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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五大族 

 香港地區本來只有少數土著散居，人數極少。直至北宋末年，金人南下，宋朝屢戰皆

北，北方地區多為戰火所禍，當地居民遂有舉族南遷，徙居異地。及南宋末期，中原地

區為蒙古人佔據，漢人不願為外族所奴役，或因逃避戰亂，相繼再度南遷至香港新界各

地，開村立業。歷數世紀之發展，有等人口繁衍，成為大族。鄧、文、廖、侯、彭五姓

族人，皆原居於中原地區，於宋末明初先後居於香港新界地區，於土地肥沃之平原或谷

地，建村定居。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遂成大族。1899 年，英軍接管新界時，鄧氏族

人鄧儀石、鄧青士、廖氏族人廖雲谷、文氏族人文湛全、侯氏族人侯翰階、彭氏族人彭

少垣等成立太平公局，聯同其他新界鄉民，反抗英國侵略者。及後英人管治新界，登記

土地業權時，發覺他們名下土地甚多，因此稱他們為五大族（『THE FIVE GREAT 

CLANS』）。 

 五大族分別聚居於新界各地。鄧氏先祖鄧符協最早到達香港定居，到宋末時分為五大

房，其後人聚居於東莞及元朗的錦田、龍躍頭、屏山、廈村、大埔頭等地。  

 文氏本為漢末成都守將文翁之後，至南宋時，文天祥之弟天瑞隨天祥起兵抗元失敗，

逃至寶安，其後人分居於寶安、新界新田及泰坑。 

廖氏系出西晉子璋公。公元 276 年，廖子璋因迭著武功，被晉封為衛鎮國大將軍。及

至元末，其聚居於福建汀州之旁支中，有廖仲傑公由閩遷粵，輾轉南來，落籍新安，成

為上水鄉廖族之開基祖。 

 仲傑公原籍客家，以鐵匠為業，循海道南遊而來到屯門，後遷至深圳河北之福田，最

後約在公元 1350 年，到達今日之上水。 

 仲傑公在上水定居落籍後，其子孫散處今日之新界丙崗、橫眉山、嶺下、小坑、雙魚

及梧桐河兩岸。因為立圍於梧桐河上，因以上水鄉為名。 

侯氏先祖原居廣東番禺，北宋時侯五郎遷至東莞芳村，後其子壬祐於明代初葉定居河

上鄉，部份分遷至金錢、燕崗及丙崗等地。 

 彭氏的遠祖據說原居於甘肅隴西郡。唐玄宗時，彭雲因避天寶之亂，徙居江西。到了

北宋時，彭雲的十八代孫彭廷年調往潮州任知事，其後人彭桂於明初輾轉來到香港群帶

路，再於龍山定居。到萬曆年間，後人在粉壁嶺開村，立圍以居，至今己有六百多年歷

史。由彭桂傳至現今，後人己達二十多代。據彭氏後人估計，在粉嶺定居的族人，約有

三千多，而由粉嶺散居於新界各地，約有一千多人。 

五大族在香港的歷史中，佔有重要的席位。時至今天，在新界各地，五大族遺留下來

的建築物，還有鑑賞的價值，為我們提供重溫歷史的線索。現將五大族分佈於各地而可

供參觀的古蹟列下，以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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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氏 

錦田：吉慶圍（南圍、北圍、泰康圍、永隆圍）、便母橋、周王二公書院、清樂鄧公

祠、鎮銳鋗鄧公祠、長春園、來成堂、力榮堂、泝流園、二帝書院、友鄰堂、龍游尹泉

庵鄧公祠等。 

龍躍頭：老圍、麻笏圍、永寧圍、東閣圍、覲龍圍、麻笏村、永寧村、祠堂村、新屋

村、小坑村、松謙堂村、松嶺鄧公祠、天后古廟、善述書室、龍山寺等。 

屏山：若虛書室、述卿書室、覲廷書室、清暑軒、聖軒公家塾、愈喬二公祠、鄧氏宗

祠、五桂書室、燕翼堂、上璋圍、聚星樓、達德公所等。 

大埔頭：敬羅家塾。 

廈村：友恭堂、友善書室、士宏書室。 

文氏 

泰坑：灰沙圍、祠堂村、文氏宗祠、善慶書室、文帝古廟。 

新田：大夫第、麟峰文公祠、惇裕堂文氏宗祠、莘野文公祠、永秀文公祠、東山古寺。 

 廖氏 

上水：上水圍、萬石堂、明德堂、顯承堂、華山求雨石。 

 侯氏 

河上鄉：居石侯公祠、味峰侯公祠、排峰古廟、天后廟。 

 彭氏 

粉嶺：粉嶺圍、彭氏宗祠、思德書室。 

除了這五大族之外，香港還有不少姓族聚居，例如屯門陶氏、三棟屋的陳氏、山廈圍

的曾氏、沙頭角的李氏、荃灣的楊氏和陳氏、龍鼓灘的劉氏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