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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吉澳村公所值理會 

天后宮值理會 

天后宮值理會由吉澳村水陸居民推舉適當人選組織而成，負責灣中福利事務，為居民爭取各種爟益，改善生活質

素。每年正月在天后宮舉行招標，競投各海灣捕魚專利，保障吉澳漁民利益；舉辦街渡招標競投，確保吉澳居民享

有對外交通服務；而漁台、鹽頭費、買賣公秤費、檢豬糞費等等，都由天后宮值理會負責主理投標。投得者必須先

付所投價格予值理會保管，以維持會務經費。唯時事世變遷，現已沒有以上的投標活動，因此，要倚靠水陸熱心人

士，不論是移居海外、在街渡內的鳴謝牌匾 海外長大的後嗣，或現居香港本村村民及後嗣，共同維持本村的福利事業，

務使天后宮神民共樂，代代相傳。 

村公所值理會 

村長制度是由天后宮值理會演變而成，只要當上值理會之首便成村中之鄉紳，後來再由村民選出村長作為村代

表。1941 年以前，鄉紳代表本村處理吉澳之事務，後來村長制度確立，民選出來的村長便取代了鄉紳。直至50 年

代，吉澳村代表開始有水上漁民代表產生，政府規定每五十戶人家需要選出一個村代表。吉澳共有四百多個戶口，

水陸各選三名代表。村長選舉先要向政府有關部門(民政署)豋記參選，角逐三個村代表席位，若參選人數超過三位，

便要經村民大會選舉；若只得三位參選人士，在毫無競爭下，便自動當選。選舉結果必須上稟大埔理民府登記，由

政府發出為期四年一屆的村長證。 

大埔村公所事務處 

由於村民的遷移，大家都認為有必要購買一辦事處來處理村中事務，故於1995 年購入大埔美榮樓三樓A 座作為

永久會所，並註冊為「村公所事務處同樂樓有限公司」，由吉澳村公所、旅歐吉澳同鄉會及旅歐漁民聯會共同管理。 

改善民生 

由於吉澳地處偏遠，交通不便，村中建設往往被政府忽略，早期如修橋整路都要依靠村民集資建築。40 年代正

值日本侵略中國，香港局勢混亂，村長要周旋於日軍、游擊隊及土匪等武裝力量之間，張文以個人性命保護村中居

民性命財產，向日軍多次交涉，化解困局，令人欽佩。日本投降後，百廢待興，村中生活尤為困難，黃旭峰為村民

申請糧油布衣等救濟品，以解民困，之後又向政府申請建築材料，修補村中道路。 

50 年代，在村長向政府申請及多次的談判下，學校校舍的興建、東澳碼頭的興建及分佈各圍的七口井的挖掘，

標誌著吉澳進入了一個新紀元，且還針對當時猖獗的海盜，申請了19號水警輪長駐吉澳灣，保護村民。 

60 年代，村長申請村中興建公廁、修築及延長道路、擴建校舍；為免村民長途跋涉到沙頭角醫病，又申辦了吉

澳醫療所；為解決村中用水還申請舖設水管，由紅石門水塘引水至村中各圍。 

70 年代由於舊村公所年代久遠，不敷應用，於是在東澳新建一所村公所，並且向中華電力公司及電話公司申請

提供電及電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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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年代由於水管破爛，再申請重舖水管及維修水喉，確保村民食水供應。 

