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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 

大澳位於珠江口東岸，與西面的澳門遙遙相對，曾經是連接香港、澳門萬山群

島和珠三角洲的樞紐。大澳是島上最早被開發的漁村，由於位處珠江口，海產資

源豐富，除漁業之外，海岸淺灘的鹽場帶動了鹽業、以鹹魚、蝦膏、蠔油等海產

品加工組成大澳的傳統工業帶動了商業活動。 

大澳的範圍包括一個小島及大嶼山的一塊沿海低地。由於該處被三涌分為兩地，

縱橫的水道和水上棚屋湊成了這裏的獨有水鄉情懷，故有東方威尼斯之稱。 

華光古廟。全港唯一一間供奉華光大帝的廟宇。華光大帝，道教神名。又名靈官

馬元帥、三眼靈光、華光天王、馬天君等。道教護法天神之一。專祀華光大帝的

廟稱華光廟。但也有將他的神像塑在城隍廟中加以祭祀的。傳說華光大帝的的神

誕是在農曆九月二十八日。華光古廟始建於何時已不可考，但廟內仍懸有一匾額，

書有光緒丙申年仲冬吉旦，即公元 1836 年農曆十一月最近兩次重修分別於 1972

年及 2000 年。 

方便院位於大澳市中心地區以東的山邊，它是一幢面積不大的平房。方便院是

葉善嫻女士於 1934 年創建，分為左右兩邊，左邊一間匾額上款書民國甲戌年

(1934)闔澳公立，中間書慈善男方便院，下款為劉旭東書。右邊一間上寫「慈善

女方便院」。慈善方便院曾是幫助單身長者及垂死病人安渡晚年的院舍。分別服

務男病人及女病人，另有毗連的院翼提供額外的小童病床。到後來一些老弱無依

者、甚至是親生父母無能力供養的棄嬰也被放在這裏，任其自生自滅。當有人在

方便院離世，村民便會把遺體放進棺木，之後便暫放在原處，等待安葬。部分死

者隨後更會被草草下葬在附近山邊墳地。經歷時代的變遷，方便院已經失去作用，

現時已經荒廢。 

嶼北界碑：1898 年 6 月 9 日，《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由竇納樂和李鴻章在北

京簽訂，7 月 1 日起生效，租期 99 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簽訂後，深圳河以

南，界限街以北的九龍半島地區，以及附近大小二百多個島嶼，總面積達九百七

十五平方公里，佔新安縣全縣面積三分之二的土地，就這樣被英國強行佔去，並

被稱為「新界」。新界北方以深圳河為界，那南面的界址在那裡呢？為此於 1902

年，清政府派出官員與英軍於大嶼山勘明界址，並分別於大澳寶珠潭及石壁近狗

嶺涌處，豎立界碑，作為見證。 

界碑上分別刻有中英文字。今引寶珠潭界碑上的中文：＂此界石安豎在大嶼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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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即東經線一百一十三度五十二分。自此界石正北潮漲處起點，沿大嶼山西

