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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村市 

十九世紀末期，廈村市是新界西部的貿易中心，一、四、七

墟期，八鄉、屏山、錦田、新田、十八鄉、屯門各區鄉村的居

民，多來廈村市趁墟，肩挑背負、或木輪車運送，穀、米、麥、

豬、雞、鴨、油、鹽、酒、醋、日食用品，供應充裕。河道直

通海岸，近往九龍、香港，遠航廣州、佛山、陳村、石龍、南

頭等地。 

二十世紀，出現滄海桑田的變化，海岸低窪地帶，興起築堤造田的熱潮。 

廈村市的水路交通受影響，元朗墟的地位就逐漸重要起來，後來並且取代了廈村市的地位，元朗墟

成為新界西部的鄉村貿易中心地區。 

如今廈村市仍保留着墟市店舖，一些古老的民居老宅仍可見到突出屋外俗稱「寶龍頭」的櫃頭。墟

內的一間古屋，屋門上隱約可以看到「臨恒客棧」四個大字的木招牌，臨恒客棧從前曾供過往客商渡

宿，作為在廈村買賣期間的居停。 

廈村市內的直街和橫街，成一「丁」字形，並有圍門，兩條街

的交匯處有一座關帝廟，建造時間不詳，廟內存有一塊牌匾，上

書咸豐年戊午年，即 1858 年，時關帝廟已存在。廟外築有半圓

拱門兩座。 

 廈村新圍內有友善書室，為廈村鄧族廿一世祖鄧萬鍾於清道光

十年(1830)策劃興建，取其友于兄弟，善紹箕裘之意。書室建築

歷時四載，書院分前院、天井和正堂，作為書塾。書室正堂部份於 1963 倒塌，後來鄧氏族人自行資

重建，保留了當年的古風格，但以三合土代替了原來的磚木結構。有部份當年的檐口板雕刻構件，則

仍保存在書室的閣樓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