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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公岩 

1841 年的《香港政府憲報》記載，「公岩」

是一條貧窮的村落，有人口 200 ，以採石為生，

可見在香港開埠前，亞公岩和筲箕灣一帶因有豐

富的石礦而有人聚居，並發展成村落。據說，早

年到此開採花崗岩多為來自惠州的客家人，並在

此供奉其家鄉神祇譚公，該地遂稱「亞公岩」。

香港開埠後，需大量石材修築馬路，興建辦公大

樓 及 倉 庫 ， 甚 至 作 外 銷 ， 因 此 石 礦 業 在 早 年 是 香 港 主 要 的 工 業 。 沙 田 「 曾 大 屋 」     

1910 年代的亞公岩 

的創建人曾三利最初就是在亞公岩開設石廠而發跡的。不過，與筲箕灣比較，亞公岩發展緩

慢，因為在 1901 年的人口登記裡，亞公岩居民仍維持在 200 人而已。 

1880 年代中期以後，英軍在亞公岩對開的鯉魚門海峽以南岬角，興建了鯉魚門炮台及堡

壘，以防敵人由水路自東面入侵維多利亞港。然而，當日軍於 1941 年 12 月進攻香港島時，

其中一小隊的日軍就是由亞公岩登陸香港島的。 

由於開採得來的石塊需由船隻運送，又兼毗鄰筲箕灣避風塘，因此亞公岩海邊也開設了

不少船廠。1970 年代起，更有不少工業大廈在亞公岩落成，成為了一個工業地區。即使到了

今日，亞公岩仍有數幢工業大廈；此外，還有多座昔日就地取材用花崗岩建成的石屋，可供

緬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