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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山廈村 

 元朗山廈村（今稱山下村）的開村始祖乃張直臣，字

祝 平 ， 良 孫 祖 汝 霖 公 之 子 。 明 朝 萬 曆 年 間

(1573-1620)，恩賜八品冠帶，後因經營鹽業，由東莞

簧村遷至新安橫洲肥沃之地，與林李二姓同居一帶，其

後 子 孫 繁 衍 ， 聚 族 而 居 。 至 清 朝 順 治 年 間

(1644-1661)，張氏族人遷居山廈村現址，仍有未遷

者，原居舊鄉。康熙元年(1662)年，清廷厲行遷界令，

令使沿岸居民內遷五十里，族人亦被迫遷徙。康熙八年(1669)年，復村時，部分族人未有隨

回，致使族人離散，分居各地。 

 山廈村與其他圍村不同之處在於沒有圍牆環繞，但四面則由村屋圍繞成「口」字，以保護

村民。整條村由多行青磚房舍及巷道排列而成，神廳原是對正圍門，但因風水問題，圍門入

口改建在現時的位置。村前原有一風水塘，現已填平改為休憩場所。時至今日，山廈村仍為

張氏的單姓村落。 

張氏宗祠 

  張氏宗祠又稱「華封堂」，建於清嘉慶二十年(1815)，由張炳強、張志廣、張耀晃及張瑞

中等人協助興建，是張氏族人議事和祭祖的重要場所。宗祠以青磚築砌，為傳統兩進一天井

建築。前進兩旁的廂房曾作辦學之用。天井右側廂房為廚灶，村中每有婚宴盛事或春秋二祭，

村民均在廚灶煮食以款待親朋。位於宗祠後進的神龕，飾以「八仙」為主題的木雕，神采活

現，足見昔日工匠的精湛工藝。神龕頂層供奉唐朝丞相張九齡的靈位，山廈村及廣東東莞張

氏族人多供奉張九齡為祖先。宗祠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用以興辦小學，為華封學

校校舍。 

 張氏宗祠最近一次大規修繕工程於 1999 年竣工，其後在張氏族人鼎力支持下，於 1999

年 12 月 30 日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宣佈被列為法定古蹟。 

 張氏宗祠之修繕工程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古物古蹟辦事處及建築署統籌、策劃和監工，工

程則由工藝精湛的本地承建商負責。修繕工程於

1998 年中開展，翌年竣工。1999 年 12 月 19 日開

光典禮舉行時，山廈村場面熱鬧，鄉紳雲集，設盤菜

宴達四百席。 

 過往山廈村村民靠務農為生，以種植甘蔗和稻米為

主．當時每戶差不多種有三至四畝甘蔗，有些更種植

達十多畝。甘蔗於秋冬收割後，會送往村中蔗寮(糖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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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糖。造糖所有工序均由張氏族人互相協助進行。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由於外地大量食

糖輸入香港，蔗寮才結朿運作。當時生產的蔗糖，除村民自用外，亦有運往元朗變賣金錢或

換購其他日用品。蔗寮在香港並不常見，山廈村的蔗寮仍然保留，見證著昔日煉糖業的歷史。

稻米亦為村內重要的農作物，一年有兩造收成，收成的稻米多留為己用，家家戶戶都置有穀

磨以磨輾白米。 山廈村雖然距離市區較遠，且交通不便，但張氏族人對子孫的教育尤為重

視，曾邀請名儒教授族中子弟讀書識字，更利用村內的宗祠和家祠為教學地點。祖輩對子孫

教育的重視，從村內各家祠的名稱可窺見一斑，如張氏宗祠(又稱華封堂)。君悅書室(又稱振

業堂)、達仁書室(又稱樹德堂)、興寶書室(又稱義慶堂)等，當時不論男女均可讀書。隨著社會

的轉變，各私塾形式的學校遂轉變為一所村學校－華封學校。，其校舍設於張氏宗祠內，以

教育村童。1958 年，華封學校遷往位於欖口村附近的新校舍繼續辦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