90 年代申請重修運動場。 

吉澳村一向都重視敬老，由60 年代起，村公所都有舉辦敬老活動。2001 年的春節敬老大會於大埔酒樓筵開80 

席，盛極一時。還有很多村中事務及建設，未能一一盡錄。多年來，村中面貌不斷改變及福利日益完善，全村村民

都感激這一群肯為村民出力，默默耕耘的村代表。 

榮譽長者 

石喜章—為民謀福 

石喜章先生現年七十八歲。日本佔領香港時，村民無米無糧，靠食蕃薯充饑，日治後又爆發內戰，石參與護鄉團運

動，運送補給品到後方。曾經有四位漁民被捕扣查，石盡力調查，並與有關單位交涉，結果漁民獲釋，得以平安回

家；又協助水陸村民向鹽田合社申請戶籍和糧票，方便出售漁獲，換購米糧。1952 年獲選為首屆漁民村代表，在

任期間，與陸上村長共同商議把私營的吉澳街渡改為天后宮福利街渡。初時不獲理民府批准，後來發生一件奇事：

一日吉澳海面刮起大北風，街渡駛進避風塘停泊時，卻意外地被吹毀沉沒，無法修理，曾華及其夫人瑪莉因此放棄

街渡經營權，理民府才肯把街渡批給天后宮經營，成為至今仍然運作的福利街渡。 

颱風溫黛襲港，吉澳的房屋損毀嚴重，石喜章立即向有關部門申請建臨時房屋，以解村民燃眉之急。又申請加建水

渠上蓋，避免小孩誤墮造成傷害。石喜章本性善良，樂於助人，戰前戰後為村中水陸居民謀取福利，改善灣中建設，

為老幼提供各樣社會服務，也是吉澳任期最長的村長，連任達四十年之久。至1990 年，因雙目視力衰退才退休。 

林才—功成身退 

林才先生十歲喪父，由母陳氏撫養成人，少年時在吉澳以捕魚為業。戰後，進入天星小輪公司作水手，後昇至船

主，至1967 年退休。 

他少有志氣，熱愛祖國，每與傾談，他總愛宣傳有關祖國偉大建設及發展，令大家對祖國加深認識。為人刻苦，

有上進心，對由鄉間出來找尋工作的同鄉，他會無私地提供幫助，或安排住處，令他們可以安心生活。每當知道同

鄉有病，他更不辭勞苦，回鄉陪伴病者出香港，介紹醫生，輪街症，安置留醫，出錢出力。 

50 年代，大量村民到香港工作，為解決住宿及相互照應，他發起購置「同樂樓」活動，在旅澳鄉親支持下，1952 

年九龍甘芳街同樂樓入伙，成為我村在香港的立足點，不論由鄉間出來探親、求學及工作的鄉親，都有受惠。其後

他一直參與同樂樓的管理及維修工作。 

60 年代他為村中鄉親發起購置放影機，並由香港帶回影片放映，娛樂鄉民，至今大家仍津津樂道。1964 年起，

每星期一次有政府醫療隊落村服務，他借出家中地方為「吉澳醫療所」，使醫療隊有落腳地方。 

1975 年讓出在東澳一塊地作興建新東澳村公所之用，為公精神，令人欽佩。 

1980 年應旅英同鄉之邀請，三年間兩度前往英國及歐洲各地，聯絡鄉僑，啟助籌辦「旅歐吉澳同鄉會」，1983年

同鄉會成立，功成身退，回鄉養病。1990 年與世長辭。_林才先生生於1916 年，終於1990 年，享年74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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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馬驎—建樹良多 

