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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谱中的移民：浅析清中前期客家人在新界的分布1

王永伟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学院，广东 深圳 518172）

摘 要：香港新界的居民，多是中国内地的中下阶层经过长途跋涉徙居到此的。新界的原居民最早可追溯到宋

元时期。当时中下阶层迁徙时有携带宗谱，但是由于寇乱及生活的不稳定，多有遗失，惟记载之可寻者，则始于清初

复界之后。新界地区早在香港开埠之前，当地已经有客家人聚居的村落存在。文章以现存的客家族谱史料为据，来

探讨新界客家人的主要分布状况，进而对香港早期的移民构成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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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是香港三大自然地理分区之一，其境内生活

着众多的原居民。客家人作为其境内的主要原居民之

一，早在宋元时期就零星地迁居到此生产生活。如当

时五大族中的邓族、文族聚居在元朗等地。及至清中

前期，迁海复界招致了成批的客家人开垦而来，这些客

家人广泛地分布在新界的北区、元朗、荃湾及离岛等

地。文章以香港大学图书馆现存的客家族谱史料为

据，重点分析了清中前期新界客家人的主要分布状况，

以期理清客家人在新界的发展脉络。

一、北区（包括粉岭、上水、沙头角和打鼓
岭）

粉岭地区早在南宋时就有客家人聚居，根据《崇正

同人系谱》卷二·氏族之彭氏中记载：“唐中宗朝有礼部

侍郎彭构云徙居江西庐陵，至宋祥符中进士，彭延年居

潮州府后，遂留居于揭阳浦口村，延年有子六，三子锐

徙海丰，四子钺徙潮阳，六子鑬徙兴宁，自是遂播族潮、

梅。南宋初桂公携子迪迁居香港新界粉岭……”

至清初时，已有明确记载的晁姓与张姓族人迁居

到此。“明万历间有钦大郎者自长乐徙居东莞七都洞，

生子五人，其子孙复散居东归新一带，他如增城、龙门、

从化、番禺、清远、花县各属亦多迁居焉，及至清康熙

间，二十四世晁纲公于兴宁县新塘坑移居深圳宝安县

坪三家与香港粉岭”［1］64。粉岭鸡岭村有大量的张姓客

家人居住，鸡岭村位于上水北区医院附近，该村的张姓

村民是从荃湾城门乡张屋搬去的。粉岭崇谦堂村位于

新界粉岭龙山（旧称龙躍头）西北麓，它是基督教巴色

差传教士凌启莲牧师、传道人张和彬等人建立的，由于

建立的时间较晚，它不是港英政府认可的原居民村。

该村村民构成颇为复杂，有张姓、凌姓、彭姓、徐姓、陈

姓等。其中，徐姓中的徐仁寿先生是广东五华人，他在

该村建了一座叫“石庐”的大宅。张姓村民中除了部分

是张和彬先生的后裔之外，其他姓张村民则是1949年

后从广东五华大田迁移过来的。香港新界崇谦堂村

《张氏族谱》中记载：“考我张姓宗族，……其渊祖，由博

罗高壆村，遷至宝安县沙河约白芒村。后由白芒徙蔴

冚村”［2］。

沙头角地区的吉澳岛位于新界东北、大鹏湾西面，

与深圳盐田、梅沙湾相对。该岛上围村分布着不少张

姓、刘姓和黄姓客家人。其中，张姓是明末清初时来到

该岛定居的客家人，并建屋于岛上的“上围村”，“其后

刘、黄二姓逐渐迁入，在其下建屋”［3］。沙头角南涌的

李姓是清初至嘉庆、道年间迁入香港新界的。李姓现

在在香港的分布较为广泛，主要有：乌蛟腾、锦田莲花

池、大朗、船湾浦尾、扫管笏、莲澳、大屿山、荃湾大屋

围，深涌、塔门、西澳、沙田作堂坑等处。沙头角南涌有

一栋10间房子的张屋，该屋位于沙头角李屋旁边。南

涌的张姓村民大多数现已移居海外。有关该村的张氏

源流资料未详，但是我们依然从保留下来的房屋上看

出客家人独特的建筑风格。此外，沙头角鹿劲凤坑也

有少量的张姓客家人分布，同样该村张姓的源流资料

未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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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清初至清嘉庆、咸丰年间，新界北区已明

