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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有古講 

荃灣，古稱淺灣，據說因此地海灣水淺而得名。傳說宋帝於南逃時曾停駐於此地。

淺灣亦屢見於宋朝，明朝和清朝的地圖和文獻，包括填海錄，厓山集，宋史新編，

南宋史和新安縣志等。景炎二年（1277 年）九月至十一月南宋皇帝宋端宗由古瑾來

到淺灣，當中一名曹姓大臣在橫過水潭時不慎滑倒溺斃，後人便將該潭命名為曹公

潭以作紀念。十月或十一月元朝元帥劉深帶舟師到淺灣。而另有傳說劉深由城門一

路攻入，而鄉民築起石城抗擊元軍，因有城門此稱。 

清初，大清追擊南明至荃灣，城門谷有南明李萬榮擁永曆年號，據針山石城抗清。 

明末清初，已改名為荃灣約。後來有人改寫成全灣約。 

荃灣舊日因海盜猖獗，曾被稱為賊灣。而荃灣近藍巴勒海峽一帶，舊稱三百錢，

因傳說經過該地時，需給三百過路錢，因為荃灣的水源來自大帽山上的泉水，但山

坑佈滿有毒的馬錢草，加上瘧蚊為患，令居民腹瀉，發冷。也是因為這些原因，加

上商船到這水域在退潮時常常擱淺，還有當時還沒開發，商人必死無疑，所以對客

家商人的忠告是「發達去金山，要死來荃灣」， 這說法一直流傳到二次世界大戰後。 

在五十年代，荃灣已經是紡織業中心，全香港最大的紗廠和染廠也在那裡，後來

更帶動輕工業發展。1961 年政府刊憲宣布把荃灣發展成為新界第一個衛星市鎮。荃

灣的村落開始陸續遷徙。 

福來邨：1960 年代，政府已決定將荃灣的一幅填海地撥予屋宇建設委員會作廉租

屋邨之用。福來邨原定只有八座大廈，分別為四座七層樓宇和四座十六層的舊長型

大廈。於 1963 年及 1964 年落成。1965 年，屋宇建設委員會從日本引進「工業化」

建築計劃，以預製混凝土方式興建。屋宇建設委員會在福來邨第二期中加建一幢 7

層樓宇——永隆樓，於 1967 年落成。 

荃灣有些地名都和當時的人和事物有關，眾安街為荃灣市區主要幹道。它北至青

山公路；南至楊屋道。1930 年代第九、十屆新界鄉議局主席、三棟屋鄉民陳永安在

此區開設「大眾茶樓」和「平安藥局」，眾安街即以此兩店命名。 

國瑞路以楊國瑞命名。楊國瑞（1871 年－1941 年），是荃灣楊屋村的鄉紳，是光

緒三十年科舉所取錄的秀才。楊國瑞曾向香港政府提議將荃灣當時的各個地名統一

為「荃灣」，而他也是荃灣公立學校的私塾前身的創立人。楊國瑞與上水鄉紳李仲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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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鄉紳鄧煒堂等人共同創立新界鄉議局的前身、代表新界居民的首個合法組織新

界農工商研究總會。 

三棟屋：三棟屋是十八世紀由陳姓族人所建的客家圍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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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及羅芳等地。

