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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山古石場 

 自古以來，九龍灣水道（英殖民地時代改稱「維多利亞

港」）以東沿岸一帶是一片花崗岩層荒野，全無人煙。十七

世紀中期，清朝政府先後發出「遷海令」及「遷界令」，把

新安縣沿海居民迫遷到內陸，目的是斷絕追隨以反清復明

為口號的「鄭成功」的民眾。 

但在十七世紀中末期新安縣復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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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紮在九龍城

的官員，奏准朝廷冊封每山一人當代表，正名為「四山頭人」。「頭人」主管地方大小事務及

獲清廷授權向「官批石堂」徵收稅務。雖然四山頭人不是清廷官員，但他們享有特殊地位，

可穿戴清官服飾，有儀仗隨員高舉「肅靜迴避」牌匾及鳴鑼喝道開路。九龍寨城負責徵收「官

批石堂」的稅務官員履新時也先拜會四山頭人再行事。 

有關清朝末年的四山頭人，相傳茶果嶺是「羅寬」，牛頭角是「胡亞譚」，茜草灣是「盧亞奎」，

鯉魚門是「葉華勝」(又名「葉華」)及後來繼任的是「劉發」。 

 十九世紀末，香港，九龍及新界逐一成為英殖民地，清廷的官批石堂大多期滿，己被「封

山」，故「四山頭人」的制度不再存在。二十世紀 40 年代及 50 年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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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民眾去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