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家 

客家人的定義。客家人是中原漢族，炎黃子孫，遠祖多是書香門第，仕宦之家。

由於連連戰亂，被迫遠走他鄉，大舉南遷。特別是在南宋末年，大批客籍人仕在

粵東的梅州地區集結定居，久之反客為主，民系始定。為了區別於當地土著，自

稱為“客籍人‘或”客家人“。 

客家人的遷徙路線： 

第一次：東晉年間(317-879)，受五胡亂華影響，由中原遷至河北河南南部，

及安徽江西沿長江南北岸，以至贛江上下游。此為遷移第一時期。 

第二次：唐朝末年(880-1126)，受黃巢事變影響，由安徽、河南、河北、江

西等第一期舊居，再遷至皖南及江西東南，福建之西南，以至粵東邊界，為遷移

之第二時期。 

第三次：自宋高宗南渡(1127-1644)，受金人南下入主中原之影響，客家先民

之一部份，由第二次時期舊居，分遷至粵東北部，為遷移之第三時期。 

第四次：自明末清初(1645-1867)，受滿洲人南下之影響，客家先民之一部份，

由第二及第三時期舊居，分遷至粵之中部及濱海地區，與四川、廣西、湖南及台

灣，更有一部份分遷至貴州南邊及西藏之會理。為遷移之第四時期。 

第五次：自同治年間(1867-以後)，受廣東西路事件，及太平天國事件之影響， 

客家一部分人民，分遷於廣東南路與海島等，為遷移之第五時期。 

“遷界”與客家人的遷入。清康熙元年(1662)，清廷實行遷界，強制浙江、 福

建、廣東沿海居民內遷五十華里、實行堅壁清野，防止村民接濟鄭成功。直至康

熙八年(1669)正月，清廷正式下令復界。 復界後由於原來的村民或因流徙而死

亡、或因恐懼而不再返，因此田園荒廢。 

政府為增加稅收，恢復生產，於是從廣東北部、東部、福建和江西等地，招徠

大批客家人來港墾荒。他們到達香港後，大多在山谷或沿海面積較小的平地耕種。

現今的荃灣、九龍、西貢和南丫島的大部份村落，都是在這時期創建的。不少客

籍人士來到香港，開墾土地，會與原來的地主發生磨擦，因而出現不少爭執。 

 在大嶼山東涌的侯王廟內，就有一塊碑記，紀錄了其中一宗事件。右殿壁上則

有一幅代表東西涌的主佃兩相和好《永遠照立碑》，上刻「公立大奚山東西涌羌



山主佃兩相和好…....」等，為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建立，其中載有該區在復

界後主佃田稅之爭。 

 柴灣羅屋。柴灣原有數條歷史悠久的客家村落，1940 年代晚期以後，著城市

的發，此等展村落均已蕩然無存，只有羅屋碩果僅存。羅氏族人原定居山東濟南，

宋末時因避亂南下。早於乾隆時代，其十七世祖已在柴灣定居，以務農為業。 

 原戶主擁有兩張極具歷史價值的契約，一張是印發於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

二月的紅印契，另一張是嘉慶元年(1796)十一月的稅契，由此可知羅屋已有超過

二百多年的歷史。羅屋為一所中型的客家村屋，中央為正廳，兩旁各有廂房，門

框以花崗石砌成，屋頂疊瓦鋪蓋。羅屋屬典型的「三間兩廊」式的中式民居。 

 間是指由四角支柱或四周牆壁所組成空間，是傳統建築中的基本單位。羅屋以

位於中央的廳堂為一間，與兩側房間組成了俗稱「三間過」的基本建築格局。廳

堂與大門之間設有天井，天井兩側另建有稱為「廊」的有蓋伸延部份，分別用作

廚房和雜物間。大門是全屋唯一的進出口，門頂建有屋簷，以遮擋水沖刷。 

 王屋。據村民憶述，圓洲角的王屋由原籍廣東興寧縣的王氏族人於清乾隆年間

(1736-1795)開立，而現存的古屋則由王氏第十九代族人王清和約於 1911 年興

建。王氏族人曾在古屋旁開設義利客棧，以供旅客所需。 

 圓洲角本名圓洲，為沙田海中的一個小島。由於圓洲的地理優勢，成為當時往

來廣東與九龍的商旅和貨物的集散地，王屋村也隨之成為商旅雲集之地，繁盛一

時。但隨著連接新界與九龍的運輸網絡得到改善，圓洲的重要地位亦隨之消失。 

至 1970 年代，沙田開始發展新市鎮，政府收購位於圓洲角和沙田圍的田地和魚

塘，在沙田海兩岸進行填海工程，位於沙田海中央的圓洲角則成為東岸陸地的一

部份，因而成了一個向海伸出的岬角，於是改稱圓洲角，但隨着及後進一部的填

海，現在已沒有角的痕跡，只剩下小山丘。 

 潘屋。潘屋位於元朗坳頭，博愛醫院側，建於 1932 年，是一間典型的客家屋。

潘屋是潘君勉所建，他是廣東梅縣客家人，當年由於經商的關係，經常到港，為

了方便打理生意，就在坳頭這個地方興建巨宅，並以其父親潘蔭華之名，將巨宅

命名為【蔭華盧】。由於大宅正門兩旁架樑上分別雕有一對貼上金箔的木獅子，

牆上又有兩對著色陶塑獅子，左右上下共有八隻獅子，屋內正廳的屏風腳部，均

雕有有獅子，所以亦有【獅子屋】的別名。 

 三棟屋是十八世紀由陳姓族人所興建的客家圍村，距今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



據該族《四必堂陳氏族譜誌》記載，陳氏遠祖最初定居於福建省汀州府寧化縣，

其後有部份族人遷入廣東省的龍川居住，至明朝末年再向南遷至博羅、惠陽及羅

芳等地。 

 十八世紀中葉，十三世祖陳任盛隨伯父陳侯德自羅芳徙居淺灣(即今荃灣)老屋

場(即重建前的大窩口邨第二座)，在瀕海的地方築礐，開墾耕地，務農為生。 

 曾大屋稱山廈圍，位於沙田大圍附近，博康邨西側。曾大屋歷史只有一百多年，

建築宏偉，是沙田區保存得最完整的圍屋，亦是本港最具代表性的客家傳統式圍

村建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