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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國王廟 

 香港共有三所三山國王廟，分別是牛池灣三山國王廟(1970 年重修)、南丫島榕樹灣國王宮

(1969 年重建)及大嶼山深石村三山國王廟(1971 年重建)。 

 以上三廟的始建日期已不可考，但從深石村三山國王廟前的對聯曰：『蹟著潮州，凜凜威風

扶宋主；靈昭深石，巍巍廟貌鎮山河』。可見此廟與潮州有關。三山國王是潮州揭陽縣所奉祀

之山神，即揭陽縣阿婆墟之獨山、明山、中山

三處的山神。    

 三山國王，乃三位異姓結拜兄弟：連清化、

趙助政及喬惠威三人，他們同為隋文帝楊堅之

大將軍。相傳在隋朝三神出現於中山，至唐代

潮洲刺史韓愈，曾因雨災，而禱告三神。到了

宋代，宋太宗於太平天國四年(976)，御駕親征

北伐，受困於太原城時，三位將軍顯靈救駕，

宋太宗得以平定北漢流寇劉繼元。凱旋後，分

封連清化為「清化威德報國王」，鎮守中山；趙助政為「助政明肅寧國王」，鎮守明山；喬惠

威為「惠威弘應豐國王」，鎮守獨山，並賜廟額為「明貺」，因此又稱明貺廟。以後元明兩朝，

皆有祭祀。 

 三山國王為潮州之三座山神，但為甚麼會走到香港來呢？這可能與清朝康熙年間復界有

關。因為清初順治十八年，清朝為了防止鄭成功反清復明，因此採取遷界政策，迫令沿海居

民撤入內陸五十至一百華里，至康熙八年始復界。復界後，為了開墾土地，便向各處招募客

籍人士，當時居於潮州府的客籍人士亦隨而南下。正因如此，當地的文化亦相隨而來。三山

國王廟是一個證明。 

  坪石三山國王廟位於原日坪石鄉。坪石鄉已被遷拆，

成為今天的坪石邨。坪石三山國王廟的特別之處是只供

奉一位主神。據說就是三人中的大哥。在主神旁是太歲

和玄壇。三山國王廟雖建於坪石，但卻是坪石附近村落

的共同組織。根據 1946 年重修三山國王廟的碑文所示，

發起人中包括牛池灣鄉長馮興、坪頂鄉長冼北；值理名

單當中，林發是竹園鄉長、廖貴是下元嶺鄉長、賴楊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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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沙地園鄉長、陳貴是坪石鄉長。在 1956 年和 1970 年，許多參與重修廟宇者，亦是這些鄉

長的繼任人。由於是共同組織，三山國王廟曾是這些鄉村的村民聚會飲宴的最佳地點。在二

十多年前，村落裏若有結婚或滿月等喜事，不少村民會在廟前空地設宴，或者向廟宇借用桌

椅回家。而三山國王廟則常備二十多張飯桌作此用途。正因為三山國王廟向來就是附近鄉村

的樞紐，在 1957 年，因竹園拆遷事件，它成為整個東九龍十三條鄉村聯盟組織的所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