重建計劃，遷拆新墟，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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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餘下東堤街、西堤街、谷亭街及水車館街等可供回顧。 

根據大王古廟中現存於道光十七年(1837)所立之《重建大王古廟碑》中所載，元朗舊墟「遡自康熙

八年(1669)賜進士出身知龍游縣事房叔祖文蔚公，由大橋墩遷墟至於元朗」之字句。由此可見，元朗

舊墟確為錦田鄧族人所建立。 

現立於元朗炮仗坊公園中之碑志稱：「公元一六七零年，(即康熙八年)，鄧光裕先生（進士），得地

利之盛，在元朗南涌對岸，建立元朗墟，則今人稱為舊墟-----』。 

元朗區議會於 1996 年出版之《元朗文物古蹟概覽》一書介紹：「錦田鄧文蔚於康熙八年考中進士，

被派到浙江省龍游縣當知縣。他又獲封地設墟，遂將墟市由大橋墩遷至西邊圍與南邊圍之間的地方，

今稱元朗舊墟。」 

上述兩說均有商榷餘地，據《錦田鄧師儉堂家譜》中載：「鄧文蔚，字豹生，號泉菴，新安錦田人，

清順治十四年(1657)丁酉科舉人，以書經中式；康熙二十四年(1685)乙丑科陸肯堂榜第三甲進士，授

浙江龍游縣-----」。又據新安縣志載：「鄧文蔚，字豹生，錦田人，順治丁酉科舉於鄉，康熙乙丑科成

進士---」。如兩者此說成立，則清康熙八年(1669)鄧文蔚考中進士之說不確，更遑論獲封地設墟。而

炮仗坊碑記中，所稱之鄧光裕先生，應為鄧文蔚，因為錦田祠堂村中之「龍游尹泉菴鄧公祠」乃鄧文

蔚後人為奉祀鄧文蔚所建，亦稱光裕堂，可能由此而將鄧文蔚稱為鄧光裕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