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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嶼山東涌小炮台 

東涌口小砲台，古稱石獅腳砲台，位於東涌口石獅山山麓，共分兩座，建於嘉慶二十二年

(1817)，其旁有兵房七間，火藥局一間。上述建築，因年湮代遠，其位置己難辨認。 

根據《廣東通志》記載，嘉慶二十二年(1817)曾在大嶼山東涌石獅山腳建造兩座炮台。大

嶼海峽乃外國商船駛往廣州必經之路，清政府為了加強控制該海峽來往交通，故有修築小炮

台及東涌炮台之必要。十八世紀末期，大嶼山可供船隻安全停泊之處只有大澳及東涌兩地，

惟是東涌未有軍事設防，而大澳僅有三十兵士駐守，分流炮台又鞭長莫及，有見於此，當日

兩廣總督乃決定在東涌興建兩處軍事設施，防患未然，是為東涌炮台及東涌小炮台。東涌小

炮台築成後，隸屬東涌炮台總部指揮，由一名軍官及三十名兵士駐守。 

1980 年，東涌碼頭附近臨近的山坡上發現炮台遺址。清除雜草後，顯露了一道曲尺形的圍

牆，以麻石建築。牆角有一處平台，疑為清代石獅腳砲台的一部分，可能是擺放大炮所用。

若如《廣東通志》所載，該地建有兩座炮台，這一遺址無疑是其中一座。炮台本為一完整的

建築，後來由於附近的馬灣涌橋崩塌，有地塘仔的僧人就地取材，將炮台的麻石取去修葺馬

灣涌橋，命名為「彌勒橋」，因此炮台只餘下一小段圍牆可供考證。 

小炮台於 1983 年 11 月 11 日被列為法定古蹟，修復工作已完成，不過仍待深入研究。但

另一座砲台的位置，及兵房與火藥局等遺址，則至今仍未獲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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