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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四大民系 

  香港位處華南濱海，遠古時期屬百越支系，境內有畬族、輋族、瑤族

先民聚居。至泰朝始歸入中國版圖，漸漸受中原文化同化，然而因地理與

氣候關係，也吸引外地人氏來居，形成四大民系。 

  蜑家：香港三面環海，港岸曲折多彎，漁鹽收獲豐富，是蜑民(「蛋」

音)聚居之地。 

  廣府：本港隸屬廣東省廣州府，生活習慣自成一系，如居民使用粵語。 

  客家：唐宋以後，為避戰亂而入遷新界的中原氏族，是為客家人。他

們既保留家鄉風俗，又與本土文化融和，久而久之便「反客為主」，也自稱

為廣府人。 

  鶴佬：由粵東、潮汕等地區來遷，通稱鶴佬。他們自宋代起陸續來遷，

較能保留固有文化，亦自成一系。 

  直到 1898 年，港英政府租借新界後進行居民登記，凡在登記前已在本

港定居者，不論原籍何處，一律稱為「原居民」。時至今日，無論是原居民

或是外省來客，基本也不分主客先後，均稱「香港人」。 

 

 
香港水域的蜑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