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

山廈村雖然距離市區較遠，且

交通不便，但張氏族人對子孫的教育

尤為重視，曾邀請名儒教授族中子弟

讀書識字，更利用村內的宗祠和家祠

為教學地點。祖輩對子孫教育的重

視，從村內各家祠的名稱可窺見一

班，如張氏宗祠（又稱華封堂）、君

悅書室（又稱振業堂）、達仁書室

（又稱樹德堂）、興寶書室（又稱義

慶堂）等，當時不論男女均可讀書。

隨著社會的轉變，各私塾形式的學校

遂轉變為一所鄉村學校─華封學

校，其校舍設於張氏宗祠內，以教育

村童。一九五八年，華封學校遷往位

於欖口村附近的新校舍繼續辦學。

生計

過往山廈村村民靠務農為生，

以種植甘蔗和稻米為主。當時每戶差

不多種有三至四畝甘蔗，有些更種植

達十多畝。甘蔗於秋冬收割後，會送

往村中蔗寮（糖廠）造糖，造糖所有

工序均由張氏族人互相協助進行。直

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由於外地

大量食糖輸入香港，蔗寮才結束運

作。當時生產的蔗糖，除村民自用

外，亦有運往元朗變賣金錢或換購其

他日用品。蔗寮在香港並不常見，山

廈村的蔗寮遺址仍然保留，見證著昔

日煉糖業的歷史。稻米亦為村內重要

的農作物，一年有兩造收成，收成的

稻米多留為己用，家家戶戶都置有穀

磨以磨輾白米。

攝於一九五四年的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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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物古蹟辦事處人員視察山廈村蔗寮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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