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鯉魚門  

「鯉魚門」是一水道之名，初見於

十六世紀時《粵大記》的海圖上。

這水道分隔著香港島東北與九龍東

南海岸。原先由英軍在 1885 年建

的「鯉魚門炮台」今已改建為「香港海防博物館」，這說明以「鯉魚門」這專名為首的設施卻

是座落在港島那邊岸。但當今一般人說「鯉魚門」，這泛指九龍這邊岸的「鯉魚門村」。 

有關「鯉魚門」的命名，坊間有多個傳說，一說是從前村內有兩個盛產鯉魚的魚塘，形狀

及位置酷似一對魚眼；另一個說法是古時九龍灣水道(今維多利亞港)看來酷似一肥大鯉魚。鯉

魚門水道窄門酷似魚咀，而近在「海心廟」之「魚尾石」又酷似一條出水魚尾；最後一個說

法是水道兩旁的石群乍看如鯉魚群，巧有一酷似鯉魚之石群位於水道窄門。 

在十九世紀初，一群新安縣客家籍石匠最先踏足鯉魚門村。現今可追溯最早期在村內定居

的是「葉華勝」和「曾冧安」。相傳他們的至親是因逃避原鄉族群鬥爭而遷移到這第二故鄉。 

1898 年英國租借新界，隨即把村內土地從新登記。鯉魚門的「官批石堂」逐一被封山，而

各石礦場在 1904 年才得發新牌繼續經營。在此期間，有些村民從事建築、造蓆、製粉、釀

酒、曬鹹魚等工作；也有村民從事非法釀酒、販賣鴉片、開設煙格和賭檔等。1934 年，英軍

聘用很多勞工在村內及魔鬼山建造軍事設施，這帶動了飲食業的發展。40 年代，村中最早的

茶居叫「樂華園」及「明昌居」，除提供客家傳統飽點給村民外．還用小艇把飽點外賣給停泊

在酒灣一帶的船艇。1941 年，日軍佔用鯉魚門，各行業都關了門，1945 年，村民回流復業。 

1948 年部份國民黨退兵在村北山坡建「嶺南新村」，村民從事養豬、耕種、發芽菜、造豆腐

等工作。鯉魚門區內還有專賣柴、米、油、鹽、雜貨等商號；家庭式工業還有糖果廠、陶瓷

廠、染料廠、紙廠、香廠、籐廠等。50 年代，政府先後批出牌照給石商在媽環村一帶山坡採

石。 

50 年代中期，村對外陸路交通仍不方便，村中只得水警輪定時泊岸．由於警力不足，執法

不勤，村中毒品市場活躍，每天下午，特別是在西灣河「太古船塢」放工或換班後，由筲箕

灣去鯉魚門的渡船都擠滿乘客，其中大多是吸毒者。他們費時破費搭渡來作客，皆因在此村

吸毒不易被捕。這群「特別客人」使村內賣糕點、粥、粉、麵、飯、糖水等之商店生意興旺，

尤其是在傍晚。路經渡船碼頭兩傍擺賣的魚販時，有些人便選購一些活海鮮到附近的茶居蒸

炒作菜，這可說鯉魚門「海鮮飲食業」的雛形。 

60 年代初，村內很多家庭式工業和山寨廠，而媽環村、媽背村的石礦場和在三家村的「潮

記船廠」可說是村中的重工業。1967 年政府實行火藥管制，不再給石廠續牌，石廠遂全面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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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而有二百年長的鯉魚門石礦業終劃上句號，但隨著香港工業開始蓬勃，經濟轉好，市民

消費力強，加上馬路已貫通油塘區及鯉魚門，吸引很多本地遊客專程來鯉魚門吃海鮮，三兩

年內，多間新酒家在鯉魚門開業。與此同時，渡船碼頭和「海旁道中」沿岸共泊著十多艘海

鮮艇，讓遊客可親自揀選活魚，增加飲食情趣。70 至 80 年代，海傍道中兩傍的民居很多都

改為海鮮商鋪，或重建為酒家。從此，這條從來不是漁村的「鯉魚門村」便成為中外遊客必

到之地，而「鯉魚門」這三個字便成為全球「海鮮飲食業」的品牌。 

鯉魚門村的教育事業是十三鄉中最輝煌。自 19 世紀初立村以來，先後竐立過四所學校，

包括由村民籌辦的「啟蒙學校」、「海濱學校」、和由宗教團體籌辦的「聖腓力學校」與「德基

幼稚園」。「啟蒙學校」是 1920 年左右成立的私塾，1941 年日軍攻佔九龍，校舍在戰爭中損

毀，學校停辦。和平後，村民租用民房，於 1946 年創立「海濱學校」，推舉葉宋為校監。村

民又分別在 1953 年及 1960 年籌款建校和擴校。 

學校在 1970 年代全盛時有十二班，學生達五百人。1995 年美國基督教路德會在村中「嶺

南新村」創立「聖腓力學校」，賴約翰為校牧及校長，但學校在 80 年代已停辦。「德基幼稚

園」則在 1962 年由天主教「聖母聖心會」比利時籍雷振東神父創立，亦在 70 年代中停辦。

但最殘酷的現實是，為了配合目前教育改革，村中現存唯一的「海濱學校」，預期最遲在 2008

年 8 月也要把門關上。到時，百多年的鄉村文化及教育事業一夜之間就蛻變成村民的集體回

憶。 

村中地區組織先後有「值理會」、「鄉公所」、「商

會」、「互助委員會」、「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等。「值

理會」是最早的鄉村組織，專注管理廟宇及籌備神

功戲等活動。「鯉魚門鄉公所」在 1959 年成立，隨

後於 1984 年易名為「鯉魚門街坊福利會」；它常常

聯同區內團體、有關政府機構，舉辦各類活動。 

「鯉魚門商會有限公司」在 1966 年成立，不時

與商會、有關政府機構聯合辦各類活動，推廣旅遊。70 年代晚期，「互助委員會」成立，為

村民服務。「鄉公所」、「商會」、「互助委員會」全都是咨詢架構組織。此外，區內「基督教家

庭服務中心」之「鯉魚門社區服務處」自 80 年代開始向區內人士提供多元化服務，造福各

階層村民，特別是弱勢社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