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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一課 深水埗 
 

  深水埗位九龍半島西岸，是貫通新界西與九龍的必經地帶。該處原為

崖岸，杳無人煙，海岸交界長滿水莆（水草），故稱深水莆，乃不毛之地。

就考古所知，僅於山崗附近發現東漢古墓一座，餘事不詳。清代始有氏族

入遷，建立蘇屋、李鄭屋、元洲等村落。儘管 1860 年九龍半島割讓成英屬

殖民地，然而深水埗處在界限街以北，並無重大發展。就算新界歸入英治，

深水埗一直處於油麻地外圍的附屬角色，因欠缺經濟產業活動，成為貧苦

華人聚居的區域，其獨特的草根生活圈，成為香港地道文化的基地。 
 

    早期尚無公路連接，居民僅靠船艇與港島聯繫，岸邊設有各個渡頭，

後又填海造地，增建碼頭設施等，故地名也出現使用「浦」或「埔」等字。 
 

  二戰後，大批難民湧港，部份南遷的商家選在長沙灣一帶建造廠房，

設立本地生產的「紡線、織造、染布」生產鏈，使深水埗成為香港的製衣

業及相關配件(鈕扣、串珠等)的銷售重鎮。此外，另有貧苦無依的難民在山

邊搭建寮屋棲身，因人煙稠密，經常發生火災，尤以 1953 年聖誕日之石硤

尾大火最為慘重，受害災民達五萬人。事後，政府為善後及長遠發展，以

深水埗作為房屋政策試點，先後興建各式房屋，從寮屋、徙置、公屋、私

樓到豪宅屋苑等，並配置工商廠房及民生設施，藉該等經驗逐步改善當區

及香港房屋與福利政策，意義極為重大。 

 
1937 年之深水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