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東寶安、香港新界文氏家族七大房源流與分佈初探                              文灼非 

 

一、前言： 

 

要追索我文氏家族的始源，按照廣東寶安及香港新界的文氏族譜所載，可最早追索至五代期 

間。這方面的資料，寶安白石下村二十四傳德威宗長已在【文氏宗親總會第五屆理監事就職典禮特刋】中以圖表詳載。本文的焦點是

集中於文氏在宋末遷徒至香港廣東寶安以至後來再分支至新界的情況，前人一般以七大房來統稱分佈於幾個不同地區的文姓族人的發

展，這裡嘗試作一初步探討。 

 

二、源流的分歧： 

宋末以還，文氏的發展可以分為兩大核心，特別是遷至寶安後更形明顯。十三世祖天瑞公曾於南宋景定間隨堂兄天壁公知惠州【任

官】。其後，天津公抗元兵敗成仁。天壁公於天祥被拘時曾潛至燕京與兄同難，但天祥公以忠孝有別囑弟養母撫後，公乃携家丁十六人，

妻子家私官物潛至寶安三都六圖黄松崗的鶴仔園蓋國築,室，另一友天瑞公則南逃至今寶安地，定居三門東清後坑，亦為寶安文氏之始

祖。然而文氏流衍至此族譜開始出現歧異之處。【寶安文氏族譜】、【嶺下文氏扆宸家譜】及【白石厦昌化家譜】均以天壁為元始祖，只

提天瑞在惠州，且天壁有一子過繼之。而【泰亨文氏族譜】及【新田文氏族譜】則以天瑞為安之始祖而繁衍至新界等地。經比較過五

本族譜後會發現就天壁、天瑞二公的記載有不少費解及存疑之處。前三譜以壁公後改號東山；後二譜則以瑞公號東山，此其一。前三

譜載壁公生三子，有長孫應麟公後來於寶安發展，仗義疏財，為人稱頌；後二譜則載應麟公為瑞公之子，以之為粵東寶安文氏二世，

事蹟相近，此其二。由於資料缺乏，古蹟難尋，碑銘殘缺，瑞公與壁公之關係始終不易弄清。但可以肯定的是，各房文氏子孫均尊應

麟公為寶安始祖。 

 



三、兩種七大房的說法： 

        關於七大房的分法，廣東寶安的三本族譜與香港新界的兩本族譜記載有出入，茲分別記錄如下： 

        根據【泰亨文氏族譜，寶安之系七大房源流考】中記載的七大房為： 

         

        第一房：仁公房，散居寶安西路黃松崗鄉及報美鄉。 

        第二房：義公房，散居寶安西路嶺下及白石下鄉。 

        第三房：禮公房：散居寶安西路涌頭鄉。 

        第四房：散居寶安西路雙頭田鄉及潭頭鄉。 

        第五房：孚公房，散居寶安西路山門鄉及山尾鄉。 

        第六房：垂統公房，居寶安東路泰亨鄉及罔厦鄉。 

第七房：孟常公房，居於寶安東路新田鄉。 

 

  至於【十安文氏族譜】則沒有妨此詳細的劃分，只錄七房歌一首： 

  七房畢竟數誰先，長稱報美次田。 

  嶺石潭溪遞國泰，門尾涌頭最後言。 

  依歌詞寶安縣及新界文姓七房順序應為：長房報美，二房新田，三房嶺下白石下，四房潭頭，五房岡厦泰亨，六房山門山美，七

房涌頭。 

  經比較後，除了一、四兩房一致外，其他五房各有不同說法，但七房所屬的鄉基本上沒有分歧。 

 