便一帶沿岸向北直至南頭陸地南角盡處之平線。 大英 一千九百零二年管帶霸林

保兵艦水師總兵官力會同本艦員弁等勘  明界址共立此界石＂。 

但據查證，此兩塊界石的豎立位置均不準確，與現時的地圖不符。於界碑下望

可見寶珠潭侯王廟、棚屋及大澳舊鹽田區。 

新基橋建於 1979 年，沒有新基橋之前，居民來往兩岸，往往要涉水踏泥，或

撐船，十分不便。因此，居住在附近的居民便出錢出力，親手用了一個月的時間

築成此橋。當有較大船隻穿過時，橋身可以打開，方便船隻經過。 

大澳的人口約有 5000 多人，大概可分為兩半，一半在陸上居住，包括客家、

鶴佬及廣府人。客家人從事耕種水稻，發展了大澳的農業。鶴佬多來自海豐及惠

陽，從事鹽業生產，而廣府人則以前舖後居式經營生意，部份於上世紀初遷來，

大部份是二次大戰後來自東莞、寶安及順德等處。另一半是水上漁民，於棚屋及

漁船居住，這些漁民有些來自珠江河岸，有些是由廣西及廣州西部遷來。 

寶珠潭侯王廟：南宋德祐二年(1276)，元兵攻克臨安，宋恭帝的兩個異母兄弟

益王趙昰和廣王趙昺，在國舅楊亮節、朝臣陸秀夫、張世傑、陳宜中和文天祥等

人的護衛下南逃。趙昰被封為天下兵馬都元帥，趙昺為副元帥，晉為衛王。1276

年 6 月 14 日，剛滿 7 歲的趙昰即皇帝位，是為宋端宗，改元「景炎」。宋端宗

死後，擁立趙昺為皇帝，改元「祥興」，奉端宗母楊淑妃為太后，並逃往新會厓

山避難。楊亮節，為楊淑妃妃之弟、宋端宗之舅。由於他生時被封為侯，死後被

封為王，故稱侯王。 

元朝軍隊追殺宋帝時，楊亮節一直追隨宋帝，至今日香港境內一帶，曾經到過

碙州（今大嶼山）及官富場（今九龍城），後病歿。目前九龍城、元朗、東涌、

及大圍等地，仍存有紀念他的侯王廟。 

大澳所在地有多座大山，包括象山、獅山、虎山和鳳山。侯王廟所在地位於大

嶼山的獅山與虎山水口之處，該處水面有土丘突起形如一粒寶珠，故名寶珠潭。

但是，由於這粒寶珠，成為獅虎爭珠之局，風水家認為，要在這一粒寶珠之前面，

建立侯王廟，以侯王的威靈，才可避免獅虎爭珠而傷及鄉民。廟內除奉祀侯王外，

還供奉關帝及財帛星君。大澳楊侯古廟創建於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清咸豐

十年（1860）年重修。廟內存有康熙三十八年所鐫洪鐘。另有純錫香案，咸豐

十年（1860）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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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門石聯刻：「擁鵲嶺以為屏靈鍾秀毓， 控鳳山而作鎮物阜民康」，則表述了

侯王廟的地勢。廟內還有一對於光緒三年以銅打造之對聯，廟內有鯨魚骨、舊龍

船頭，約有百多年之久，為當時漁民所供奉。侯王誕有多個不同的日期，大澳侯

王誕則定在農曆六月初六日。以前到了誕期，侯王廟前會搭有木橋，橫跨大澳大

涌，方便鄉民參拜侯王。 

大澳關帝古廟建於明朝弘治年間，為區內歷史悠久的廟宇。該廟曾於清朝乾隆

六年、咸豐二年、光緒廿九年、1959 年及 1975 年重修。該廟已被列為香港二

級歷史建築。 

大澳舊警署建於 1902 年，鄰近大澳碼頭，本來是為打擊臨近海域的海盜而建，

亦是香港其中一個最早期建設的離島警署。1918 年，以鋼筋水泥重建主樓的上

層。1933 年，建造主樓和附屬建築之間的混凝土樓梯。1957 年，警隊引入一

項重建部分大澳警署的計劃，建議清拆附屬建築，騰出空間興建一幢 3 層高的構

築，以提供康樂設施予人員使用。1988 年，大澳警署獲評定為三級歷史建築。 

舊大澳警署活化計劃是政府六個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之一，銳意將警署保存

修復，並重整成擁有九間客房的大澳文物酒店。舊大澳警署經營權落入「香港歷

史文物保育建設有限公司」手上，活化成為一間精品酒店，樓面面積約 12,600

平方呎，設有九間富殖民地建築特色套房、一間屋頂咖啡座、一間圖書館、一個

展示舊大澳警署歷史的展覽場地。 

遊涌：每年的端午節，大澳三間傳統漁業行會，包括合心堂、扒艇行和鮮魚行，

會舉行傳統的龍舟遊涌活動。這項活動起源於 19 世紀，當時大澳發生瘟疫，當

地漁民於端午節將各廟宇神像放在小艇上於水道巡遊，結果瘟疫消除，便成為了

每年一次的習俗。大澳龍舟遊涌活動，於 2011 年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端午節前一天早上，三間行會會前往楊侯古廟、新村天后廟、關帝廟、洪聖廟

等請來神像供奉祭祀，然後於端午節當天早上將神像放在龍舟上，巡遊大澳內的

各水道，沿岸居民會焚香拜祭，最後將神像歸還予各廟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