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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海與印洲塘 

吉澳位於新界東北，大鵬灣之西，沙頭角之東，與大陸鹽田、梅沙灣相對。全島面積

2.36 不方公里，最高處黃幌山頂高 121 米，島形彎曲如反寫「之」字，海岸線曲折綿

長，風高浪急之時，大鵬灣的漁船均停泊於吉澳灣以避風浪，稱該地為吉澳，取其吉祥

之意。 

前往吉澳有兩個方法：由沙頭角碼頭乘坐街渡往吉澳島；需時 30 分鐘。但因為沙頭

角碼頭位於禁區內，如沒有禁區紙，就不能進入。星期六、日、公眾假期由馬尿水碼頭

乘街渡前往。街渡經大埔海，繞黃竹角咀進入吉澳島所在的印洲塘，到達吉澳。全程約

2 小時 30 分。沿途可觀賞兩岸風光。 

大埔古稱「大步」，直至清光緒年間，才被稱為「大埔」。大埔古稱「大步」，有稱因

為當年該地為大森林，人迹罕至，行者皆大步而過，故稱大步。大埔區於清初年間，對

外交通十分發達，設有步頭，有街渡往來沙田及烏溪沙一帶，而塔門亦成為潮汕一帶船

隻補給的港口。亦有稱因為有供船使用的碼頭，舊稱步頭，所以亦將此地稱為大步。 

清初，大埔與中國其他省份，受「遷界」影響，至康熙八年(1669)才復界，遷界時當

地人全部離開，至復界後，政府為恢復生產，招聚了大批從東江一帶移居至此的「客家

人」。康熙十一年(1672)大埔頭鄧族在原來鄧孝子祠開設大步墟，成為清初香港三大墟

場之一。 

吐露港（原稱大埔海，古稱大步海），是香港新界其中一個主要的內港，位於沙田區

以北，大埔區以東，海港呈西南──東北走向，出口處為大赤門，海水從此處流進香港

東北面的大鵬灣。有多條河流流向吐露港，包括沙田城門河及大埔林村河。 

船灣淡水湖原址是船灣東部，為吐露港北面的海灣。1960 年代香港飲用水短缺，但

可供興建水塘的山谷所剩無幾。當時的香港水務監督在此海灣遊船河，大膽構思興建兩

條堤壩把島嶼連起來，便能建成水塘，成為全球第一個在海中興建的水塘。1959 年，

政府開始籌建一項無論在設計或投資上，都是劃時代的工程。 

因水塘選址不在山谷，而是在海邊，建成的水庫將會是一個位於海邊的湖泊。當局利

用了新界大埔船灣一帶半月形的海灣，於大尾篤半島興建一條長約 1.25 哩的水壩，橫

越海峽，連接大埔海岸對開半島白沙頭洲，改變原來的海岸線，使之成為一個長 3 哩半、

闊 1 哩、面積達 2,950 英畝的海濱之湖，再將湖內海水抽乾，儲存淡水。1961 年春，

政府在審核聯營工程顧問公司的調查報告後，開始興建工程，至 1968 年完成，歷時 7

年，耗資 4.07 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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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計劃中的船灣淡水湖比原本的海平面高出很多，位於船灣沿岸的六條鄉村（小滘、

