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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課 圍村與宗族生活 
 

  古時，中原人士受到北方外族入侵，稍有能力的氏族舉家南遷避難，

輾漸進入廣東至香港家居。新來者遠到來遷，與原有居民形成「主家」與

「客家」的對立關係，既要適應氣候及謀生方式，亦要面對水土資源競爭。

同姓鄉族或有姻親關係者多聚而群居，建立圍村以鞏固力量，抵抗外敵。 

    據文獻所知，北宋年間最先有鄧氏家族由江西來遷，於元朗錦田定居，

奠定家族發展根基。南宋時期，尚有江西彭氏遷入粉嶺及上水，繼有文天

祥族人、福建廖氏、番禺侯氏等族群來港定居發展，形成「新界五大氏族」。 

    該等氏族先尋覓水土適宜的農林地區作營生與建村定居之處，繼之在

村落設立祠堂，供奉祖先與家族成員，除特定誕慶日子作祭祀外，日常則

撥作私塾供子弟讀書，以培養後進；部份具有經濟力量的家族則併請堪輿

地師營造祖先墓穴及家族廟宇，藉精神號召方式來團結家族。更有大家族

會建設墟市，經營貿易平台，藉租賃和壟斷手法拓展商業，擴展家族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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