現時處於村最外圍兩邊的橫屋及後排的房屋是後期加建的，但仍然維持原有對稱方

矩的特色。為了增加可以使用的空間，每間居室都用木梁間板蓋成閣樓，可供人居

住或擺放雜物之用。 

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地下鐵路支線伸展至荃灣，三棟屋位於擬建的地下鐵路隧

道之上，因工程關係，後排的一列房屋數間需要拆卸。在政府安排下，三棟屋村民

自 1980 年起陸續遷往在老圍象山重建的新三棟屋村居住，而新祠堂亦於 1986 年

底落成。三棟屋於 1987 年修繕後，成為一所博物館，供公眾人士參觀。三棟屋於

1981 年 3 月 13 日被列為法定古蹟。 

荃灣天后宮：位於綠楊新村內，昔日名烏石崗，又名廟崗之地。該廟始建於清初

康熙年間，約有二百多年歷史。上世紀 70 年代末期，因建造地下鐵路工程伸展至

荃灣，需在天后廟前挖掘一道深坑建築護土牆，以致嚴重影響廟宇的地基。1983 年

天后宮開始興工重修，地鐵公司因天后宮的遷建，特在廟前加建一座精美的四柱三

間牌樓及東西兩廊作為回報。1984 年冬廟宇舉行重修開光大典。 

荃灣天后宮為一座三開間的兩進殿宇，中間仍保留天井，正殿供奉天后，左偏殿

為供奉中壇元帥，右偏殿為供奉土地公及財神。廟宇偏殿左側另建義勇祠，供奉於

清代同治年間曾保衛荃灣鄉土而犧牲的本鄉列位英雄神主。天后宮亦曾是前身為「全

安局」的荃灣鄉事委員會局址及更練團的總部。 

德華公園：賽馬會德華公園，又稱德華公園，位於荃灣市中心的德華街，同時亦

是荃灣海壩村舊址，由古老的村屋群改建而成的一個公園。 

海壩村是新界荃灣雜姓客家原居民村落，原村建於 18 世紀至 19 世紀，為荃灣四

約之一。1982 年香港政府發展荃灣市中心，將整條村搬到半山的象鼻山路及二陂圳

路交界、海壩村南台、海壩村東北台及國瑞路的海壩新村。舊址當中的海壩村民宅

被列作香港法定古蹟。而原址闢作德華公園。 

荃灣海壩村古屋建於 1904 年，坐落於荃灣海壩村第 917 號地段。業主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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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1937)為海壩村飽學之士，客籍人士，早於十八及十九世紀期間於此建村立

業。 

僅存的古屋以夯土、青磚、青瓦和杉木建造而成，富有中國南方傳統鄉村建築特

色。古屋於 1986 年 7 月 25 日被列為法定古蹟。現作環境資源中心。 

義璋陳公祠為紀念陳氏第廿七世祖陳義璋而建。陳氏族人祖籍廣東省寶安縣沙井

后亭村。陳義璋於清代乾隆年間(公元 1736 年至 1795 年)帶領族人遷居到現時的荃

灣定居。義璋陳公祠建於光緒二年(1876)，並於宣統元年(1909)進行了修葺。祠堂

由泥磚、紅磚、和青磚建成，這反映當時陳氏族人簡樸的生活。2005 年義璋陳公祠

進行了近期最大規模的復修工程。 

馬灣位於大嶼山及青衣島之間。行政上屬於荃灣區，面積為 0.96 平方公里。馬灣

的東西兩面分別由兩道海峽隔開。東為馬灣門，西為汲水門。馬灣的北面的對岸為

新界的深井。 

馬灣島上漁村有超過二百多年的歷史，最繁盛的時期為上世紀 60 至 70 年代，當

時島上居民主要以耕作、捕魚和曬蝦膏維生。島上有陳氏宗族居住的田寮村、馬灣

大街及漁民村等三條主要舊村的居民，人口逾 16,000 人。馬灣原名媽灣，得名於媽

祖，即天后娘娘。島上有兩所天后廟，在海灘北面的天后古廟，相傳由海盜張保仔

所建的，用作庇佑當地人。 

馬灣島行程：1 .巴士站、2.古蹟館、3. 芳園書室、4. 馬灣大街、5. 鎮流碑、6. 天

后廟、7. 無葉井、8. 麒麟石。9. 挪亞方舟公園。 

馬灣有兩間芳園學校，芳園書室別稱為「大芳園」，昔日馬灣陸路交通不便，學生

難於赴島外上學，芳園書室為馬灣唯一學校，當時有學生從陰澳乘小艇前來上學；

為應付在馬灣不斷增加的學生人數，及至 1956 年，芳園書室西面興建馬灣公立芳

園學校；舊校別稱大芳園，新校則別稱小芳園。 

新校為單層建築，擁有 2 間課室。新校現已被改建為馬灣公園的展覽館。公園內

有座清代磚塞，原位處東灣仔。2006 年馬灣公園的工程竣工後，磚窰進行復修處

理，重現公園內。 

另有座窯爐遺迹，原位於前馬灣東灣仔的海岸，1997 年香港考古學會進行考古調

查時被發現。本港發現同類的唐代窰爐遺迹為數不少，大多數位處沿海的沙堤，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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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伴出貝殼和珊瑚等，因此研究者常指出此等窰爐的功能是生產石灰。 

