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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 

荃灣，古稱淺灣，據說因此地海灣水淺而得名。傳說宋帝南逃時曾停駐於此地。淺灣亦

屢見於宋朝，明朝和清朝的地圖和文獻，包括填海錄，厓山集，宋史新編，南宋史和新安

縣志等。 景炎二年（1277 年）九月至十一月南宋皇帝宋端宗由古瑾來到淺灣，當中一名

曹姓大臣在橫過水潭時不慎滑倒溺斃，後人便將該潭命名為曹公潭以作紀念。十月或十一

月元朝元帥劉深帶舟師到淺灣。而另有傳說劉深由城門一路攻入，而鄉民築起石城抗擊元

軍，因有城門此稱。 清初，大清追擊南明至荃灣，城門谷有南明李萬榮擁永曆年號，據

針山石城抗清。 明末清初，已改名為荃灣約。後來有人改寫成全灣約。 

荃灣舊時因海盜猖獗，曾被稱為賊灣。而荃灣近藍巴勒海峽一帶，舊稱三百錢，因傳說

經過該地時，需給三百過路錢，也是因為這些原因，加上商船到這水域在退潮時常常擱淺，

還有當時還沒開發，商人必死無疑，所以對客家商人的忠告是「發達去金山，要死來荃灣」，

這說法一直流傳到二次世界大戰後。因為荃灣的水源來自大帽山上的泉水，但山坑佈滿有

毒的馬錢草，加上瘧蚊為患，令居民腹瀉，發冷。 

在五十年代，荃灣已經是紡織業中心，全香港最大的紗廠和染廠也在那裡，後來更帶動

輕工業發展。1961 年政府刊憲宣布把荃灣發展成為新界第一個衛星市鎮。 

眾安街為荃灣市區主要幹道。它北至青山公路；南至楊屋道。1930 年代第九、十屆新

界鄉議局主席、三棟屋鄉民陳永安在此區開設「大眾茶樓」和「平安藥局」，眾安街即以

此兩店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