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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大屋 

  山廈圍又稱曾大屋，位於沙田大圍附近，博康邨西

側。曾大屋歷史只有一百多年，建築宏偉，是沙田區

保存得最完整的圍屋，亦是本港最具代表性的客家傳

統式圍村建築。                            

曾大屋的主人為曾貫萬，家中排行第三，所以又名

曾三利，生於清嘉慶十三年(1808)，原籍廣東五華縣

員瑾鄉的曾貫萬。他在1823年離開家鄉到香港謀生。1842年香港割讓予英國之後，需要大

量石塊作建築之用，而五華人精於石工，因此曾貫萬到港後初任石匠，在石塘咀開採石塊，

由於他打石技術高超，獲得港府和商人的光顧，有了一點積蓄，便與其兄弟合作開設石廠，

名為『三利石行』而致富，他的三利石行，是當年最大的石行之一。曾三利除了開設石廠

外，還兼營販賣淡水予沿海各船戶，並開設商鋪，獲利甚豐。亦有說有次有海盜劫得某漁船

鹹魚十六甕，登門求售，曾貫萬以每甕八百錢的代價買下，作為日常食用，後來發現在鹹魚

下面竟藏有不少金銀，這筆意外之財有如錦上添花，使他頓成巨富。曾貫萬便用這些財富來

建造山廈圍大屋，用來安置他的同鄉親戚。 

山廈圍建於道光廿八年(1848)，歷時二十年才建成，是一個以屋連

屋，圍成長方形的村莊，採用了五華客家屋宇的形制。整個建築物分

為三堂四橫，共有房屋達百間之多，總面積達六萬七千多平呎，呈長

方形，有四份之一的地為公眾用地、祠堂及炮台等。在當時來說，可

以說是工程浩大。大屋以大麻石作外牆，在大屋的四角，都建有茶桶

耳型的三層高碉堡。堡上佈滿鎗孔和瞭望洞。大門裝上連環鐵門。屋

內建有佈局嚴謹的小巷和天階，還有水井兩個。曾大屋外面本來有一

條護城河，圍繞整個建築物，有吊橋相接，現時已被填平。設計建造

山下圍的工程人員是專門從五華縣聘來，而建造圍牆和屋宇的青磚，

則由附近的隔田村專門燒製，所以至今雖然有百多年的歷史，但牆磚依然堅硬如故。 

圍屋的入口共分有三個大門，每個入口皆有題名，中

門最大，門頂圓拱形，四周以麻石砌成。門頂鐫刻於同

治十三年(1874)族中舉人曾蘇所書寫的『一貫世居』四

字，門上還有酸枝趟櫳及類似吉慶圍的鐵製連環門。兩

旁是「尊榮」及「安富」。進入內是二進，為正廳所

在，由於曾貫萬對當時的清朝政府捐獻了不少金錢，被

朝庭誥授以『奉直大夫』(從五品)的勳銜。所以在正廳門

外懸有『大夫第』的牌匾。除此之外，還有於在同治四年(1865)，由當時駐守九龍城寨的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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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協副將張玉堂所書的『祥徵萬福』等，都富有歷史價值。大廳內額書「忠恕堂」，是曾氏

族人議事廳。正廳背後，隔一天井便是三進，為神廳，上有神龕，正面有雕梁畫棟，古色古

香。 

大宅內部分為三堂四橫，上下左右相連，每進之間以小巷或天井相隔，縱橫交錯而互通。

每進均有大廳及亖個出入口大門，如有外人入侵，大門就可關閉，外人無法進入，起到防護

作用。 

曾大屋內現存文物不少，其中以大屋內中座大廳陳列

的十二幅壽屏最具欣賞價值。該等壽屏是於光緒四年曾

貫萬誥授奉直大夫及八秩開一；即七十一歲榮壽大慶

時，由親友刻贈。全為凸字陽刻，上鋪以金萡。壽屏上

之頌詞由當時的欽點翰林院編修戴洪慈以四六駢文形體

所撰，另由翰林院名書法家黃家端執筆寫成。不論文

筆、書法及刻工，都極具藝術價值。屏風右上方有一

「文魁」牌匾，為族人曾蘇於同治九年(1870)鄉試中式第九十五名舉人而立。 

二次大戰時，曾大屋曾被日軍佔用作為醫院及處理屍體的地方，及曾在此開設妓寨，並且

大肆破壞，連祠堂內的中門及兩側木門亦拆去，至今尚未還原。時至今日，曾大屋日久失

修，不少設施亦顯得殘舊，一派破落景象。但曾大屋還保留原來的外貌，屋內的建築仍可得

見當年的佈局。住於屋內的住客，很多都不是曾氏的後人。 

   由於大屋祠堂的主梁遭白蟻蛀蝕，曾氏後人將祠堂屋頂部份重修及翻新。至於整個建築

的維修則未有定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