四、七大房簡介： 

由於對於七大房的兩種說法只是在每房所屬的地區有出入，這部份嘗試綜合此二說而對每一房所屬的鄉、鎮作一簡介，次序則以

【寶安文氏族譜】的分法為主，而內容再以【泰亨文氏族譜】作補充。 

1， 美房‐‐‐‐‐此房位於今深圳巿松崗區，在深圳巿西北部、珠江口東岸。兩本族譜均以此房為長房，泰亨一譜更包括松崗鄉。 



從寶安一系的族譜可有到被尊為寶安始祖天壁公在宋亡時帶同家丁，潛至寶安黃松崗鶴仔園開基。據縣誌記載，松崗是個古老

的居住地，始建於南宋咸淳六年（公元一二七 O年），原名黃松崗墟，一九五 O年黃松崗墟改為松崗墟，一九八四年，升世格

為鄉級鎮，區駐地設在松崗鎮。報美鄉為文氏族人開基的地方，所以是長房。報美是解放前的名字，稱報美村，為一個鄉。一

九五八年成立人民公社時，村分兩邊，在東稱東方，在西的稱西方（文革時改為紅星）。東方包括上頭田、水圍、上報美、南

鎮頭、蚌崗、西山等六個自然村，稱東方大隊，一九八四年改為東方鄉，鄉駐地在東方大隊。而紅星鄉內的巷頭（龍門）、西

社、新村格浦、灣頭各村也分佈了不少文姓後人。這個區域農作物以水稻、花生、甘蔗為主，中國經濟政策開放後，不少香港

商人回去設廠辦企業。古蹟方面，報美村仍保留文氏大宗祠等數間祠堂，可惜經文化大革命後，古物多已被破壞剩盡，族譜散

失，祠堂內的歷代祖先神位等物亦不存，建築物則改為場或民居。據村中父老憶述，解放前報美村祠堂，書室、家廳甚多，而

各房文姓子孫於重要時節更聯群結隊回文氏大宗祠拜祭，宗族觀念濃厚，文族在該區有舉足輕重的影响。 

2， 新田房‐‐‐‐‐香港新田文氏的開基祖據【新田文氏族譜】所載為世歌公，是文氏入粵祖天瑞公之七世孫。世歌公於明永董年間因 

逃軍後，遂自後坑東渚去頂軍役行至蘇嘉驛轉逃循於屯門老虎坑，後再徒新田鄉開祖。自世歌公開基，至今已五百餘年，傳二

十八世，人口數千。新田鄉位於本港新界之西北部，與中國大陸毗鄰，中為深圳河所隔，西沿后海灣。新田鄉由九條村組成： 

蕃田村、仁壽圍、永平村、安龍圍、東鎮圍、新龍圍、青龍圍、石湖圍及周頭村。鄉內古蹟保存甚佳，有文氏宗祠一間及家祠

數間、歷代祖先神位井然有條，是七房中唯一一房有完備祠堂供拜祭先、維繫族人之用。此外，大夫第及吐書堂麟峰文公祠更

被政府列為法受保護文物。其他家祠尚有明遠堂、明德堂永秀文公祠等。各宗祠、家祠除作為鄉內文族各房子孫祀祖之所外，

亦曾作為教育鄉中子弟之塲所。村中尚有一所東山古廟，位於青山公路旁，建於約明成化六年（一四七 O年）新田鄉原多以

農務為主，但今農地多已廢置或改建民居。 

3， 嶺下白石下房‐‐‐‐‐此房二村位於今深圳巿福永區，於深圳巿西北部。嶺下村位於區內東北部約二公里的鳯凰山脚下，嶺下即 

山嶺之下的意思，內分嶺東、嶺西、嶺南、嶺北。據（嶺下文氏房宸家譜）記載二世祖應麟公「因秉祖父家私巨萬，由鶴仔園 

卡居鳯凰嶺」，從而繁衍嶺下一房其長子若龍為嶺下始祖。此房名勝古蹟甚著，村口有一座一百五十多年前的文塔現稱鳯凰塔。

應麟公又曾築望烟樓，遺址於今鳯凰岩上，現已闢為遊覽區。嶺下村內原有祠堂數間，但已不復舊觀。而村北側田螺山則尚有

明代文松庄夫婦合葬墓，乃寶安文氏之八世祖，為明正德年間砌築的墓葬，保存良好。 

    白石下村距嶺下村不遠，據【白石下文氏昌化家譜】載，此村始祖名起南，乃應麟公之次子，字若鳯，為明朝國子鑑太竹學



生，自幼抱辟土開疆之志，不欲與兄同居，見白石下田地膏腴，遂往居，創四五十頃，有佘氏助之賢，能亨壽多年而成大富。

佘氏三十歲而卒，胞兄若龍次子仲實入繼入嗣，除白石下，固戌外，番禺、順德、清遠等地皆有其裔。白石下宗祠、家祠保存

得較佳，宗祠祀文氏歷代高曾祖及白石下開基祖，惜神位已不復存。於村內山福永中學旁尚有文中訓公夫婦合葬墓，中訓公為

寶安文氏二世祖、寶安文氏皆為其後裔。 

4， 潭頭房‐‐‐‐‐此房位於松崗區南部潭頭鄉內。潭頭鄉亦以水稻、花生為要農作物。土改時成立農會，一九五五年成立兩個初級社， 