确记载有温氏、罗氏、叶氏、李氏、黄氏、吴氏、候氏、廖

氏、刘氏等族人迁入。他们分布在北区的沙头角南涌、

粉岭的莲澳村与禾径、上水的松园与丙岗、榕树澳、大

埔仔、莲麻坑等地。清中前期客家人在新界北区的具

体分布，详情见表1所示：

表1 清中前期客家人在新界北区的分布情况①

何时迁入

康熙年间

康熙年间

康熙四十九
年

顺治年间

康熙三十八
年

康熙三十八
年

道光八年

咸丰四年

清初

乾隆初年

乾隆末年

清中叶

清嘉庆年间

聚居地

榕树澳，大埔仔
樟树滩，蠔涌

八乡横台山罗屋村

莲麻坑

船湾深水角

乌蛟腾，三担罗，船湾
涌尾，

十四乡輋下，锦田莲花
池

沙头角南涌

粉岭莲澳村

沙头角，锁罗盘

沙头角沙榄下担水坑

上水松园，丙岗，金钱

上水华山

粉岭禾径

姓氏

温氏

罗氏

叶氏

李氏

李氏

李氏

李氏

李氏

黄氏

吴氏

侯氏

廖氏

刘氏

所据谱牒

榕树澳温氏族谱

元朗罗屋村罗氏族谱

沙头角莲麻坑叶氏族谱

宝安县乌蛟腾李氏族谱

船湾涌尾李氏族谱

新界禾坑李氏族谱

宝安县小滘李氏族谱

沙头角南涌李氏族谱，莲澳村三
福堂李氏族谱

沙头角黄氏族谱，沙头角锁罗盘
黄氏族谱

沙头角吴氏族谱

金钱村侯氏族谱，丙岗侯氏族谱

惠阳下径廖氏族谱

龙鼓滩刘氏族谱

二、元朗区

元朗区原名圆塱，位于香港新界西北部，包括屏山

乡、锦田乡、厦村乡、十八乡、鸡公岭等乡村。元朗区三

面环山，内部地形较为平坦，在多山的香港，这一片是

比较珍贵的比较适合发展农业的平原。元朗区由于优

越的地理环境，所以很早就有人来此定居繁衍生息。

香港新界五大族中的邓族与文族就是唐宋时迁居到此

的。到了清初时，尤其是康熙年间奖励复垦政策的推

行，粤东的梅州籍客家人经惠州、淡水而至元朗等地从

事垦殖。

（一）锦田八乡水盏田

锦田八乡水盏田张氏族人祖籍是广东五华县。张

姓族人先是迁到惠州博罗，然后再迁到新界锦田八乡，

其后人现分布在水盏田、雷公田和长蒲一带。“该村张

氏族人的祖先原籍广东五华，后迁博罗，再迁到新界锦

田八乡上村，后人分布于水盏田、雷公田和长莆一

带”［4］36-37。

（二）锦田八乡打石湖

打石湖的客家人由于在清初时已迁入，是一个被

港英政府承认具有原居民资格的客家村，该村村民主

要是张姓，也有宋姓村民。该村的张姓族人是清初迁

海复界招致过来的，“这两姓村民的祖先原籍都是广东

五华县，打石湖村张姓村民的班辈跟五华原籍的一样，

同是：达、展、槐、方、熙、荣、华、富、贵、万、年、长，打石

湖村的张氏族人现已传到‘长’字辈”［4］46-47 。“他们都是

清初尽复旧界而招致开垦而来的，先在打石湖附近名

叫牛牯角的溪谷定居，主要以耕读为生。后因牛牯角

出入不方便，加上人口渐多，张氏族人便分别迁往八乡

河背附近的大窝、莲花池和打石湖；宋族人除了迁往打

石湖外，亦有不少族人迁往蕉径的莲塘尾”［1］64。

（三）元朗大井围

元朗大井围村住着不少郑姓客家人。这些郑姓客

家人祖先是被贬官至福建龙岩市的郑清，郑清后人先

后分籍广东潮州、惠州等地，然后再经惠州及潮州各地

迁到广州府的增城、东莞、番禺及新安等处。据《崇正

同人系谱》卷二·氏族之郑氏中记载：“南宋孝宗时，有

郑清者以太师贬官福建上杭梅溪司巡检，遂家上杭，其

后分籍于广东惠潮嘉各属，复由惠潮嘉各属分籍于广

州之增城、东莞、龙门、番禺、新安等处。”

