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茶果嶺 

「茶果嶺」是在九龍灣水道東南面一狹長小村落，嶺北

山背為茜草灣，西北望牛頭角，東南鄰接鯉魚門。十九世紀

時始有人煙，村民以開採石礦及務農為生。立村原居民多是

姓鄧、羅、曾、邱等的客家籍石匠。 

茶果嶺起名有兩個傳說，一說從九龍灣水道望向山嶺，

它酷似半圓形的客家糕點「茶果」。，另一說是山嶺長有「血

桐」大葉樹，客家人常把其葉在蒸「茶果」時墊底用，故稱「血桐」為茶果樹；因山長有「茶果樹」，

故稱為「茶果嶺」。 

1904 年左右，英殖民地政府重新登記地權，茶果嶺多個舊石堂封山後由一兩個新石商繼續經營。

1942 年，日軍佔領九龍，大部份村民離村。1945 年村民回村復業。三數年後，適逢內戰，大量移民

湧至，村中人口劇增，各行各業興盛。村內有茶樓、雜貨店、藥店、街市、洗衣場，亦有小工場生產

五金產品、乾電池等。1947 年，「亞細亞火油公司」獲政府批出近茶果嶺與茜草灣之間大幅土地，把

港島銅鑼灣油庫搬遷到此。地盤興建新油庫時，地盤僱用三四百名勞工，包括茶果嶺及茜草灣村民。

這時，村內各行業極興旺。與此同時，石山旁發現有高質素的瓷土，採土工廠亦僱用半百民村勞工。

1953 年，政府把茜草灣東北海岸一帶大規模填海，發展成後來的「觀塘工業區」；又在鄰近開山僻地，

興建公共屋邨及私人住宅。區內附近的地盤和工業區僱用很多村民。1959 年，村之東南海岸油塘灣

之船廠、木廠、倉庫、製冰廠等，給村民提供大量職位。60 年代至 70 年代，很多國內新移民在區內

定居，此時村中人口最盛。到了 80 至 90 年代，香港貨運業興盛，政府在海傍設「貨物裝卸區」，給

「躉船」上落貨物及貨櫃車運作，帶了一個新經濟活動。 

有關教育事業，茶果嶺先後有三間小學。早於 30 年

代，村民創立「嶺東小學」。到了 40 年代末，適齡兒童增

加，村民籌款建立「四山公立學校」，取代了規模較小的

「嶺東小學」。50 年代初，鄭子豪創辦私立的「明德小

學」，吸納劇增的學童。「四山」各村校管理階層早有共識，

所有四山的學童都可入讀該校。50 年代時，鯉魚門「海

濱小學」只辦至四年級，學生修畢四年級即可轉到「四山公立學校」繼續學業。後來由於村中適齡兒

童劇減，「明德小學」早在 70 年代中停辦，而「四山公立學校」亦因收生不足，在 1979 年停辦。自

此，茶果嶺村的學童要到鄰區上課。 

30 至 40 年代，村內設施不足，交通又不便，許多服務，特別是醫療服務均須依靠外區「筲箕灣」

或「西灣河」提供。村民前往牛頭角可沿海邊山路步行數十分鐘，很多村民踩單車或由單車改裝而成

的「孖車」(車前是駕駛座位，後是乘客座位)，穿梭鄰近有小路貫通之地區。此外，往香港島筲箕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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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九龍灣水道沿岸村落，則要坐手搖的橫水渡，或「三順利電船公司」的電船。 

區內的天后廟，香火鼎盛。每年農曆三月廿三天后寶誔，村民都在天后廟側設立參神辦事處，大

肆慶祝。慶典當日，由社會賢達及村內父老等人主持儀式，然後有「馬遊塘」、「井欄樹」、「茶果嶺」

等花炮會在街上巡遊；除此之外，還有舞麒麟、舞醒獅、舞龍表演。在天后廟旁搭起的戲棚上演神功

戲，給村民及各界人士欣賞。而當日鄉公所設有齋菜給村民享用，村民便籍此機會聚舊聯絡感情。廟

前有風水卵石，供村民信眾祈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