公社化後成立潭頭大隊，一九八四年改為潭頭鄉，鄉駐地在潭頭大村。而潭頭文氏一房是該最大自然村，因村前有一河與新橋 

河滙合處形成一潭，而又建於北潭上遊，故因而得名。鄉諺有所謂潭頭、報美十三鄉，都是規模較大的村落。可惜筆者未能找 

到更多的文獻資料，對潭頭一房的了解尚淺，寄望將來可多作發掘，或找到鄉中父老作訪問，以作補充資料之用。 

5， 岡厦泰亨房‐‐‐‐‐根據【泰亨文氏族譜】，岡厦、泰亨二鄉之先祖同為垂統公。垂統公為應麟公孫任德公之長子，後生二子，蔭 

公為泰亨一系文始祖，萃公為岡厦一系之始祖。岡厦位於深圳巿上步區，是巿政府機關所在地。岡厦村在深南中之路之南，距 

福田一公里，建村於六百多前，因村庄建在靠北面的一座山岡之下而得名。可惜岡厦村無族譜遺存，其發展不易追索，只憑父 

老憶述。該村原有淑氣公祠一間，有淑人播澤，氣節留芳之意，惜於文革期間被改建，現只有牌匾藏於一工塲內。岡厦文姓子 

孫有到落馬洲祭祖之習，該祖為十二世祖。 

  泰亨，亦作太坑盛泰坑，其開基一世祖蔭公於明初遷入今新界地區，初居屏山，後遷大埔，立村今大埔泮涌村附近。後以地

方狹小遂再遷今泰亨之地，至今已二十八傳。該村正中為建於清代之中心圍，左為灰沙圍，皆有圍牆，正門建有門樓，外有護

河環繞，但部份已被填平。右為建於明代之祠堂村，村前本有一所文氏家祠，但已廢圮，只餘四角圍牆及石頭。於清代泰亨鄉

教育頗發達，有舊學舍多間；藝浣堂、善書室、正倫書室及叢桂書室。村內尚有文帝古廟，於光緒年重修。毗鄰為天后宮，建

造之年早於在雍正年間。村內尚有一觀音古廟，近年曾重修。 

6， 山門山尾房‐‐‐‐‐此房所包括的村落不少，都在松崗區內，其中包括松崗鄉、山尾舊村、山尾新村、金花圍、上山門、下山門等。 

此房可惜亦無族譜留下。無法追索源頭祖先。松崗鄉在該區中部約五百米處農作物以水稻、花生、甘蔗為主，但近年農業萎縮， 

反而多較為發展牛工業，土改時曾於此成立農會，一九五五年組成初級社後轉高社，一九五八年公社化時組成松崗大隊，一九

八四年初大隊改鄉，鄉駐地在山尾舊村。山尾新、舊村位於半丘陵地帶，以水稻、花生為主因文族子孫立族建村於山的尾處，

故名。其他各村歷史更未有深入考究，而各村尚遺留下一些家祠、書室的遺址，內裏則，多全部空置成作其他用途。 



7， 涌頭房‐‐‐‐‐涌頭一房現屬於東莞縣長安鎮管轄。長安鎮於東莞南部，東莞與寶安縣松崗區相鄰。涌頭曾稱溪頭，在莞城鎮南 

二十八公里處。據傳說先是一姓黃人家居此，村旁有黃屋涌，後有一姓文的賣油翁到涌的盡頭處建房，成家立業，故名。聚落 

呈長方塊狀分佈，農作物以水稻、花生一木薯為主。涌頭曾出進士（乾隆三十七年）文超齡，村中尚存其舊居書室遺址。村內 

又有文氏宗祠、松菴文公祠各一間，房有涌溪古廟，供奉楊候（楊七郎）。松菴祠內有乾隆十一年鑄之古鐘一個，鐘上捐款人 

數三十八人中文姓佔十七人。村內主要以祠堂作為教育及聚會塲所。在訪問村中父老時，他們已不清楚誰為開基祖，但都供奉 

應麟公為祖先。村內為辦有工廠，村道通廣州至深圳公路，交通便利。 

 

五、結語： 

  要在當今廿世紀瞬息萬變的時刻追源尋祖先的源流、分佈、發展實在是困難重重的事。筆者身為文姓後人，當知道前人的光輝事 

蹟時，感到十分光榮，且是更增了追尋根的興趣。自己屬於文姓長房報美卿之後人，自少返父親祖居以及母親松崗墟老家不下十 

數次，家鄉觀念十分濃厚，也很渴望多了解家鄉歷史。後進香港大學唸書時因機緣識了研究家族歷史之師長，得知文姓為香港新 

界五大族之一，源頭可追索自廣東寶安。畢業後有心從事教研工作，遂再攻讀碩士學位，論文題目為廣東寶安及香港新界文氏家 

族的發展文章。文章草率而成，遺留之處一定不少，希望各文姓前輩能多加指正。如有任何資料可提供研究我文族歷史，也希望 

大家能主動提出，俾家族資料更為完備，供後來者參攷並發揚光大文氏家族正氣之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