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理位置

西灣村位於香港的東部、新界東南部的西貢半島。

西灣村背靠螺地墩，東南面是西灣山，主要河溪為上村的夾萬坑（
現稱四叠潭）和下村的泥涌。西灣村對出的海灣坐西向東，因而命
名為西灣。西灣鄰近的海灣包括鹹田灣、大灣和東灣，與大浪灣北
部的山峰蚺蛇尖，合稱為「一尖四灣」。



歷 史
黎氏宗族定居西灣村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傳說開基祖興璋公
在清初定居鹹田灣，直至朝廷廢「遷海令」，興璋公的兒子君玉移
居西灣，開闢西灣村。後來部份成員遷移至鹹田灣、大網仔、蠔涌
和萬宜灣等地。

西灣村分為上、下村，村民最早於上村附近定居，至日治時期前後
部份人開始遷往下村居住。村民稱下村為「漁寮村」，因以前該地
全為茅蓋的寮屋，本用來曬鹹魚。五十年代，部分在婆羅洲、那
魯等地謀生的村民返村後在農地上興建屋宇，下村便越來越多人定
居。

▲ 存放拉罟網的漁寮屋（已於2018年被超強颱風山
　 竹破壞）



經 濟
過往西灣村以務農和捕魚為生，主要種植稻米 、瓜 、菜 、豆、蕃
薯等作物。 另外，村民亦會在鹹田灣、大灣、東灣等海灣捕魚。

到了六、七十年代，很多遊人到西灣遊覽，成為香港的旅遊勝地。
隨着遊客增多，村民開始轉型做小規模生意，經營士多，售賣汽
水、涼茶、水果、紅豆沙、綠豆沙、柴魚花生粥等食品。後來還有
配搭蔬菜、雞蛋、火腿等食材的公仔麵和自製豆腐花出售。由於男
村民大多曾在英國餐館工作，他們主要擔任廚師一角，而女村民則
負責招呼旅客和清潔。

八十年代，前往西灣旅遊的遊客人數減少，令當時很多士多都結
業，村民只好外出打工或返回英國。2003年，嚴重急性呼吸系統
綜合症（俗稱：沙士）爆發，令「行山」變得流行，前往西灣的旅
客人數再次增加，近年亦有不少中國和外國旅客慕名而來。

▲ 六、七十年代的旅遊盛況



宗 教
五十年代初，意大利籍神父前往西灣村傳教，宣揚天主教教義及道
理，建議若全村村民接受領洗，信奉天主教，依循天主教教規，就
會在村內設聖堂讓村民望彌撒，亦設學校讓孩童接受教育。

教堂位於西灣下村，附學校教室，於1953年建立，1954年至1979
年命名為「海星小堂」，讓村民每星期望彌撒，鄰近村落如大浪
灣、浪茄等村民亦前來。直到八十年代， 聖堂與學校停止運作。

現聖堂遺址仍存，惟荒廢至今。隨着天主教會落實重修「海星小
堂」，教堂有望在短期內重新開放，為信眾提供服務及供公眾參
觀。

▲ 「海星小堂」於八十年代停止運作，上圖為其遺址



西灣村獨特的捕魚文化

清朝政府至英殖民政府都曾發給西灣村村民近岸海邊捕魚的牌照，
特別允許村民在西灣海灣捕魚。西灣村至今仍保留由英殖民政府最
早發出的牌照，村民稱之為「灣牌」。

直到五十年代後期，因男性村民前往
英國謀生，不再從事捕魚作業，而留
守西灣村的女性村民亦不知道需要申
請延續「灣牌」，所以當時政府一度
停止「灣牌」的捕魚權。

八十年代初，村民一同去海事處申請
補領獲發牌照，得以承接1898年發牌
的傳統。回歸後曾又一度停止發牌，
後來經申訴專員公署介入安排重新獲
發牌照，成為全港僅餘擁有灣牌的地
方。

當時西灣村民採用的捕魚方法有：
沙罟拖網法、近岸圍網、近岸釣魚、燈光照魚、漁炮及繒棚（又名
四口繒）

▲ 八十年代補領的「灣牌」



沙罟拖網法
沙罟拖網法是西灣最具特色的傳統捕魚方式，在香港幾乎只有此處
採用這種方法捕魚，但最後一次拉網是在八十年代。
具體方法如下：
·負責的主事人吹起響螺，通知所有村民動身捕魚。
·十多名村民分兩組， 一組在岸上準備，一組在艇上捕漁。岸上
村民一邊於岸上執着漁網的繩頭，艇上村民一邊在海中放繩落網。
·當艇駛過魚群時，便在海中兜彎，圍捕魚群。
·岸上村民再分兩組，每組六、七人，在沙灘上分別拖拉漁網兩端
的繩索，將漁網拉向沙灘。他們前後沿著漁網末端繩索排列，各有
一個「腰班」圍住腰，面向海面向後退靠腰力來拉網。站在漁網繩
索最末端的一位村民拉了一段距離後，就將腰班的扣解開，然後走
到最前面，再將腰扣上網繩，繼續以後退方式將魚網拖拉向沙灘。
·留在船上的村民一直觀察著魚群的動向。拖網時亦要使網的兩端
取得平衡，一直把網拖至岸邊，直至把魚群收進密度細小的網袋，
再把漁網合圍，才捕到魚穫。

▲ 八十年代村民捕魚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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