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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頭角  

  位於九龍半島最東面的牛頭角、茜

草灣、茶果嶺和鯉魚門，居民以客家

籍為主，打石為業。19 世紀時，這

四條客家村落組成村盟，合稱為「四

山」，在茜草灣天后宮偏殿設有「四

山公所」。村盟的主流經濟是採石，

村內有許多「石堂」(客語，即「採      1964 年牛頭角觀塘道的船廠，右側為現時的淘大花園 

石公司」)，石材供本土及廣東沿岸村落作建築用途。 

駐紥在九龍寨城的官員，奏准清廷冊封每山一人當代表，正名為「四山頭人」，主管地方大

小事務及獲清廷授權向官批石堂徵收稅務。四山頭人雖不是官員，但享有特殊地位，可穿戴

清官服飾，有儀仗隨員高舉「肅靜迴避」牌匾及嗚鑼喝道開路。九龍城寨負責徵收「官批石

堂」的稅務官履新時也先拜會「四山頭人」再行事。據父老相傳，清末「四山頭人」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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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後繼任的是「劉發」。19 世紀末，新界成為英殖民地，而官批石堂亦因期滿已被「封山」，

自此「四山頭人」制度不復存在。 

19 世紀時「牛頭角」是九龍灣水道東面一海灣，西北望「九龍城」一帶村落，東南接壤

是「茜草灣」、「茶果嶺」、「鯉魚門」等村。村中盛產石材，立村居民多是姓李、廖、申、盧、

繆等的客家籍石匠。因海灣兩傍的山咀突出九龍灣水道，使海岸線酷似一對牛角，因而得名。 

除了海灣沿岸地區外，「牛頭角」主要有兩座山－佐頓谷及鱷魚山。政府在 1950 年代己

開始發展「牛頭角」為新市鎮及工業區，其西南沿海「茜草灣」一帶早已被闢建為垃圾堆填

區，進行大規模填海取地；50 年代末，「觀塘」已發展為繁盛的「觀塘工業區」，多層工廈林

立。當時「牛頭角」工業區重工業有拆船、修船、造船、冶鐵等廠房，而輕工業就有當時香

港最大規模的「淘大」豉油生產工場等。1953 年時，海旁建有「牛頭角碼頭」(位於現時偉

業街近「九倉電訊廣場」)，提供往來港島「灣仔」的渡輪及往來港島「北角」的「電船」航

線。60 年代初，大規模填海工程把九龍灣海岸線拉直，這使渡輪碼頭遷往新填成的觀塘海旁，

最後易名為「觀塘碼頭」(位於現時海濱道)。 

「牛頭角」於 1965 年拆遷，70 年代起開始發展為一大住宅區，興建多個公共屋邨及私

人屋苑，半數住宅都是座落在「佐頓谷」及「鱷魚山」這兩地區。「牛頭角」原鄉(位於今「定

富街」及「安定街」鄰近接壤區域)現今已成為主要住宅區；而填海取得之地大部份成為商業

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