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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舉人，例授武略騎衛揀選衛守府公。 

 日本侵佔香港期間，本港非常缺糧，因飢餓而死者不少，且日軍施行殘暴統治，不少

青壯年無辜被日人殺戮，因此年青人紛紛倉皇逃命，先由市區潛抵新界，部分會在鄧氏

祠堂內稍作停留一二晚後，再在屏山鄉父老安排下，到宗祠前河岸上船，經后海灣轉回

廣東省南番順一帶。 

 鄧氏宗祠於 1991 年由鄧萬里祖基金內撥款四佰卅萬元予以重修。在政府文康廣播科

古物古蹟辦事處和建築署古蹟組協助監督下，工程於 1991 年 11 月竣工。2001 年 12

月 14 日被列為歷史建築物，受《古物及古蹟條例》保護。 

 宗祠門牆上懸有一對聯，上刻「南陽承世澤，東漢啟勳名」。說明了鄧族的顯赫。 

 軒轅黃帝之十八世孫湯滅夏朝建立商朝，廿六世孫祖丁生有五子，四子名小乙、五子

名曼。小乙有子名武丁，繼位為商王後，大封諸侯，於丁巳年(公元前 1324)，將其季叔

父曼封於河北蔓口，曰蔓侯，先賜曼姓，即今河南省伊川市河北岸一帶。至公元前 1315

年，又改封其季叔父曼公為鄧侯，建立鄧國，賜姓受氏曰鄧，鄧曼即以國為姓，南陽為

郡。鄧曼(前 1294-?)字德陽，又稱曼季，鄧曼為鄧族始祖。鄧族一姓由南陽而來。 

 根據鄧氏族譜所記，鄧族第四十七世祖禹，於更始元年(公元 23 年)，迎接漢兵，輔

助光武帝劉秀。而鄧禹更為劉秀的江山立下汗馬功勞，成為東漢開朝的一位重要人物。 

 光武帝劉秀即位後，拜鄧禹為大司徒，封其為酇侯，時年二十四歲。建武二年(公元

26 年)，劉秀改封鄧禹為梁侯，食邑四縣。建武十三年(公元 37 年)，鄧禹定封為高密侯，

領高密(今山東高密縣西南)、昌安(今山東高密縣西南)、夷安(今山東高密)、淳于(今山東

安丘東北)四縣，在功臣中封邑最多。建武中元二年(公元 57)二月，劉秀第二子劉莊即

位，是為明帝。明帝即位後，為為表彰功臣，明帝立雲臺閣，繪畫 28 位大將圖像於雲

臺．意相”二十八宿”。鄧禹像居首位。東漢啟勳名即緣於此。 

屏山鄧氏宗祠既艱難又精巧的重修工程 

一．近鼓台牆腳的紅粉石，是在保證其上青磚牆原封不動的情況下，除舊換新的。  

二．左邊月門的青磚墻，是在保證其牆頭古畫原封不動的情況下，從牆基起，拆舊換新，

將這幅已傾側的牆，恢復垂直位置。    

 三．石柱有的剝落嚴重，有的連金字架傾側，都分別得到更換或連金字橫樑扶正，或

扭轉一個位置，使崩缺的一面轉向磚牆，把腐蝕不嚴重的一邊向外亮相。中廳北牆整幅

拆去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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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神樓是重新上色的，門神是新繪的，許多崩缺的彫刻都一一補回了。  

 五．桁條，工程合約是更換一部份，但承建商偉成公司為了最佳地保存古蹟，毅然全

部更換，而且既不要求補錢，又不自我宣揚。這種桁條本港售價每條二千多元。                  

 『能工巧匠』，這是專家們給予偉成建築公司員工的評語。風化剝落嚴重的石躉已經

被起出來，擺在天井，不妨想象它已經歷了多少個年代！ 

參考資料    【香港屏山鄧氏宗祠簡史】   1991 年 1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