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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鼓嶺鄉為香港新界的一個鄉郊地區，地處香港北部邊界，跟深圳市以深圳河為

界，總面積約2,100公頃。打鼓嶺東接沙頭角，西接上水、粉嶺等地區。本鄉包括：

香園圍、松園下、竹園、木湖、瓦窰、新屋嶺、鳳凰湖、週田、李屋、簡頭圍、

塘坊、坪洋、瓦窰下、禾徑山、坪輋、大埔田、上山雞乙、下山雞乙、羅湖、得

月樓等政府認可並安排法定村代表選舉的 20 條村落 1。

20 世紀中期，較多居民聚居的區域還有：較寮、沙嶺、水流坑、坪洋周邊等，

但並不符合納入村代表選舉的準則要求。其後，鄉內的一些地方如圓茶壺、啟芳

園、摩囉樓、打鼓嶺菜站周邊和打鼓嶺鄉村政府大樓周邊等區域也有不少居民。

香港特區政府 2021 年進行人口普查，本鄉常住居民約 8,000 人。根據村代表們

估計的綜合數據，移居市區或國外鄉親約兩萬人。

建置沿革

香港地區有史籍可考的建置始於秦漢。從秦漢起，本鄉地域先後歸屬番禺縣、寶

安縣和東莞縣管轄。從明朝萬曆元年（1573 年）起，歸屬廣州府新安縣管轄。

清朝康熙年間，打鼓嶺屬廣州府新安縣六都範圍。康熙版《新安縣志》記載，平源

村（疑為今坪輋）、鳳凰湖、松園下、山雞鬱（今上下山雞乙）（山雞鬱／笏／乙，

實際上都指同一地方，只是各文獻的用字不同）都屬六都。

1898 年英國租借新界，1899 年 7 月，港英政府參考新界居民傳統，把新界劃分

為九龍、沙頭角、元朗、雙魚、六約、東島、西島、東海等八個分約。打鼓嶺屬

於六約這個分約。

1907 年新界理民府建立後，打鼓嶺被港英政府劃入新界北約理民府的管轄範圍。

1947 年，打鼓嶺屬大埔理民府管轄。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初期，打鼓嶺與深圳並未實行邊境管制。1949 年 10 月 1 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翌年朝鮮戰爭爆發，港英政府在邊境地區加強管制並實施

宵禁，1951 年打鼓嶺大部份地方被列入邊境禁區。

1979 年，因新市鎮持續發展需要，港英政府從大埔理民府分拆出北區理民府，

管轄範圍包括上水、粉嶺、沙頭角和打鼓嶺。

1980年代，港英政府就地方行政進行改革，把全港分為18個區，成立政務總署、

區議會及區域市政局等部門管治。打鼓嶺與上水、沙頭角及粉嶺屬於「北區」，

亦稱「上粉沙打」區，香港回歸後至今維持不變。

打鼓嶺區鄉事委員會於 1954 年成立，成為「打鼓嶺鄉」，是新界鄉議局轄下 27

鄉之一，範圍涵蓋今天打鼓嶺區所有村落。

自然環境

打鼓嶺鄉面積約 2,100 多公頃，與上、粉、沙三個地區相若，東面為禾徑山，東

北為白虎山，北達邊界深圳河，西至梧桐河及深圳河，南接梧桐河源頭。整區被

多座山如禾徑山、長山、龍尾頂、東風坳、黃茅坑山、老鼠嶺、恐龍坑及華山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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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中間地勢形成了廣闊的大平原，其中穿插著多條河道，包括本鄉最大及最長

