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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 日，警察司梅軒利往去大埔巡視臨時警署蓋搭的情況，鄉民以妨礙風水為理由，提

出強烈反對，包圍圈子越來越大。晚間並在附近山頭部署武力，包圍運頭角小山丘，用密集

火力射擊，將警棚燒毀。梅軒利在大埔遇襲後，帶同三位隨從，連夜從大埔後山山邊步行逃

到沙田火炭山邊，並向港督報告在大埔的脫險經過。梅軒利在大埔歷險和警棚被燒，促使卜

力決定派兵前往新界。 

  4 月 4 日，卜力命加士居少將(W.J.Gascoigne)率兵百名，會同駱克前往大埔，翌日，駱

克於新界各處張貼兩廣總督府所頒之曉諭告示。4 月 7 日公佈接管新界儀式將於 4 月 17 日舉

行。 

自從 4 月 3 日晚上大埔發生鄉民武裝夜襲警署之後，港英方面，計劃在租借地設立東西兩

區的軍事政治中心，東區是大埔的運頭角山，西區是屏山的埔滘山，分別各建一座臨時警署。

大埔鄉民夜襲警署之後，駱克即積極策劃鎮壓反抗的軍事行動部署。他和皇家瞧鳩號艦長韓

斯(De Horsey , H.M.S. Plover Captain)秘密會商，探討水陸並進的夾擊計劃。駱克的軍事行

動攻擊目標有兩個：第一個目標是大埔，第二個目標是元朗。以大埔為基地，逐步推進。接

管計劃是先以軍事行動清除障礙，以小型兵艦開入吐露港，用機關槍掃射元洲仔、泮涌、錦

山一帶山崗，並在運頭塘山四週佈防，使鄉民武裝隊伍不能迫近，保護升旗禮場合的安全。

第二個目標元朗屏山建立警署，進行施政工作。                         

青山的杜堂滔、上水的廖雲谷、泰亨的文湛全、大埔頭的鄧茂、新田的文禮堂、粉嶺的彭

少垣等先後與廈村鄧菁士取得密切聯繫，決定以元朗為抗英總部基地，以林村谷走廊及屯門

谷走廊，為元朗與大埔之間及元朗與青山之間相互支援的交通綫。新界鄧氏族人鄧儀石、鄧

菁士、鄧芳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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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朗成立「太平公局」，進行抵抗。  

4 月 10 日(農曆三月初一日，星期日)，鄉民於元朗舊墟內大王古廟附近之東平學社開會，

部署行動，並把指揮部定名為「太平公局」，為當時部署抗英之指揮機關，名太平公局，議決

每村最少出銀一百兩，充作抗英費用，各村團練處作戰狀態。太平公局今位置已難考證。「太

平公局」對於號召鄉民抗英入侵鄉土，頗起領導作用。以屏山人為首的主導力量，結合錦田、

八鄉、十八鄉、青山一帶鄉民，迅速組成聯鄉力量。元朗太平公局成立以後，鄧菁士、鄧植

亭、鄧朝儀等商議，在覲廷書室秘密設參謀部。 

 4 月 12 日，清廷派廣東大鵬協右營守備方儒率水師抵青山灣，向村民曉諭順從英軍之入駐，

無效而回。而駱克則於屏山接見各父老，迫其簽交「請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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