周馬驎先生現年74 歲，旅居蘇格蘭格拉斯哥市。他曾於吉澳村開設富記，售賣火水及糧油雜貨。年僅廿二歲即

當選吉澳村代表。他在任期間內惠澤社群，建樹良多。 

50 年代吉澳公立學校籌建校舍，周先生出任主任委員，極力籌募費用、選址及設計校舍。學校於1953 年動工，

1954 年開學。周先生在1953 年向香港警務處長提出改善環境和治安的要求，其後，水警輪長駐吉澳灣，水陸治

安得以大大改善。又向嘉道理農業補助會申請，得以興建豬舍，並獲贈豬隻及飼料。周氏在50 年代期間向政府申

請開七口井，加建碼頭，修築道路等以改善民生。 

60 年代則申請修建公廁。繼續修建及山路，建立供水系統。引入吉大電力公司，建立供電系統，共得到香港醫

務總監鄧炳輝及新界醫務官范德霖協助，在吉澳村設立健康醫療所。 

周馬驎於1966 年移居英國，70 年定居蘇格蘭格拉斯哥，於73 年創辦華文學校，風塵僕僕，奔跑倫敦、格拉斯

哥南北兩地。推動教育事業不遺餘力，學生人數由一百多名增至三百多名。 

1993 年，周先生更獲得全英十大華人模範長者的榮譽。現時周先生已經退休，但仍時常參加社團活動，支持晚

輩，服務當地華人，更關心吉澳村的福利事業，對本刊之出版亦十分支持，提供寶貴資料，勗勉有加。 

張貴生—漁民舵手 

張貴生先生多年來積極推動鄉務，為漁民爭取福利、提倡水陸居民和睦共處，是漁民心目中的主席。雖然水、陸

居民生活在同一天空之下，但由於一在陸上，一在水上，彼此過著迴然不同的生活，各自形成獨特的社會文化，水

上人一直被陸上居民岐視，水陸甚少通婚。據老一輩的吉澳村民說，直至上一世紀的四十年代，漁民仍要忍受著這

種不平等待遇。由於漁民勢孤力弱，只好在購買日常日用品時才戰戰競競地上岸。正因為這些矛盾，多少年來紛爭

不斷，經常因小事鬧至翻天覆地。張貴生畢生致力於團結水陸居民，代表漁民與陸上村民共同處理吉澳事務，組織

活動，為漁民爭取應有的權利，調解水陸村民長期以來的不和，今日吉澳村民能夠團結一致，齊心合力，張貴生居

功至偉。 

1980 年，張更親到英國策劃及組織「旅歐吉澳漁農會」，1995 年發起購買吉澳村公所大埔辦事處，團結水陸

居民，深得村民的敬重和愛戴，尤其對於吉澳漁民來說，張貴生就是他們的舵手。 

陳天送—虔誠服侍天后娘娘 

陳天送先生(陳伯)是天后娘娘身邊最親信的人，他服侍天后幾十年，凡天后寶誕、娘娘出巡，一切事務均由他打

點。大至打醮典禮儀式，小至娘娘的穿戴，都由他一手包辦，只有他最明白娘娘的心意，也只有他可以和娘娘心靈

相通。 

陳伯出身漁民，畢生信仰天后，敬奉天后，皆因天后娘娘的靈驗，是他數十年來耳聞目睹的。例如某年打醮封齋

之後，有外鄉人不知忌諱，挑三牲肉食準備拜神用，豈料未踏上碼頭就失足跌落海，一籮肉丟掉了。逢天后寶誕，

吉澳人必放生，有次鶴佬漁船這個時候來捕魚，結果在內海團團轉，轉不出去。又有一次，他去鯊魚涌飲喜酒，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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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時碰著八號風球，吹東北勁風，那時的風帆坐滿二十人，因風大無法起帆，只好隨水漂流，那條船由陳伯掌舵，

