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史有話說》 第二集：漢代李鄭屋古墓 

 

秦漢是中國歷史上大一統時期，漢武帝將嶺南地域重新納入版圖，所以在香港不

少地方都發現過漢代的古蹟。1955 年有工人在深水埗徙置大廈工程施工期間，無意中

發現了一座古墓，這座就是李鄭屋漢墓。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丁新豹說：「這個墓是一個十字型穹窿頂的磚室墓，用

磚來建成的，裡面有很多陶器、部分青銅器等等，但很奇怪的是沒有發現任何人體的

遺骸，所以我們相信它可能是一個衣冠塚。但這個墓如果以形制去看，其實和我們整

個珠三角周邊的地區發現的漢墓，形制是大概一致的，裡面的出土文物也是大致相

同。」 

在李鄭屋漢墓模印的墓磚，其中有「大吉番禺」及「番禺大治曆」銘文，除了寓

意祈祝番禺縣大吉大利，長治久安之外，更可印證秦漢兩代，香港地區都隸屬南海郡

番禺縣。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丁新豹說：「我們在磚上看到『大吉番禺』，我們便確

定這個地方的確在東漢時是屬於番禺縣的管治。你會見到秦的時候我們已經屬於南海

郡番禺縣，而東漢的時候我們仍然是屬於番禺縣。」 

在李鄭屋漢墓出土合共五十八件陶器和青銅器，從中可以探示，漢代香港先民生

活的歷史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