馬灣島田寮的芳園書室 1900 年代前乃陳氏興建的「陳氏書齋」，1920 至 30 年

代重建為具西式風格的建築，並易名為「芳園書室」。日佔時期，日軍曾短暫進駐書

室。戰後書室重新開放。現時是馬灣唯一尚存的戰前小學。 

書室為一座兩層高的長方型建築，揉合中西建築風格。建築物被認為是仿照當時

市區的唐樓建築。書室前面為一小型花園，左側的破落小磚屋，則為以前校舍職員

的廚房。書室前庭及花園由矮磚圍牆所包圍，並建有一道與書室具同樣建築風格的

拱門。 

圓玄學院社會服務部在 2009 年初獲得申請租用芳園書室，作為旅遊及中國文化

中心，並開設馬灣水陸居民博物館。但於 2018 年結束，書室由政府管理，仍向公

眾開放。 

馬灣原本為一個漁村，馬灣舊村有超過 200 年歷史，最繁盛的時期為 1960 年代

及 1970 年代，當時島上居民主要以耕作、捕魚和製蝦膏維生。隨著 1997 年青馬

大橋落成，該處大興土木。2002 年，位於東灣附近的私人住宅區珀麗灣入伙。2007

年 7 月 1 日，馬灣公園第一期落成。2002 年，發展商在島上興建珀麗灣大型私人

屋苑項目，於 2011 年落成。原日馬灣舊村被收購，居民遷至島上田寮新村新居。 

蝦膏以銀蝦為主材料曬製而成。香港地區有亖處出產的蝦膏最為聞名，分別是大

澳、東涌和馬灣，其中馬灣最佳。蝦膏以 10 斤銀蝦，加半斤鹽，放入打碎後的蝦

肉，放在竹製的窩籃曝曬，曬至一定程度就會變成蝦膏薄片，然後將薄片搓成條狀，

再以模具壓成磚狀，就成為蝦膏。 

蝦醬以 10 斤銀蝦，加一斤半鹽，將銀蝦磨碎後入桶發酵，封蓋十多天後入樽，成

為蝦醬。蝦膏經過曝曬發酵，保存時間較長，所以鹽份較少，但重量會減少，價錢

較貴，而蝦醬則相反，所以放鹽較多，但水份未經曝曬而減少，所以價錢較便宜。 

馬灣島在明清時期建立戰船巡邏及海關九龍關。汲水門稅關於同治十年(1871)開

始設置。光緒十三年( 1887)改隸九龍關，光緒二十三年(1897)建新廠，1899 年被

迫關閉棄置。稅廠的牆垣原用青磚建築，現今己蕩然無存，只餘石碑。 

灣島上豎有「九龍關」及「九龍關借地七英尺」兩碑。兩碑原分別豎立當年九龍

關遺址。1990 年，馬灣鄉事委員會為兩塊碑石加設石框和屋頂保護。古物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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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亦將碑石列為三級歷史建築，以示重視。 

據說稅關重建初期，本來想建一條小路直通後山北灣，以便與對岸青龍頭汛及青

衣潭汛聯系，徵收來往船貨及巡邏緝私。但因為建造該條小路繞經田寮村時，需佔

用民地，以致遭到鄉民反對。後來經過調解，鄉民才答允借地建路及建築稅廠，不

過路寬只限七英尺，而且不得過於迂迴曲折；稅關則立下四條石柱以作四周邊界。 

當時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稅務司義理邇(H.M.Hillier)、及九龍

關稅務司摩根(F.A.Morgan)都是英國人，所以與鄉民借地時以英尺計算。當年所開

闢的小路，相傳即現今漁民村的行人路，九龍關的四塊石柱，如今只尚存最大的【九

龍關】一塊，其餘三塊近年據說己尋回。 

鎮流碑有三塊，其一在舊碼頭北鄰馬角嘴處，即高樂亭稍進海旁；其二位處馬灣

龍蝦灣；其三即在馬灣對岸大嶼北岸三轉灣海濱，三碑高達六呎，陰刻有「南無阿

彌陀佛」六字。 

馬灣天后廟：馬灣上共有兩間天后廟，當中又以位於馬灣大街的一間天后古廟歷

史較久，建於清朝嘉慶年間。相傳為張保仔軍師繆連仙所蓋建。天后廟為一所兩進

一院的南方式的建築。廟內有兩面匾額，為當年駐守九龍關的官兵送贈與天后，以

酧神恩。一面上款刻有「光緒三年(1877)季春吉旦」，中題「共被洪恩」，下款「汲

水門洋藥稅廠緝私拖船眾信等敬送」。另一面上款「峕光緒十四年(1888)歲次戊子仲

秋穀旦」，中題「惟德是輔」，下款「沐恩汲水門稅釐二號拖船眾等敬獻」。”洋藥”

即鴉片，”稅廠”即海關。可見馬灣到光緒十四年，九龍關緝私船最少己有兩艘。 

馬灣島在新石器時代己有人類聚居。1997 年在馬灣東灣仔發掘出馬灣人遺跡，被

評為「1997 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