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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 

據新安縣志記載，清代嘉慶年間，九龍半島的深水埗區已有深水莆（埔）、長沙灣等村落。 

1841 年英國迫使清政府簽訂《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予英國。1860 年，英國政府又迫使清

政府簽訂《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半島。1898 年 6 月 9 日，英國又迫使清政府簽訂《展拓香

港界址專條》，把界限街以北，深圳河及大鵬灣以南的土地，租借與英國，稱為「新界」。 

1866 年一位意大利傳教士所繪的新安縣中稱深水埗為「清水莆」。當時，深水埗還未有發

展成市區之前，已經有村落聚居。1902 年的政府地圖上己標有李屋、蘇屋、王屋、元州、田

寮、菴由及馬龍坑村等。在十九世紀中後期以後的深水埗，大部份地區都是菜田和稻田。 

1887 年，清政府在荔枝角設立九龍關分關，監視海上船隻活動，其後改為鴉片驗證及商品

徵稅，1898 年英國租借新界，翌年深水埗關廠撤走，其後英資公司在此建立華工屯舍，即「豬

仔館」，1920 年代建成荔枝角監獄，1938 年，荔枝角監獄修建成為「荔枝角傳染病院」，專

門負責醫治麻瘋病人，1948 年改名為「荔枝角醫院」，翌年改為傳染病醫院。1975 年改為精

神病療養院，至 2004 年關閉。2009 年活為「饒宗頤文化館」 

1927 年，駐港英軍於深水埗建造軍營作為基地。日佔時，軍營被日軍改為戰俘營，囚禁了

數以千計的英軍戰俘。到了上世紀 70 年代，大量越南船民湧入香港，軍營改為難民營，直

至 1990 年，難民營關閉，軍營舊址部份改建為深水埗公園、麗閣邨及西九龍中心。 

1928 年，美國標準石油選擇在荔枝角灣畔建儲油庫，今改建為美孚新邨。 

1937 年 12 月，港英政府刋憲，宣佈將界限街以北至獅子山之南這些原屬新界的平坦土地，

劃作「新九龍」以作市區用地發展。包括現時觀塘區、黃大仙區、九龍城區（僅限界限街以

北地區，即九龍城、九龍塘等地區）和深水埗區（不包括昂船洲）。 到了 1937 年中日戰爭

爆發，數以十萬計為了逃避戰火的人來到香港，這些新移民大部份都是用鐵皮和木板在山邊

搭建木屋居住，因此木屋區便應運而生。到了 1952 年，居住在木屋區的居民已占香港總人

口的六分之一。當時深水埗的的山區山腳己發展了不少木屋區，如白田上、中、下村、窩仔

村和石硤尾村等。直至 1953 年 12 月 24 日白田上村發生大火，波及其他木屋區，五萬多人

受災。港英政府於 1954 年 2 月開始興建徙置區以安置災民。在興建李鄭屋邨時，發現了一

座古漢墓，後來建成李鄭屋古漢墓博物館。 

深水埗有多座古廟，包括深水埗天后廟、三太子廟及北帝廟、武帝廟等。深水埗區還有是

多個歷史建築所在地，如昂船洲軍營、深水埗警署、南昌押及多棟戰前的唐樓。 

福華街、福榮街、北河街及桂林街一帶食肆林立，當中較有特色的食品包括油渣麵、豬膶

麵、豆腐花、咖央多士、疍牛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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