的河道平原河。

本鄉位處平原地區，無海風調節氣溫，吸熱和散熱速度快，夏天溫度普遍高於市

區攝氏一至三度；冬天的溫度又比市區低攝氏一至三度。

打鼓嶺名稱由來

打鼓嶺之名與其地理環境有關。清嘉慶王崇熙纂《新安縣志》卷四《山水略》記

載：「打鼓嶺在六都，俗傳風雨夜聞鼓聲。」由於夜間的風雨大如鼓聲，便得了

這個名字。另一說打鼓嶺鄉叢林密佈，北面並無屏障，隆冬之際，來自內陸的季

候風既急且勁，狂風之下所發出的迴響有如洪亮的鼓聲，故此鄉民把當地命名為

「打鼓嶺」。

民間相傳打鼓嶺名稱還有另一來由，跟與外村衝突有關。清朝中晚期，打鼓嶺居

民與深圳河北面黃貝嶺居民常生衝突，村民便在某處山嶺設置了一個大皮鼓，擊

鼓召集約內群眾合力應對衝突。

族群概況

打鼓嶺地區保存著眾多本地人或客家人建立的古老村落，部份可追溯至明末至清

初，建村已數百年。

這一帶聚居著眾多的氏族，如坪輋（水圍）萬氏、週田杜氏、木湖杜氏、李屋李

氏、山雞笏林氏、松園下何氏、新屋嶺張氏、坪洋陳氏等。較晚遷入的有本地與

客家混合的鳳凰湖易氏、簡頭圍黃氏、塘坊萬氏，後來尚有其他姓氏遷入。

清康熙年間實施遷界，各村落被迫遷徙。復界後只有部份村落遷回原址。清政府

獎勵廣東省一帶的客家人遷入開墾土地，或租佃本地人的田地進行耕種。外來客

家人和本地入和洽相處，努力開發山區，成就一片樂土。

六約

清朝中葉，本鄉村落為應付來自深圳河北面黃貝嶺的衝突，設立了鄉村聯盟，即

（打鼓嶺 )六約。據 1980 年代一些學者所做的田野調查，六約村落包括 2：

．坪洋、禾徑山、瓦窰下（坪洋分支）；

．山雞笏、簡頭圍、李屋、大埔田；

．鳳凰湖、老鼠嶺（又稱週田）；

．松園下、竹園、＊羅芳；

．坪輋、塘坊、＊西嶺下；

．香園圍、蓮塘、＊凹下、＊橫崗下。

＊該等地方現今位於深圳市

六約村民互相合作，組織更練團（當地父老稱為「巡丁」），互相幫助，形成地

方上由本地及客家村落結盟的自衛組織。從六約的村落名稱可見，清朝時深圳

（今稱）與打鼓嶺關係密切。其中今位於深圳範圍的羅芳、西嶺下、凹下、橫崗

下，清朝時均屬於六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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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密合作後，六約形成「昇平社」，各村合作，每年在平源天后廟慶祝天后誕，

