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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水鄉歷史簡介 

根據廖氏族譜記載，廖氏系出西晉子璋公。公元276

年，廖子璋因迭著武功，被晉封為衛鎮國大將軍。其

後子孫日蕃，散居各地，多能建功立業。及至元末，

其聚居於福建汀州之旁支中，有廖仲傑公者，原名仲

達，因避先祖諱，因此改名為仲傑，由閩遷粵，輾轉

南來，落籍新安，成為上水鄉廖族之開基祖。 

 仲傑公原籍客家，以鐵匠為業，循海道南遊而來到

屯門，後遷至深圳河北之福田，最後約在公元1350年，到達今日之上水。 

 仲傑公在上水定居落籍後，娶侯氏為妻，生子自玉為第二世祖，自玉公生如圭、如璋、如

壁，由是分為三房，為三世祖。長房如圭祖生應文、應武；二房如璋祖生應龍、應鳳；三房

如壁祖生應綱、應紀。後來廖仲傑攜應武返回福建，未幾廖仲傑去世，應武亦未重返上水，

而應紀又早夭無嗣，因此，第四世原有六人，僅餘其四，遂分三房。長房四世祖應武為北斗，

三房四世應綱為南斗，二房四世之應龍為東斗，應鳳則為西斗。 

 當時廖氏子孫散處今日之新界丙崗、橫眉山、嶺下、小坑、

雙魚及梧桐河兩岸。明萬曆年間(1573-1620)，傳至七世祖

廖南沙時，因南沙公精堪輿術，倡言必須聚族而居，後代子

孫方可昌盛，眾人皆依其言。南沙公於是與其侄君濊商議，

共尋建村之址。後來於群山環抱之中，發現龍脈，於是選定

於龍口地形像鳳之處，合力建村，即今日之圍內村。圍內村

村地成長方形，圍分有四斗，東斗子孫居圍內村東面，西斗子孫居圍內村西面，南斗居南，

北斗居北。各居一方，此是上水鄉三房四斗之形成。因為立圍於梧桐河上，因以上水鄉為名。 

 清初，上水一帶迭遭群盜滋擾，尤以李萬榮一股為甚，為防匪徒搶掠，圍內村於公元1646

年環村挖壕築牆，以作守衛，當日所建之圍牆圍閘，至今

猶存。1662年，新安縣境，海盜大肆擾民，劫奪糧食，清

朝康熙帝諭令遷界，強迫東南沿海一帶居民，堅壁清野，

飭令北遷，以遏亂源，廖族遂與其他鄰近氏族遷入內地，

惟因住無定所，耕無私地，住食維艱，顛沛流離，歷時七

載，後來得到兩廣總督周有德、廣東巡撫王來任兩人之

力，一再代懇清廷，收回成命，始克重返故園。為酬答周

王二公之盛德，廖族乃聯同鄧、文、侯、彭四姓集資建成         廖仲傑公墓 

報德祠，祠址在石湖墟。後該祠於1955年被大火焚燬，後來在原址重建大廈，創立周王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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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供奉二公神位，以紀念二人之功勞。 

 此後廖族人口日多，遂於村外建屋，由原有圍內村，而分成今日之門口村、莆上村、大元

村、中心村、上北村、下北村及興仁村共八村，合稱為上水鄉，形成環繞四周，守望相助，

如眾星拱北辰。 

 上水鄉建有祖祠，位於龍脈之首，名為萬石堂，其落成年月已不可考，惟匾額題於乾隆辛

未年(1751)，己有二百多年矣。而東西斗子孫亦各建有分祠；西斗分祠名明德堂，建於1828

年，東斗分祠名顯承堂，建於1838年，以供族人祭祀婚喪讌飲及集會之用。 

 六百年來廖族生活順時代之演變，人口增至四千餘人，仕宦代出，據族譜所載，參加科舉

考中式者，共有四十七人之多。而族人廖鴻於1819年時，曾參與《新安縣誌》的編纂。  

 上水鄉現存古蹟甚多，除萬石堂外，還有下列各

處。明德堂應鳳廖公家塾：位於大元村內，建於道光

八年(1828)，為紀念廖氏四世祖廖應鳳而興建，現時

該家塾用作族人聚會之用。顯承堂應龍廖公家塾：位

於莆上村內，與明德堂相對，建於道光十八年

(1838)，為紀念四世祖廖應龍而建造。 

 其餘還有允升家塾、圖南書室、萃英堂等書室，現

時己改作民居。除此以外，位於上水鄉之北的大嶺山

上，還有一塊求雨石。求雨石是清道光十九年(1839)時，上水天旱，鄉人上山求雨，鄉人廖

有容為之立石。廖有容於道光十九年(1839)獲第一名歲貢生。該石長約三十公分，闊約十五

公分，高約六十公分，頂刻「大嶺」字，碑身四面皆有文字，東面「道光己亥」；南面「興

雲降雨之神」；西面「歲貢廖有容」；北刻「維嶽隆神」。現時該石仍立在大嶺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