大滘、金竹排、橫嶺背連橫嶺頭、涌尾及涌背）從此浸沒在水中，於是香港政府與各村

的代表商討。最後達成協議，香港政府在大埔廣福道新填海區興建十三座，名為六鄉里，

每座四層高的樓宇，以安置居民。賠償方法大致是一名滿十六歲的男丁可領一層，而每

戶有屋宇的配給地下鋪位一間，農地每尺補回二毫五仙。 

1966 年 11 月 11 日及 12 日香港政府執行搬遷六村行動。由於陸路交通不便，橫嶺

頭、金竹排、大滘和小滘的村民由英陸軍登陸艇運載，到達船灣，再乘車前往大埔，而

涌背和涌尾村則直接由貨車載往大埔新居。六村共 145 戶，1,150 名村民。這次搬遷是

新界歷來人數和村數最多的一次。 

白沙頭洲三門仔村的村民希望維持原有鄉村社群，選擇在大埔鹽田仔三門仔新村重新

安居立戶。1965 年的秋天，政府把整個三門仔村搬到大埔鹽田仔，並興建了兩層石屎

平房，大約有 40 個單位，供該村的漁民居住。當時每戶漁民安置到三門仔漁民新村一

個不足三百呎的單位，並只獲補償約三百元的搬遷津貼。 

今日三門仔仍為一條漁村，人口約一千多人，村內保留了不少傳統漁村的風味，村民

閒時曬魚乾，部份漁民仍然以依靠捕魚及養魚為生。隨著時代的變遷，科技的進步，漁

民以魚排及先進科技養殖各種魚類。 

船灣淡水湖建成後容量達 373 億加侖，為當時全港各水塘總容量的三倍。水塘於 1968

年年底開始使用，1968－1969 年間平均每日供水量約 3,900 萬加侖，1970 年代增至 2

億加侖。食水自船灣淡水湖之抽水站起，由大埔頭至沙田濾水廠，經過濾後，再由沙田

抽水站將食水從獅子山隧道輸出九龍。船灣淡水湖建成後容量達 373 億加侖，為當時全

港各水塘總容量的三倍。 

水塘於 1968 年年底開始使用，1968－1969 年間平均每日供水量約 3,900 萬加侖，

1970 年代增至 2 億加侖。食水自船灣淡水湖之抽水站起，由大埔頭至沙田濾水廠，經

過濾後，再由沙田抽水站將食水從獅子山隧道輸出九龍。船灣淡水湖的存水，亦可透過

輸水系統，引至萬宜水庫，更可與船灣淡水湖存水互調，使全港淡水資源調配更加靈活。 

老虎笏老虎笏，位於船灣淡水湖的最南面，是個天然的內海灣。由於風平浪靜，杳無

人煙，水清如鏡，是個上佳的天然寶藏。 

大埔在南漢大寶六年(963)，當時南漢後主劉鋹設置媚川都，在大埔海採集珍珠。元

朝大德八年(1304)編的《南海志》記載有「元貞元年(1295)，屯門寨巡檢劉進程、張珪

建言：東莞縣地面大步海內生產鴉珠------荔枝莊、青螺角亦有珠母螺。」到了宋朝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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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巔峰，與廣東合浦（即今日廣西北海市合浦縣）齊名。 

由於採珠業發達，大埔海亦稱「媚珠池」。自 917 年（南漢高祖乾亨元年）香港地區改

屬興王府（廣州）東莞縣。大寶年間(958-971)南漢后主劉鋹在大埔海一帶設置「媚川

都」，招募人員採珠並駐軍數千保護和監管採珠業。當地的採珠事業一直持續至明朝中

葉才日漸式微。明朝洪武七年，曾因為採珠五個月僅得半斤，官方認為產珠已盡，決定

放棄，並遷往合浦。 

1960 年代有四間養殖珍珠的公司在老虎笏及鳳凰笏一帶經營養殖珍珠行業，及後因

為業績不佳而結業。現時在老虎笏及鳳凰笏還遺下當年興建的一些建築物。老虎笏數年

前由一社會服務團體，因推行社會企業，協助區內漁農實施優質養魚計劃，把原來的養

珠場闢作海上養殖學堂，用作研究和訓練漁農改善養魚技術。 

鳳凰笏對上有一明朝古墓，大埔頭鄧族的兩位先人安葬於此地。據說此地極佳，因此

後來有另姓族，在古墓之下方約數米之處，將其安葬，以圖沾光。但日後該姓族後人不

得安寧，於是將其先人骨殖遷出，得以平安。 

由於在沙頭角海的偷渡及走私勾當情況持續，水警總區於 2010 年年底在赤門海域設

立反走私浮動屏障後，情況有所改善。 

香港經過 600 多萬年的劇烈岩漿火山活動，大部分地方也變成火成岩帶。火山活動平

息後，這裡出現漫長的乾旱期，氣候異常炎熱。由於日夜溫差顯著，山上的岩石風化崩

落，快速移運堆積。風化產生的礫石和沙泥隨着季節性暴雨沖積到低地平原。沉積物中

帶鐵的礦物便轉化為紅色的氧化鐵，它把沉積物如砂粒膠結起來，形成顏色獨特的紅色

沉積岩。 

在酷熱環境下，氧化作用特別強烈，將沙礫中的鐵質釋出，為礫石和沙土染上深淺不

一的紅色或鐵銹色。這些沖積平原及河道沉積，形成了今天在赤洲所見的紅色或雜色陸

地碎屑沉積地貌，成份以礫岩、砂岩和粉砂岩為主，名為「赤洲組」。 

進入印洲塘海岸公園有三條水道；往灣洲與船灣郊野公園之間為紅石門；吉澳與娥媚

洲之間為橫門；往灣洲與娥媚洲之間為直門。 

鴨洲位於香港東北部水域、鄰近沙頭角，是一個面積只有約 2.8 公頃的偏遠小島。由

於鴨洲的形狀狹長，而且島上有一個貫穿鴨洲北端的「洞眼」，整個島的外形就像鴨子

俯伏於海上，鴨頭朝北，鴨尾向南。鴨洲由多種沉積岩組成，包括角礫岩，礫岩及砂岩。

角礫岩和礫岩由石塊膠結而成，前者石塊形狀較不規則，後者卻較圓滑，而砂岩則是由

砂粒沉積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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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鴨眼」所在之地，是岩石較多縫隙和弱點之處，所以海浪長期沖刷，令該處岩石的