順著風向，左搖右幌地終於平安漂回吉澳，這必是天后娘娘保祐。 

說陳伯能與天后娘娘心靈相通，是有事實根據的。有次天后出巡時，他發現娘娘的衙轎搖擺不定，心生奇怪，他

叫停了衙轎，伸手一探，娘娘竟少穿了左靴，他急忙回去天后宮查察，原來廟祝不小心，抬出天后行像時丟了一隻

靴在神 下，他拾回左靴給天后穿上了，才穩穩定定巡行。天后出巡回來，一定要陳伯親自給扶正坐好。有一回出

巡完畢，陳伯返回大埔之後，連續三晚不能安睡，每到黎明，便聽到天后叫他回去。第三天陳伯回去吉澳天后廟，

果然發現天后娘娘的坐像不正，坐得不舒服。 

侍奉天后，當然獲神恩庇佑。陳伯一家不但身體健康，而且生活平穩，有一回在長石咀打魚，一網千斤，一晚漁

獲百多擔，當日賣去鹽田，得二千萬大洋 ，足足有一個麵粉袋之多。現在陳伯年邁，卻未敢推辭侍服天后的重責，

只奇望下一代人有人能接棒，繼承他這份神聖工作。 

游煌—一顆平常心 

游煌先生年輕時任職警界，屬穿山甲部隊，駐守新界北區直至退休。他性格正義不阿，以一顆平常心肩負起調停

水陸村民的紛爭，甚得村民的敬重。退休之後，仍致力鄉民事務，只要為鄉民謀福利，他定必扯頭纜，出錢出力做

個好榜樣，不為名利。 

天后宮安龍打醮盛事，遊人要到吉澳看戲，必須乘搭街渡，每逢盛事遊人逾萬，除了警方派人到碼頭維持秩序，

吉澳的年青村民也齊來幫忙，用繩索分隔人潮，發揮團結合作精，這一刻他感到無限的欣慰。游煌遷居大埔後，仍

不時往返吉澳，每當他凝望海邊—正街上熙來攘往的村民，漁船泊岸滿載而歸的笑聲，孩童不時在街上追逐------這

一切情景已不復見，村屋大多數破舊不堪；他有一個想法，如果可以轄免「禁區紙」，讓人們自由出入，島上發展

旅遊業，居民生計得以維持，這也許是發展吉澳的一個方法。 

劉蔭民—父子同心 

劉蔭民先生家中開設「榮和棧」，售賣糧油火水雜貨及船上用品，他主

要打理「榮和棧」之生意，其家屬沙頭角之「裕榮豐」生意。日治時代。曾

經負責轉運配給每人六兩四米到吉澳。由於大陸物資缺乏，「榮和棧」火水

日夜不停運入都不 出售，但其他島上生意全部停頓。劉蔭民於1957 年被

推選為村代表，任村長期間，改善食水供應、引進電力及電話設施、改建直

昇機坪、籌建碼頭、擴充學校、並私人借出一萬二千元買船改裝成福利渡輪

供行駛之用，又為村民爭取福利，是村中對外的橋樑。 

劉為人熱愛教育，為學校校監，並捐出祖地作為「劉觀南運動場」建址，以紀念其父親。劉更被選為多屆沙頭角

鄉事委員會主席，1995 年因病逝世。 

劉育有三子，幼子劉天祥現旅居英國。次子劉天福亦曾任吉澳村長及沙頭角鄉事委員會主席，1993 年因病逝世。

長子劉天生現任村長，續為村民謀福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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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理會功能： 

天后宮值理會—選出值理委員、管理天后宮街渡及村中福利事務(如天后寶誕、盂蘭節、打醮等)。 

村公所值理會—選村長、對外聯絡、選校監及村中建設。 

大埔辦事處同樂樓—方便村民聯絡、聚會、咨詢及協助辦理禁區紙。 

吉澳村公所 —黃茂芬作 

吉地鍾靈，祖國和風普盛世； 

澳灣凝瑞，故鄉明月照堯天。 

觀南運動場聯 —黃茂芬作 

觀戲娛情莫忘劉家熱心捐此地： 

南音悅性須知村老尚義益同人。 

歷屆村代表 

1941-1945 張文、曾丁姐 

1946-1956 黃旭峰 周馬麟(1949 年加入) 

1953-1956 周馬麟 林貴生 

1957-1966 劉蔭民 周馬麟 游壽 

1967-1978 劉蔭民 游德勝 林亞新 

1978-1993 劉蔭民 劉天福 游德勝(79 年辭職，王德代替) 

1993-1995 王德 劉天福(93 年辭世) 劉蔭民(94 年辭世) 

1995-1998 王德 劉九 張馬生 

1998-2000 劉天生 劉子安 王德(2001 辭世) 

漁民歷屆代表 

1952-1959 何勝 石喜章 陳新愛 

1959-1973 廖煌有 石喜章 陳新愛 

1973-1983 廖煌有 石章 何奕添 

1983-1994 陳初一 石喜章 石房 

1994-1998 張任民 石房福 何九 

1998-2002 張任民 石福房 石房帶 

 

天后宮歷年理事鄉紳據查凡理天后宮事，視為村中鄉紳，初時每年一度選一位德高望重、可靠人士擔任。可記錄

者如下： 

1880年 林建業(籌款重修天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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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年 曾世坤 

1898-1940年 李端 鄧信 林德記 李錦榮 李維源 林長發 劉庚槐 邱七 黃發 游奕連(兼天后宮司理人至現  

       今) 

 

吉澳村公所值理會 旅歐吉澳同鄉會 旅歐吉澳漁農會 聯合出版 

2001 年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