（四）元朗八乡吴家村

元朗区八乡的吴姓客家村，是一个典型的客家移

民村，该村居住着主要以吴姓为主的曾、陈、黄、徐、李

等10几个姓氏的客家人，吴家村是来自蕉岭县的著名

华侨实业家吴郁青所建，虽然建立得比较晚，但是在当

时已经成为八乡面积最大的一个非原住民村落。吴郁

青先生在此村建屋居住后，与乡邻和睦相处，团结各姓

乡亲，得到当地村民的一致拥护，将其村庄命名为“吴

家村”。吴家村广纳来港之客家乡亲，不断得到拓展，

尤其是抗战后，大批来自粤东梅县、蕉岭、丰顺等县的

客家人来港定居，这些客家人受到了吴氏家族长辈们

的热烈欢迎，纷纷在此落脚。

总而言之，元朗区由于地势之便，较早吸引着客家

人在此聚居从事农业生产，但是大批量的迁入则是在

清中前期。关于这一时期客家人在新界元朗区的具体

分布详情见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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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清中前期客家人在新界元朗区的分布情况①

何时迁入

北宋开宝六年

元统年间

乾隆年间

清初

道光年间

康熙初年

清朝初叶

康熙年间

乾隆初年

康熙三十八年

聚居地

锦田

新田仁寿围

元朗八乡

八乡横台山罗屋村

元朗八乡大井围

元朗大旗岭钟屋

元朗

元朗十八乡水蕉围

元朗大井乡吴屋村

锦田莲花池

姓氏

邓氏

文氏

胡氏

罗氏

郑氏

钟氏

林氏

杨氏

吴氏

李氏

所据谱牒

锦田邓氏师俭堂家谱

新田文氏族谱

胡氏历代启煌公祖史

宝安县锦田横台山罗氏族谱，
元朗罗屋村罗氏族谱

东莞白沙乡坡兜坊郑氏堂上族部

大埔林村坪朗颍川堂钟氏族谱

大埔坑下蒲林氏族谱

荃湾油柑头杨姓族部

元朗吴氏族谱

新界禾坑李氏族谱

三、荃湾区

荃湾区位于新界南部，包括汀九、深井、青龙头、马

湾、油柑头、大屿山北部梨木树以及荃湾新市镇。

康熙年间迁入荃湾老围的张氏，以及乾隆年间迁

入三栋屋村的陈氏，迁入荃湾，城门大围的丘氏、郑氏

皆位于现在象鼻山路一带，交通很是便利，又靠近大榄

涌水道，淡水供应很足。而迁入油柑头、深井，青快塘

的杨氏、傅氏等位于屯门路两侧，且皆位于沿海地带。

可见当时客家乡民在当时比较注重交通的因素。

该区三栋屋的陈氏一世祖九十五念郎在明朝时迁

入龙川骆岐约围芬铁心岭，此后三世祖法强（玉璿）迁

往同邑的东坑，九世祖嘉衡于明崇祯壬申时（1632年）

迁至博罗县，十世祖殿相于康熙十三年迁至归善县之

惠阳、淡水的隔沥上坡，十一世祖万泰于康熙五十八年

迁往新安县黄背岭约（罗坊）水口村，十三世祖任盛随

父亲侯德于乾隆二十二年迁往新安荃湾老屋场（即重

建前的大窝口村第二座）在此繁衍开枝散叶。十四世

祖健常在乾隆五十一年又迁往浅湾（荃湾）三栋屋，并

在此建立了著名“三栋屋”。三栋屋布局很独特，“中轴

线上是客家围的前、中、后三进厅堂，中轴线两边房屋

符合广府围的布局”［5］，所以三栋屋已经不是完全意义

上的客家围屋了，它吸收了广府围的一些特点，其外围

的城墙砖很薄，而且四周无角楼，其防御功能已经弱

化，现已成为香港民俗博物馆。清中前期客家人在荃

湾区的分布情况详见表3所示。

表3 清中前期客家人在荃湾区的分布情况①

何时迁入

清朝中叶

清朝中叶

康熙年间

康熙十九年

道光年间

康熙年间

乾隆

乾隆年间

乾隆年间

乾隆年间

清中叶

聚居地

荃门柴门角半山村

荃湾海壩村

荃湾老围

荃湾城门大围

荃湾海壩村

荃湾油柑头

荃湾

荃湾，青衣，三栋屋，
葵涌，马湾

荃湾

荃湾深井，青快塘

荃湾新村

姓氏

温氏

叶氏

张氏

郑氏

钟氏

杨氏

邱氏

陈氏

丘氏

傅氏

刁氏

所据谱牒

荃湾柴湾角半山村温氏族谱

荃湾海壩村叶氏族谱

荃湾老围张氏族谱

荃湾城门大围郑氏族谱

元朗大旗岭颍川堂钟氏族谱

荃湾油柑头杨姓族部

新界何南堂邱氏族谱

荃湾颍川堂陈氏族谱

荃湾丘氏族谱

青快塘傅氏族谱，深井傅氏族谱

荃湾新村刁氏族谱

四、离岛区的客家移民分布

离岛区从面积上看是香港最大的一个区，包括了

香港南面及西南面的赤鱲角、长洲、喜灵洲、交椅洲、南

丫岛、大屿山、坪洲、石鼓洲、小鸦洲、大鸦洲等大大小

小20多个岛屿，其中当属位于香港之西的大屿山岛面

积最大。大屿山岛原名大渔山，岛上村落主要有西边

的大澳、石壁、鸡翼角、大浪新村；东面的梅窝、灰屋坑；

北面的东涌、田寮以及南面的贝澳、咸田、塘福、水口

等。大澳与石壁是大屿山开发较早的村落，尤其是西

面的大澳，大屿岛上主要的耕地集中于此，“有耕地足

供万余人的口粮，同时也是一个渔场，村外不远处有全

岛最大的盐田，附近又有鱼塘数眼，所以盛产鹹鱼，运

销澳门、香港；居民多为开村者后代，通用语言有客语

与粤语，而说粤语多为疍民”［6］80。该岛上早在宋室南

渡时就有居民生活，但是大规模的拓展是在明末清初

时。该岛上说客语的何姓、张姓、邓姓、林姓、曾姓等客

家人皆是在清初迁移过来的，迁入石壁、大澳、梅窝的

徐氏也是在明末时期。而且从他们迁入的地点来看，

无论是迁入大浪湾，咸田、东涌的何氏；迁入塘福的邓

氏；还是迁入杯澳、长沙、水口的张氏等都是在大屿山

的沿海地带。据《大屿山贝澳老围村张氏族谱》载：

“……乾隆五十三、四年，有一东莞县大宁乡人，姓谭名

