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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前圍村 

 衙前圍村位於九龍城東頭村之南，舊九

龍城寨東門外，為一廣府人士建築之圍

村，由陳、吳、李三姓人士所創立。衙前

圍村的入口處有一石額，上刻「慶有餘」

三字，今天村中父老已不清楚這名字的由

來，可能出自易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一個可能是「慶有餘」曾被作村名之用。 

明嘉靖、隆慶年間（十六世紀中葉），

該區常受寇盜之擾，衙前村因位於濱海之地，易為海寇肆虐，故於村外加築圍牆以自保，逐

成「衙前圍村」。據故老相傳，圍村建於 1570 年至 1574 年之間，傳為名風水師賴布衣點址，

建於沙田大圍建築之前。自圍村建成後，村民安居樂業，人口繁衍。 

清初，以明遺臣鄭成功等於沿海抗清，朝廷為絕沿海居民對之聯系接濟，遂於康熙元年

（1662）厲行遷海，強令沿海居民遷回內陸。衙前圍村位於九龍城海濱，故居民全需遷回內

地，圍村遂被廢置。至康熙八年（1669），遷海令始撤除，居民被許遷回。原居於衙前圍的

吳族男丁，在復界後遷回村內的只得十二人。在吳氏的族譜中，對遷界的事未有提及，到了

1937 年，吳氏其中一位後人吳煥琪於族譜加上有關遷界的記述：「清初，海氛未靖，遷民以

避，輾轉流亡，慘不忍述。」 

迨康熙初年，准還鄉。因而遺失四代，間於日玄祖與朝鳳祖之中，無從稽考。故從日玄祖

之子朝鳳祖作一十六世祖，安排以作其後」。至於陳、李二姓則無法考證。 

復界初期受遷界影響，當地的經濟已大不如前。而重建衙前圍的工作亦用了半個世紀之久，

清雍正二年，（1724），吳、陳、李三姓族人合力重建家園，修築圍村，開井而居，並名其圍

村為「慶有餘圍」，義取「慶幸遷海及復界後能有餘下居民遷回」之意。到了清雍正四年(1726)，

於圍內正巷盡頭處，闢建天后官一所，內奉天后神位，並舉行第一次太平清醮，以超渡因遷

界而死之亡魂。且定十年一屆之例。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香港島割讓與英國，朝廷為加強九龍地區防務，於道光二十三年

(1843)議建九龍寨城，道光二十七年(1847)竣工。衙前圍村因位寨城附近，故治安較前為佳。

咸豐四年(1854)太平天國期間，三合會份子曾攻擊衙前圍村，相傳村民得天后顯靈幫助，成

功擊退敵人，村民領袖吳樹棠曾獲政府表揚，吳樹棠後來曾為樂善堂的首任總理之一。  

早於復界遷回時，衙前圍與鄰近之沙埔、大磡、隔坑、打鼓嶺、石鼓壟、衙前塱等村落，

合組「七約」聯盟，以解決村落間之糾紛，並聯合防備盜賊困擾。各村皆奉衙前圍內天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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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供奉之天后為守護神，並聯合舉辦十年一屆之太平清醮，至今相傳不替。自「七約」聯盟

成立之始，衙前圍已處領導地位。如今各村皆被遷拆無存，只衙前圍仍在。但至 1996 年，

衙前圍之打醮仍以「約」名義舉行。 

抗日戰爭爆發，衙前圍村村長吳渭池組織圍內青年成立一個維持治安自衛隊，有隊員二十

餘人。自衛隊除保護家鄉，動員青年參加東江抗日游擊隊外，還保護行商以及將軍需物資運

送到游擊區。吳渭池將自己的一子一侄送去參加游擊隊。1941 年 12 月，日軍佔據香港，時

有侵擾衙前圍村，吳渭池與其侄自衛隊隊長吳華友率眾奮勇抵抗，保土衛民，部份隊員於抗

日時壯烈犧牲，其靈位現仍供奉吳氏宗祠內，四時拜祭。日軍佔據期間，衙前圍村被徵作擴

建機場之用，吳渭池其侄吳華友領導鄉民採取消極怠工，迫使日軍撥地建屋給鄉民，這樣拖

了一年多，機場的擴建工程才完工，而衙前圍村亦逃過被清拆的惡運，但他因此被日軍監禁，

嚴刑拷打，身體慘遭摧殘。抗日勝利後，吳渭池參與了籌備恢復香港海員工會，並連續十三

屆被選為工會執行委員及八屆工會主席。吳渭池先生於 1975 年逝世，享年 91 歲。 

衙前圍村為一廣府圍村，呈四方形，四角築有更樓，開一門，東向。門前為廣場，前為水

溝，舊有吊橋橫跨，十八世紀後改為狹窄堤道。圍門上嵌石額，陽刻「慶有餘」名字，圍門

內設有土地神位，門樓今以闢作村公所辦事處。1930 年時有專欄作者這樣寫道：「衙前圍村

有圍，高可丈餘，修十餘丈，廣二十餘丈，其周濠溝繞之。東南二面有水，西北則乾涸矣。

正門位東，遙望則牛池灣之坪石村」。昔日圍門門前，有古屋一排，名為「踎前」，但在 1942

年日軍佔港時，被日軍清拆，築成現今之大水坑。 

圍內主巷盡頭處為天后宮，而不是新界其他圍村常見的神廳。主行左右有六條狹窄橫巷，

橫巷兩旁房屋整齊排列，共百餘間。各屋除用作居室外，亦有用作柴房及飼養禽畜。各居屋

面積不大，開一門，原無窗，近年加開窗，並裝鐵枝防盜。門內兩旁原為廊，中為天階，今

多改建上蓋，與兩廊連接，內進為廳，部份安奉祖先靈位，背後及閣樓用作房間。該圍之四

角更樓及圍牆經已拆卸，原貌無存。 

天后宮門外右首石獅下有石座，呈柱狀，正面陰刻「天后立祀，弟子吳翰高，乾隆二十八

年(1763)」，柱頂呈碗形，本中空，今為英泥所填。據傳云：該碗狀物體原為舂碎火藥用，前

清期間，為自衛計，村民置有線鎗土炮，以火藥發射。想其時之火藥，有於該物春碎後，始

裝鎗炮內。 

時至今日，部份村屋都經歷多次重修改建，已失去其保留價值，古物諮詢委員會最後亦否

定衙前圍村為受保護建築物，只建議圍村在拆卸後，在原址進行考古發掘。發展商重新發展

後，原日圍中的天后宮、慶有餘石額及其中六座古屋將會獲得原址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