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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室和家塾 

 在新界，現時還存在不少的書室和私塾，其中以五大族為最多，包括錦田的周王二公書院、

力榮堂、二帝書院；龍躍頭的善述書室；屏山的若虛書室、述卿書室、覲廷書室、清暑軒、

聖軒公家塾、五桂書室；大埔頭的敬羅家塾；廈村的友善書室、士宏書室；泰亨的善慶書室；

上水的允昇家塾等。根據各種記載，整個新界約有四十多間。 

 其中一種書院形式是由人集資組織一個"會"，每戶付出一些金錢，用以購買田地，興建物

業，以賺取租金維持經費，用以辦學，學生無需交付學費，使較窮困的子弟也有受教育的機

會，例如錦田的二帝書院就是一個例子。 

 昔日鄉間如欲建立祠堂，首先，要得到朝廷的許可，其次要得到族所有長輩的同意。朝廷

不會輕易同意在鄉間建立祠堂，因為恐怕鄉民得以利用祠堂聚眾，影響其管治，其次如果該

地已有宗祠，鄉中長輩亦不會輕易同意興建家祠。因此，一些富裕的鄉民便會以祖或房的名

義蓋建書室或家塾。書室的建築營制與祠堂相似，通常都在正廳中間擺放神龕，供奉先祖，

其次讓本房及族中弟子讀書，以便考取功名。在一些地方，乾脆以祠堂作為教學之用。如上

水的廖萬石堂、屏山的愈喬二公祠等。 

錦田周王二公書院        錦田二帝書院              屏山五桂堂             上水廖萬石堂 

友善書室               屏山愈喬二公祠           大埔敬羅家塾                廈村士宏書室 

錦田力榮堂        龍躍頭善述書室    屏山若虛書室       屏山述卿書室       屏山覲廷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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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山清暑軒                屏山聖軒公家塾           泰亨善慶書室           上水圍允昇家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