阿车，始起做海洋大盗，抢劫财物，杀人放火焚巢烧□，

冤寻不计，擒男为伴，捉女为妻。如此官不能治，……

于是通乡会议，即该立围门，及筑石围，固以防海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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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本区沿海寇乱甚大，贫者只得离乡别

井，逃入内陆避乱；富者则纠合乡众，集资建围，以图自

保，贝澳老围屋此其例也”［6］12。清中前期客家人在离

岛区的分布详情见表4所示。

表4 清中前期客家人在离岛区的分布情况①

何时迁入

明末

清初

康熙年间

康熙二十四年

清初

康熙年间

在大屿山岛棲止地点

石壁，梅窝，大澳

大浪湾，咸田，东涌

杯澳，长沙，水口

塘福

婆萌

梅窝

姓氏

徐氏

何氏

张氏

邓氏

林氏

曾氏

所据谱牒

大屿山石壁围徐氏族谱
梅窝徐氏族谱

大屿山贝澳新村何氏族谱

大屿山螺杯澳咸田村张氏族谱

大屿山塘福邓氏族谱

新界林氏族谱

香港新界曾氏历代宗亲谱

五、结语

概而言之，早在宋元时期，客家人已开始向新界迁

徙，成为新界五大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及至清中前期

时，客家人开始成批迁往香港新界地区，客家人作为新

界原居民而广泛地分布在南涌、莲麻坑、沙榄、莲澳村、

松园、金钱、华山、锦田、八乡、十八乡、大井乡、新田、深

井、柴门、海壩、老围、油柑头、青衣、葵涌、石壁、梅窝、

大澳、东涌、水口、塘福等地。在客家人所建的村落中

生活的各姓氏族人，一般以最早迁入的姓氏族人为主，

但也生活着不同的其他姓氏，在其聚居内部呈现出大

杂居、小聚居的特点。迁往新界的这些客家人多数是

从嘉应五属先迁到广东的惠州、河源、潮州等地后再辗

转迁入香港新界的，这种迁移是经过了几代人努力才

完成的。香港境内现在大约200多万客家人，他们大

多数是粤东嘉应五属的后裔。

注释：

① 萧国健，萧国钧著：《族谱与香港地方史研究》，显朝书室出版社，1982年2月，第34-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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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migration in the Genealogy: An Analysis of the Hakka's Distribution in the New
Territorie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WANG Yongwei

（Shenzhen Institute & Information Technology，Shenzhen 518172，Guangdong，China）

Abstract：It is mostly the middle and lower classes of the mainland of China who have lived there after long journey in 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 The original inhabitants of new territorie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At that time，the middle and

lower classes migrated with the genealogy; yet many have lost due to invader and instability of living. What still can be found was those

after the resumption of the early Qing Dynasty. Long before the opening of Hong Kong port，villages inhabited by Hakkas had existed.

Based on historical data of the family genealogy of Hakkas，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main distribution of Hakkas in new territories，and

come to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arly immigrants in Hong Kong.

Key words：Hong Kong；New Territories；Hakka；Genealogy；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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