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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六課 調景嶺 
 

  調景嶺介乎鯉魚門與將軍澳之間，背山面海，因灣圓如鏡、浪靜風平，

古稱「照鏡環」，到 1936 年才雅化為調景嶺。坊俚相傳，1905 年有加籍商

人倫尼（Rennie）到此開設麵粉廠，但經營不善而倒閉，倫尼在廠房自殺，

事後坊鄰戲稱為「吊頸嶺」，英譯為 Rennie’s Mill Village，曾引用至地圖，

惟此名乃約定俗成土名，實非官方認可地名。 

  直到 1950 年，因國共內戰，大量國民黨官兵及家屬逃難香港，政府以

國共兩黨支持者經常發生流血衝突，港府以滯港軍眷以東遷臺灣為目的，

遂將他們調遷調景嶺作短期安置，稱為「調景嶺難民營」。港府又動用臨時

緊急特別費應付救濟開支，購置木頭及油紙搭建一千間八尺立方的Ａ字棚

屋，又委派東華三院每天派發簡餐，僅此而已。除此之外並沒有為居民提

供水電及交通等長遠的生活設施。其時，調景嶺既無水電設施，亦無公路

接連外區，環境甚為荒蕪。 

    1950 年代，因韓戰爆發，臺灣拒絕接收滯港官兵，反以香港難民作為

國際政治宣傳，使處在兩岸之間的香港政府相當尷尬。六十年代，港府積

極改造調景嶺之社區設施，並協助居民融入香港社會，以消除「難民問題」。

到九十年代，因應社會發展需要收回土地，政府安排居民調遷公共屋村，

原有海灣填海改建成健明邨、彩明苑、維景灣畔、將軍澳中心等。後來更

增設地鐵寶林線，調景嶺蛻變為現代新市鎮。 

 
五十年代初的調景嶺難民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