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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磡村 

 大磡村是一條朱姓為主的客家村落，建於乾隆年間。朱氏在大磡村「落擔」的始祖是朱居元的

第八子朱仁鳳(1771-1843)。據朱氏族譜所云，他遷居大磡村後，「建有祖祠屋宇，置有田地」。

可以推斷，朱氏在朱仁鳳一代，已具有相當積蓄，使他足以置田買地，由石匠變為地主，並建立

自己宗族的祠堂。朱仁鳳死後，遺留下的屋地菜地約有十多萬平方尺。產由其三房子孫共同管理，

三房各有繁衍，發展成東九龍區一個頗有規模的宗族，在戰前，他們甚至以五百大元的利是，請

到了當時在香港大學任教的國學大師朱汝珍光臨祠堂，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五百元，可購置十

五坑瓦的石屋一座。 

 日本侵略香港，對朱氏來說，是很大的災難。在這期間內，日軍為著擴建啟德機場，將機場附

近的鄉村拆毁，大磡村亦不例外。當時整個鄉村，連朱氏宗祠均被夷為平地，村民全被遷離。日

本雖於 1945 年投降，但由於全村被毁，加上戰後香港的複雜情況，令到朱氏族人難以重建家園。

戰後香港成為許多中國內地人逃避戰亂的避難所，地近九龍的鑽石山區，成為許多新移民的居

地。因此，當朱氏族人返回老家故地時．發現在其本村落的位置，已是遍佈寮屋。起初朱氏族人

曾試圖向這些非法佔用者徵收租金，但最後因對方強橫兇惡而罷休。1992 年，政決定定向朱氏

族人收回大磡村土地作商住發展用途，朱氏雖不滿賠償數額，但最後後亦得藉此出售有名無實的

土地。 

 大磡村當年曾被稱為香港早期電影業的夢工場，早期曾有多間片場設於此，曾有不少演藝界名

人居住，其中已故影帝喬宏在大磡村內的舊居、與前啟德軍用飛機庫及機槍堡，並稱「大磡村三

寶」獲得保留，免於清拆。 

 機槍堡由皇家空軍建於1930 年代末期，位處皇家空軍基地(啟德)戰略性據點及通往啟德機場

的公路。日治時期(1941-1945)，日軍將飛機庫遷往鑽石山，故相信機槍堡為當時飛機庫全體機

員及技術人員的防空洞。這個以半圓頂蓬遮蓋的地下機槍堡在戰後即遭廢棄。 

前皇家空軍飛機庫於1934年建於啟德機場作民用飛機庫。日治時期(1941-1945)，為了擴充啟

德機場，日軍遂於1943 年將飛機庫拆毀，再在鑽石山重建。飛機庫依據當時最新的工程設計標

準而建，相信曾停泊日軍軍機。飛機庫於1960 年代曾被不同公司及機構作倉庫用途。 

鑽石山大觀園的石寓建於1940 年代，大觀園由楊守仁約於1947 年興建。楊先生擬參考著名

中國小說《紅樓夢》在鑽石山興築一座類似書中大宅的建築物，並取名「大觀園」。大宅先後有

多位名人和藝術家居住，包括前上海交通銀行經理吳君肇、前淘化大同食品有限公司主席、以及

著名導演李翰祥先生等。 

前兩建築物均被政府列為三級文物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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