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茜草灣 

「茜草灣」在十九世紀時是九龍灣水道東面一海灣，灘

長水淺，西北望「牛頭角」，東南鄰接「茶果嶺」及「鯉

魚門」。村中沿岸盛產石材，立村原居民多是姓羅、曾、

盧、鄭等的客家石匠。 

「茜草灣」在二十世紀時又稱「晒草灣」。有關「茜草

灣」命名，傳說從前這海灣的淺灘長滿濃密海草，客語稱

海草為「茜草」（粵音讀似「舍摷」），故名「茜草灣」。有

關「晒草灣」命名，有說是務農村民在海灣沿晒草以作燃

料用，故稱「晒草灣」。 

十九世紀末，英殖民政府重新測量及登記土地，村內多

個「官批石堂」封山，因經濟轉型，村民漸多以耕種、養豬、養雞為生。當年，鄰接東北之

地段開設很多大小雞場，該地後來竟正名為「雞寮」。由於海灣的淺灘長滿茜草及盛產海貝，

每當潮退時，也吸引無數鯉魚門的婦女攀山越嶺前來「撈茜」作豬糧和「扒螺仔」作加一道

菜。二十世紀 40 年代末，「亞細亞火油公司」在村闢地作庫區，致使茜草灣的地貌蛻變。二

十世紀 50 年代，居民逐漸離村，少數留村的亦融入茶果嶺社區及共用其設施。當年區內有

羅氏整個家族移居鯉魚門，但他們都回到茶果嶺的石廠及採瓷土廠工作，後來一個家族成員

還在鯉魚門經營「旺賢石廠」，直至 1967 年。 

30 年代，淺灘上架有長長的木碼頭把石材送到海中船艇，但水路的交通仍不便。居民前往

牛頭角要沿海濱山路步行半句鐘；往港島筲箕灣或九龍灣水道沿岸村落則要到茶果嶺乘坐用

手搖的橫水渡。30 年代中，「三順利電船公司」以「電扒」(即電船)穿梭鯉魚門、筲箕灣、茶

果嶺等地，水路交通始見方便。 

1947 年「亞細亞火油公司」在茜草灣及茶果嶺之間填海擴地建庫區，政府與兩村村民經商

討後達成共識，在遷拆茜草灣「天后宮」前，在茶果嶺先建新廟。1948 年，新天后宮落成，

兩村居民隆重慶祝，見證「媽娘」喬遷。當日早上村民鳴鑼打鼓，燃放爆竹，舞醒獅、麒麟。

「媽娘」從舊廟被移安坐轎上，由六名精壯「童男」肩負上路，並由管理廟宇的值理領路。

當「媽娘」路經民居時，家家戶戶不停燃放爆竹，「媽娘」路過之後，地上如紅地氈的爆仗衣

和聖物數量很多。喬遷由早上十時開始，直至午後才完

成，歷時三句鐘。 

50 年代初期，茜草灣東北之「雞寮」建有公共屋邨(後

重建及易名名為翠屏道邨)，西北沿海一帶被闢劃為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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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填區，進行大規模填海取地，發展為「觀塘工業區」。70 至 80 年代，在當年茜草灣的鄉土

上，林立了「翠屏道邨」、「麗港城」、政府辦公大樓、診所、學校和遊樂場。 

經歷百年，茜草灣地貎全改，茜草灣部分地方甚至給賦與新名「晒草灣」。現今之的茜發道

(Sin Fat Rd.) ，「 晒 草 灣 」 (Sai Cho Wan) ，「 晒 草 灣 鄰 里 社 區 中 心 」 (Sai Cho Wan 

Neighborhood Community Centre) ，「晒草遊樂場」(Sai Cho Wan Recreation Ground) 

都是座落在當年「茜草灣」的版圖上。「茜草灣」雖然在地圖上已完全消失，但可幸的是，有

些建築和設施名字還帶著這「母地」的基因，可勾起市民的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