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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上鄉侯氏簡史 

河上鄉位於上水石湖墟西北，東鄰雙魚河，南接古洞，西傍

鳳崗。村在雙魚河、石上河上游，故名河上鄉，風景優美。侯

氏發源於漢朝時之上谷郡，即今日河北省中西部一帶。東漢光

武四年(28)，侯氏先祖侯霸拜尚書令，後封大司徒，最後封關

內侯。其後一脈相承歷唐、宋。宋時自中原南遷至廣東，並分

為：南海、番禺、新會、中山、新興及嘉慶等六大房。在廣東

六大房中之番禺房之侯五郎為宋進士，於北宋時南遷至新安縣今之上水區。金錢、丙崗、燕

崗等侯族圍村的始祖係侯五郎，屬一世祖，由廣東番禺遷來。侯五郎生於北宋仁宗天聖元年

(1023)，癸亥歲，二月十五日；終於北宋神宗熙寧八年(1075)乙卯歲，五月初四日。侯五郎

妻孫氏，生一子，名十六郎，屬二世祖。 

三世祖侯汝忠，乃侯十六郎長子，生於北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壬子歲，七月二十六日；

終於南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1162)，壬午歲，三月十九日。 

四世祖侯敦舉，字叔隅，乃侯汝忠第四子。元配陳氏生二子：長仲傑、次仲機。續娶劉氏、

謝氏，敘述不詳。續娶巫氏，生二子：長仲猷、次仲宴。 

侯族到了五世祖，因為人丁繁衍，乃分別各自開基建村。 

仲猷公為河上鄉之祖，為侯氏新安分系，從番禺房分支而

出，見新安山川青蔥鬱，毓秀鍾靈，乃起定居之念。歷六世祖

侯宗顯，七世祖侯光遠，八世祖侯啟光，九世祖侯卓名，十世

祖侯迪禧，十一世祖侯壬佑，乃在河上鄉開基創業，發揚光大。

十一世祖侯卓峰生六子，長、二、三、四子皆定居於河上鄉。

除河上鄉外，侯氏族人亦居於金錢、丙崗、燕崗、孔嶺等地，

亦有部份族人散居於谷豐嶺、鳳崗、大隴、榕樹澳等地。 

侯壬佑，號卓峰，元配黃氏生二子，又娶鄧氏生三子，側室施氏生一子。長子侯本初，鄧

氏所生，次子侯本周，三子侯本春，黃氏所生，四子侯本祿，五子侯本立，鄧氏所生，六子

侯本清，施氏所生。 

侯卓峰的長、次、三、四子皆居河上鄉，五子則由吉田遷居於谷田，再由谷田遷居於金錢

及燕崗。清代乾隆末年，侯本立的兒子侯務恆、侯務瓊，由於人口繁衍，分別在金錢及燕崗

兩村擴展。到了清代道光初年，其後裔亦有部分遷居鳳崗。 

侯仲猷一派，在河上鄉定居；侯仲宴一派，則遷往谷豐嶺發展。為了生活經營方便，兄弟

叔侄間，經常互相遷居，流動性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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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河上鄉分支出來的侯族，侯仲宴是侯仲猷之弟，在輩份上他也是五世祖，生子侯兆一郎，

乃谷豐嶺開村始祖，丙崗及羅芳是分支之裔。 

六世祖侯兆一郎生子侯萬鍾，是為七世祖；侯萬鍾生子侯彥光，是為八世祖；侯彥光生子

侯阿吳，是為九世祖；侯阿吳生子侯迪吉，是為十世祖。此為一脈相承之侯氏直系後裔，從

河上鄉分支出來，向谷豐嶺擴展。 

河上鄉現時保留的古蹟有居石侯公祠、洪聖廟、排峰古

廟等。洪聖古廟約建於清乾隆年間，其旁為排峰古廟，排

峰古廟，原址在村北的排峰嶺，1937 年因為政府要收回土

地，興建羅湖兵房，乃將古廟遷往現址。廟內主祀觀音大

士，另供奉在清代康熙二十三年(1684)，甲子歲，奏請清

廷盡復舊界的兩廣總督周有德和廣東巡撫王來任的神像。

當年遷界，新田、米埔、元朗、廈村、屏山所經鄉村，劃為西路範圍；沙頭角、鹿頸、烏蛟

騰、新娘潭、沙螺洞、汀角、船灣所經鄉村，劃為東路範圍，河上鄉自然也在遷界之列。復

界令下，居民可以回歸原籍，安居復耕，不再抵受流離轉徙之苦。周有德、王來任二公受當

地居民立祠奉祀，以報答其深恩大德。 

每年二月十三日洪聖誔，侯氏族人均會進行慶祝洪聖寶誔之活動，並在廟前曠地舉行搶花

炮。花炮共分七個，分為第一炮發財炮、第二炮添丁炮、第三炮興隆炮、第四炮鴻運炮、第

五炮丁財炮、第六炮吉祥炮及第七炮平安炮。搶炮時以火藥將寫有花炮編號之木簽彈上半空，

然後由侯氏族人年青力壯之男丁爭奪。 

金錢、燕崗及丙崗的侯氏村莊，各自建有家祠及書室，各自按照傳統習俗，每年分別展開

各項活動。而春秋二祭，更與海外族人歡聚在一起，由此可以看出氏族凝聚力量的強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