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坐言集之錦田簡介 

錦田簡介 

錦田位於元朗區東部，座落於土地肥沃，阡陌相連的錦田平原上。東臨八鄉，西接元朗，

三面環山。從大帽山上及林村谷流下的溪流縱橫其上。 

 錦田由鄧氏建鄉，始於宋朝。據《錦田鄧師儉堂家譜》所載，鄧族是軒轅黃帝之後人，黃

帝二十七孫曼為商朝祖丁之少子，啇王武丁時(公元前 1250-前 1192 年)受封當時之河北，今

之河南省之鄧國，賜姓受氏曰鄧，曼公即以國為姓，南

陽為郡。鄧氏一系源出於此。錦田鄧族始祖鄧漢黻原居

江西省吉安府吉水縣白沙村，至北宋熙寧二年(1069)

的時候，其四世祖鄧符(字符協)考取進士並授廣東陽春

縣令，權南雄倅1，在赴任途中經過屯門海道，望青山

與大頭山兩峰之間木火參天，知其中必結福地，於是登

岸尋龍追脈。鄧符協尋得玉女拜堂、仙人大座、半月照        1950 年代的錦田 

潭及金鐘覆火等四個名穴，因「得此四穴之美，不肯捨棄，遂起遷居之念，而卜於寶安縣之

岑田居焉」。       

鄧符協遷居於岑田之後，將一世祖鄧漢黻之骨殖移於丫髻山之玉女拜堂，二世祖鄧冠則於

元朗之金鐘覆火，三世祖鄧旭則於荃灣曹公潭之半月照潭。而日後鄧符協則卜葬於丫髻山之

仙人大座。在鄧符協的努力開墾下，鄧氏子孫繁衍開枝，成為一大族。 

 鄧符協生二子，長名陽、次名布；陽生一子名珪、布生一子名瑞；珪生二子名元英、元禧；

瑞生三子名元禎、元亮、元和。元英、元禧及元和之子孫居東莞；元禎子孫居屏山，元亮子

孫居錦田。此五元祖即五大房。 

 錦田古名陳田，鄧族遷居於此後，因此地三面環山，中抱平原，乃改名為岑里田，後簡稱

為岑田。明萬曆十五年(1587)，新安縣西部發生旱災，知縣邱體乾傾盡縣府義倉仍然不能解

困，只得下鄉籌賑，發起賑災運動，但從各處募得的米糧只有數石，多者只不過二三十石。

而當時鄧洪儀之七傳孫，居於錦田水尾村的鄧元勳卻慨然捐穀壹千石。邱體乾在感激之餘，

想到岑田鄉「地皆膏腴，正錦繡之鄉村也。何以岑田名?」因此改鄉名為錦田。 

錦田鄉歷史悠久，現存古蹟甚多，如吉慶圍、龍游尹泉庵鄧公祠、周王二公書院、便母橋、

天后廟、清樂鄧公祠、鎮銳鋗鄧公祠、來成堂、泝流園、力榮堂、長春園、二帝書院、友鄰

堂、洪聖廟及樹屋等。除此之外，村中還保留不少百年古屋，足供考證。 

         

 
                                                 
1 權南雄倅：權：暫代，倅音翠：副職，即代理南雄副縣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