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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 

「觀塘」，清朝之時稱為「官璫」，

官塘之名始於 20 世紀 50 年代，其

名起源有多個說法。一是宋朝後有

官府經營產鹽之鹽塘，客家人稱為

「官塘」；另一說法是鹽田的海水經

蒸發後，便像乾涸的塘，客家人發

音讀為「乾塘」。又有一個說法是 20

世紀後的茜草灣對出的海灘是一個

淺灘，潮漲時像水塘，但潮退後卻

像一個涸的塘，客語也是讀為「乾

塘」。由於「乾」字不大吉利，因此                 1973 年的觀塘 

採用「官塘」，後來再改為「觀塘」。                  

宋朝時此地是東莞四大鹽場之一，稱官富場，由屯門砦管理，元代時由屯門巡檢司管理，

至清朝時，由官富巡檢司管轄。因遷界關係，整個官璫被廢。復界後，因地貌變化及鹽技術

失傳，鹽業未能復甦。沿海地區多了很多客籍移民。十八世紀時，部分客籍移民因逃避族鬥

而南遷到「牛頭角」、「茜草灣」、「茶果嶺」、和「鯉魚門」立村，務農及採石為生。十九世紀

時，這四條村組成村盟，合稱為「四山」，享負產石盛名。村盟的主流經濟是採石，村內有很

多「石堂」(客語稱謂，粵語即採石公司)，生產各類石材供給本土及廣東沿岸村落作建築用途。

這個石礦村盟在「茜草灣」建有天后宮，並在廟宇的偏殿成立「四山公所」。 

鴉片戰爭後，官富巡檢司設於九龍寨城內，易名為九龍巡檢司。1898 年中英《展拓香港界

址專條》簽訂後，舊日四山內各村由港英政府之華民政務司管理，初屬西貢區，1937 年屬九

龍城區。1969 年屬觀塘民政區。 

1920 年代，政府把原始的牛池灣至茜草灣一帶的海岸闢為垃圾堆填區，名為垃圾灣。50

年代初，牛頭角與茜草灣之間的「官璫灣」填滿，首先開發成「觀塘工業區」。60 年代政府

再推出東九龍發展新藍圖，把牛頭角、鯉魚門、油塘、茶果嶺等地區列為發展地區。原日「官

璫仔」，俗稱「油塘灣」，林立為船廠、木廠、倉庫、冰廠等。鯉魚門三家村的「草原」被推

平，大半個酒灣填平為油塘工業區。官塘仔灣後的山坡開闢了油塘，建了油塘新區。鄰近山

坡又建藍田新區、觀塘新區、秀茂坪新區；牛頭角的花園大廈、牛頭角新區、佐頓谷新區和

佐頓谷工廠大廈等先後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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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茜草灣」及「牛頭角」的地貎起了很大的變化，兩村蛻變而漸漸融入了繁忙的官塘工業

區和稠密的公共屋邨和私人屋苑。1957 年，英殖民政府遷拆「竹園鄉」，這使四山村盟之「茜

草灣」、「茶果嶺」和「鯉魚門」三鄉即加入「十鄉」聲援隊伍，致使成立「九龍十三鄉委員

會」另一村盟組織現今四山之中已有兩山名存實亡，現只剩下「茶果嶺」和「鯉魚門」，但在

油塘工業區還留下一條「四山街」及「草園街」給民眾去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