兩邊漸次形成海蝕洞。持續的大自然力量，最終將兩邊的海蝕洞挖通，連接成一條拱形

的通道，稱海蝕拱。這些沉積岩的好地方，岩石呈棕紅色，表示含鐵氧化物豐富，而各

種岩石均外露易見。 

鴨洲島原來很荒涼而又沒有淡水，不宜居住，但因為漁民有船，盛有淡水，便可泊船

在鴨洲避風，逐漸鴨洲便成為漁民聚居的地方。1952 年真耶穌教會在鴨洲島建立木造

會堂，成立教會。五十年代初期，鴨洲開始搭建了十多間木屋茅棚，捕魚為生的信徒，

聚居於小小的海灣，停泊了大大小小的漁船共數十多艘， 

此時，適逢香港政府為了推行全民教育，得到漁類統營處協助，於 1953 年成立漁民

子弟學校，並借用會堂作課室，其後建立新校舍及修理運動場。並在政府漁類統營處幫

助下，成立「鴨洲改善生活合作社」，方便各人購買日常用品。1960 年駐港英軍由對岸

鎖羅盤村敷裝輸水管通往鴨洲島，使村民不再受缺水的痛苦。  

1961 年取得美國經援處貸款三百多萬元建造四座大樓，分為 48 個單位，每單位約為

300 平方呎。屋價原為 4800 元，但居住者只需每月量力還款，供滿 2000 元即可獲得

業權居住。1964 年真耶穌教會將木會堂改建鋼筋水泥的會堂。1969 年政府在鴨洲建造

碼頭，方便船隻及人貨上落。1974 年，電話開始通用，1981 年安裝電纜通往鴨洲島，

使鴨洲有電力供應。 

到鴨洲遊覽，首先登上碼頭，左轉經漁民村，沿海邊前行，便可看見很多剝落礫岩，

多行幾步．鴨頸及鴨眼洞便出現眼前。站在鴨眼洞中，往沙頭角方向望去，鴨洲仔及鴨

籮春兩個小島浮在海上，而岸邊有一隻酷似綿羊的礫岩。穿過鴨眼洞向左望，可以看見

狗頭石。 

如果適逢水退，還可綑岸邊一週，返回碼頭。中途可一睹華盛頓頭像、鴨腳石、鴨尾

洞等風化而成的奇景。據說，當年鴨尾洞是島上唯一有少許淡水流出的地方，漁民曾在

洞口以混凝土築起一個小水池蓄水，但自從在鎖羅盤駁水取得淡水供應後，洞口就再沒

有水流出，而且還長出了一棵大樹。如果在潮水極退的時候經過鴨尾洞，還可以在洞外

的海邊拾取一些被海水浸成墨綠色的小石，有人說這就是鴨屎石了。 

吉澳島在明代時仍是荒蕪之地。明末民生疾苦，百姓為逃避苛政，大量南遷，甚至冒

險渡海逃生至吉澳島此定居。及至清代復界後，客家人陸續遷入，居民人口大增。據嘉

慶二十四年(1819)修編的《新安縣志》卷二記載，該縣所載官富司轄下各村莊名目中，

有「吉澳」一名。清代吉澳有捕房，設於中心澳，由大鵬汎派兵駐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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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澳共有十處村落，共四十三族三十七姓。隨著租借新界，吉澳列入北區沙頭角轄下。

1956 年人口統計，吉澳全島水陸居民四千多人，其後年青一輩為改善生活，到海外謀

生，繼而家人亦陸續前往團聚，而留港村民亦因工作關係，或遷就子女求學，紛紛遷居

市區。現時仍居於吉澳的村民，部分以養魚為生，部分則為在假日前來吉澳旅遊的人士

提供飲食及購買土特產等謀生。 

吉澳天后宮的落成年份已不可考，而廟內現存最古老的物件是一個刻有「乾隆二十八

年」（即 1763 年）的銅鐘，而該廟曾於光緒元年（即 1880 年）及 1968 年重修。廟宇

正脊上置有陶塑，於光緒六年由石灣巧如璋所製。以楊家將為題材。 

奉禁加租碑位於天后廟的左牆邊上，原名為《奉兩廣總督閣部堂大人批行給示勒石永

遠遵照額例碑》。這塊碑刻於嘉慶七年(1802)。 

傳說吉澳有龍脈行走島上，故一度興旺，為保龍脈不衰，而有安龍醮會，這傳統已超

過二百年。吉澳安龍太平清醮每十年一屆，清醮逢 6 舉辦正醮，2006 年是廿五屆，每

隔五年舉行壓醮，2016 年為廿六屆。通常在農曆九月初，水陸居民皆隆重其事，設壇

祭祀，頌經齋戒，以答謝天后娘娘十年庇祐風調雨順，消災解難。 

打醮期五日四夜，由第一日起，全村食素，即使外來旅客亦不得携肉進村，食足四日

四夜齋菜，至第五日才開齋。期間節日氣氛濃厚，會場內喃嘸設壇頌經，並供奉山大人

(紙紮觀音大士)，同時搭戲台做神功戲，亦有木偶戲等節目，各戶人家都在此時安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