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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文氏簡介   

新界文氏原本是西漢景帝時蜀郡太守文翁之後，居於

四川成都。至五代唐莊宗時，其祖時（字春元），官帳

前指揮使，被派出任江西，巡視永新，覺得該地山水甚

美，於是卜居該地。後以春元公為一世祖。 

 至十一世祖文時習生三子：行、儀、信。而時習之弟

時用無子，時習則以其次子儀過繼。十二世祖文行生一

子名天祐；文信生一子名天瑞，居於惠州；文儀生四子：天祥、壁、霆孫、璋。 

 十三世祖文天瑞號東山，南宋景定年間(1260-1264)，文壁任惠州知府，文天瑞隨之赴任。

其後文天祥兵敗被元軍所擒，於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在都城柴市就義， 

文壁與文天瑞逃回寶安。天瑞定居寶安三門東清後坑，成為寶安文氏之始祖。文天瑞無子，

其兄文壁以其三子文京子入繼。文京子生應麟；應麟生起東、起南。起東生五子：仁、義、

禮、智、孚；起南生三子：垂統、垂猷、垂勳。文仁生孟良、寅甫。寅甫遷報美鄉開基。文

義生以常、永泰、永震。以常之次子文觀受遷居於涌頭開基。文禮生孟常、永謙。文孟常為

香港新田房之開基祖。文智生德成、德中。文德成為潭頭鄉開基祖。文德中為雙頭田鄉之開

基祖。文孚長子永常，為山尾鄉開基祖。次子之名失載，為山門鄉開基祖。文垂統生蔭、萃。

文蔭字襲子，約於公元1300年間，先到大埔陶子峴，(即今碗窯) ，以造碗為生，其後人居於

泮涌，最後定居太坑祠堂村，後再擴建中心圍及灰沙圍，兩圍一村，成為今之泰亨鄉。文萃

遷崗廈，為崗廈鄉開基祖。至此分為寶安文天瑞公系之七大房： 

第一房：仁公房，散居寶安西路黃松崗鄉及報美鄉。 

第二房：孟常公房，居寶安東路新田鄉。 

第三房：義公房，散居寶安西路嶺下鄉及白石下鄉。 

第四房：智公房，散居寶安西路雙頭田鄉及潭頭鄉。 

第五房：垂統公房，居寶安東路泰亨鄉及崗廈鄉。 

第六房：孚公房，散居寶安西路山門鄉及山尾鄉。 

第七房：禮公房，散居寶安西路涌頭鄉。 

 上述宗枝，只是新田及泰亨文氏族譜所載。報美和潭頭兩村則說始祖是天壁，天壁生應麟；

嶺廈與白石兩村則說始祖是天壁，天壁生隆子，隆子生應麟；山門、山尾和涌頭三村則說，

始祖是應麟。這是由於文天祥抗元失敗，文氏族人不斷遭受追捕、殺戮的殘酷鎮壓，被迫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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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埋名，逃奔各地，隱居下來，繁衍後代。經過一、二百年的艱苦歲月，慘淡經營，各地始

形成文姓村莊，才出現建宗祠、修族譜之事。由於年代久遠，難免出宗支混亂的情況。加上

文氏後人對文壁曾降元，其子隆子又做過元朝大官而感到可恥，所以才出現這種情況。 

新田立村於公元1376年，時在元代順帝二十七年，丁未

歲，吳王朱元璋克平江，執張士誠，攻略浙東浙西，命徐達、

常遇春北伐，又分兵進攻福建、廣東、廣西、奪取山東，元

軍節節敗退，順帝逃亡。第二年，吳王朱元璋稱帝，國號明。

以金陵為南京，開封為北京。戰火驅使文族人士流徙到寶安

來。 

新田文族立村於元、明交替之際，惟文氏族人，則在宋、元交替之際，已在寶安境內營生。

新界大帽山、觀音山、山腰至山頂留下的梯田痕跡，相傳在南宋敗亡之後，文天祥帶領的子

弟兵，有一部份逃匿大山中，種茶種桑為生。到了局勢安定之後，才下來平原定居 

寶安在宋、元朝代，分東路西路地區，文起東的後裔，在

西路地區定居，文起南的後裔，在東路地區定居。以目前的

行政區域來區分，新田文族是文起東的後裔，泰亨文族是文

起南的後裔。由於年代久遠，東西路之間，各房亦有遷離轉

徙，混合居住。文孟常為文禮之子，文起東之孫，名寬，號

維綱。元代英宗至治三年、癸亥歲，公元1323年出生。妻蕭

氏，生子五。明代永樂年代（公元1403年至1424年），文孟常之孫文世歌，自屯門老虎坑遷

居新田。新田鄉中古蹟處處，如大夫第、惇裕堂文氏宗祠、吐書堂麟峰文公祠、樂道堂莘野

文公祠、明德堂永秀文公祠及紀念其先祖文天瑞（號東山）

而建的東山古寺等。 

文氏宗祠惇裕堂，建於明代英宗正統九年，甲子歲，公元

1444年。即新田立村後的二三十年間興建宗祠。現在新田鄉

已發展為九條文氏村落，即蕃田村、仁壽圍、永平村、安龍

圍、東鎮圍、新龍村、青龍村、石湖圍及洲頭村。 

大埔泰亨始祖是文天瑞的六世孫文蔭，字襲子，生於1341年，

殁於1425年，約於公元一千三百餘年，先到大埔陶子峴，以造

碗為生，後居泮涌文家莊，以務農為生，最後始定居泰亨祠堂

村。後來人口繁衍，於是擴建中心圍、灰沙圍，開枝散葉，組

成文氏三條圍村。舊日鄉中重視教育，遺有書室多間，雖然大

部份已經拆卸，或荒廢破落，但古風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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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亨鄉內舊日有一座文氏宗祠。但因年代久遠，加上日軍侵華時，加以破壞，祠已倒塌，

只餘石柱、石墩及門框等。 據說因為風水關係，文氏族人至現時為止，仍未有重建祠堂的打

算。直至2002年，文氏宗祠才進行重修。廢祠堂傍是祠堂村所在，村後有天后官和文帝古廟，

前者建於雍正五年(1727)，後者建於光緒十年(1884)，兩廟都經多次重修，香火甚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