組織花炮會，每年定期向昇平社捐贈款項，作為運作經費。天后廟、義祠和公所

分別在不同年代建成，位處坪輋老圍村內。據說義祠早年主要由羅芳村管理，後

來由平源天后廟理事會管理。旁邊的公所，逐漸成為本鄉在社會及公益事務的調

解中心。

英國租借新界及六約發展

1898 年英國租借新界影響打鼓嶺發展。1898 年 6 月 9 日中英兩國簽訂《展拓香

港界址專條》，1899年3月19日簽訂《香港英新租界合同》，確定粵港邊境界線，

以深圳河為界。有些居住於深圳河兩岸的村落及宗族被一分為二，包括羅芳（位

於深圳）與竹園（位於香港）姚氏。由於管轄權的劃分，導致黃貝嶺、羅芳、向

西、凹下、湖貝等的村民需要過境到新界耕作，可見邊境界線的確立，影響了他

們的農耕生活和土地使用。深圳河兩岸村民的歷史聯繫割斷，也曾引發後來的土

地權益和原居民身份的法律爭議。

六約經多年合作，隨著社會環境改變，至 20 世紀初逐漸轉變形態，產生了「昇

平社」這個民間組織；其涵蓋的地域範圍，則隨著二戰後港英政府推動新界鄉村

陸續形成鄉事委員會，六約所涉地域也大致演變為現時打鼓嶺區鄉事委員會所涵

蓋的行政服務區域。

日佔時期

日軍侵佔香港期間，打鼓嶺鄉的村民深受侵擾，除了被迫對日軍行禮外，又受日

軍勞役虐待，紛紛上山避難。松園下有一間兩層高的何氏大宅，建於1930年代，

曾被日軍徵用作瞭望站，監視深圳蓮麻坑軍路。大宅牆上至今仍掛著兩塊刻有日

文漢字的「松園下第六番」及「松園下第七番」木門牌。竹園村舊址也曾有一些

由日軍編定門牌號碼的房屋，現已不存。

打鼓嶺一些鄉民曾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抗擊日軍，香園圍村民萬雲

生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於 1944 年參加東江縱隊沙灣中隊，解放戰爭時

期任粵贛湘邊縱隊護鄉團中隊長，1948 年 8 月在橫崗戰役中犧牲。深圳龍華革

命烈士紀念亭的紀念碑上刻有他的姓名、年齡、籍貫和戰鬥犧牲的時間地點。

二戰後的打鼓嶺

打鼓嶺區鄉事委員會於 1954 年 10 月成立，辦公地方早年設於坪輋的天后廟公

所，1968 年獲港府批地在坪輋路（昇平學校旁）興建會址。鄉事會首任主席是

坪洋村鄉紳陳友才先生，他對打鼓嶺、上水、粉嶺乃至新界的發展多有貢獻。本

鄉內連接沙頭角公路的坪輋路，就是由他爭取於 1950 年代興建。他是打鼓嶺昇

平學校的校監和坪洋公立學校的創校校董，曾擔任第 18 至 20 屆（1968-1974）

新界鄉議局首副主席，是早期參政的地區領袖 3。

打鼓嶺區鄉事委員會轄下共 20條村落及多個聚居地，1960 年代至 2016 年期間，

大部份位於邊境禁區範圍內，計有得月樓、羅湖、沙嶺、新屋嶺、木湖、瓦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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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湖、週田、李屋（部份）、塘坊、簡頭圍、竹園、松園下、香園圍。邊境禁

區的設立嚴重影響打鼓嶺區的發展，村民為謀生計，1960 年代後至 1980 年代紛

紛移居市區工作或國外，原居民人口劇減，男性多在外工作，留在村中耕作的多

數是女性，每逢中國傳統節日，居民均會回鄉參加儀式、舉行聚會及商討本鄉發

展事宜等。同一時期，內地同胞湧入，導致本區整體人口又回升至一萬人以上。

他們初時在打鼓嶺就地搭建木屋或鐵皮屋居住，後來有部份改建較為堅固的石

屋，在該區工作及居住。1990 年代開始，內地新移民及他們的後代陸續搬到市

區，本區人口繼續下降。

二戰後的經濟民生概況

昔日，打鼓嶺的居民以務農為生，多種植稻米，部份村民種植甘蔗、花生、蘿蔔

等。1950 年代，嘉道理農場援助本區居民建立豬場和雞場，提供豬苗予居民飼

養。1960 年代後逐步轉向飼養豬、雞，並種植蔬菜，於 1970 年代達至高峰。李

屋村村民曾經營大型農場，定時將種得的蔬菜運往打鼓嶺及坪輋菜站。

1980 年代，隨著香港工商業發展，農產品大量入口，市場價格急降，本地農產

品利潤大減，甚至虧本，農業在打鼓嶺日漸式微，小型的豬場和雞場也紛紛結業。

時至今日，很多農地變成了貨倉及露天儲存作業。近年有些人在區內復耕，開設

農莊，生產現代農產品，也有人在自己門前的田地種菜自用，並把剩餘的出售。

除了農業，其他傳統經濟作業也一度興盛。較寮、竹園、簡頭圍、木湖、李屋及

鳳凰湖等地，均有傳統絞糖業，村民在村中種植竹蔗，利用圓形石磨及牛隻絞蔗，

後煮成蔗糖，部份運出市集販售。瓦窰下在 19 世紀有三個磚窰，以燒瓦為主，

同時燒製青磚及紅磚；瓦窰則於 20 世紀初期建有五個磚瓦窰，燒製青磚及瓦。

1950至1960年代，沙嶺有四個紅磚窰；1960年代，新屋嶺附近曾設有兩間磚廠，

其中「雙英磚廠」規模較大，另一間為「新生磚廠」。兩間磚廠約於 1970 年代

後荒廢。

除了磚瓦業外，1960 年代開始，北面近深圳羅芳一帶曾建腐竹廠，廠房現已拆

卸。此外也有榨油、製作掃把等的家庭作坊。

本鄉村落受水浸困擾數十年之久，現時仍有部份村落面對水浸問題。1980 年代，

深圳河水患日益嚴重，影響村民的日常生活乃至生命安危。1990 年代，平原河

因河道狹窄及深圳河底垃圾積聚影響，泛濫嚴重，鄰近村落如週田、鳳凰湖、李

屋、木湖及瓦窰經常受水浸問題困擾，至 2003 年香港特區政府正式處理平原河

水患問題，並與深圳市政府合作，推動深圳河治理第三期工程及擴闊深圳河、平

原河交界至李屋一段的河道，週田、鳳凰湖、李屋等村落的水患問題方獲得改善。

東江水供港與打鼓嶺

東江水供港是國家關心香港經濟發展和民生福祉的重大舉措。香港七至八成的食

水用量從廣東省的東江輸入，打鼓嶺的木湖抽水站扮演著重要角色。它是香港接

收東江水的第一站，是分配東江水至各濾水廠及水塘的起點。這座抽水站，現今

已發展為兩座泵房及 22 台抽水泵，設計泵水量為每日 3.9 百萬立方米，持續不

斷地服務香港市民。木湖抽水站落成後，沿文錦渡路至上水的東江水管，為全香

港提供穩定的自來水供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