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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山明水秀任遨遊 

吉澳島形奇特，有天然之險，山青水

秀，寧靜安逸，無車馬之喧，無市廛之鬧，

假日一游，賞心樂事。吉澳島形如反寫的

「之」字，若以「雞公頭咀」與「白沙頭

咀」為首尾，將全島「拉直」，則最闊處

不過七百碼，平

均闊度為五百

碼。全島狹長曲

折，似嬝繞的彩

帶，景色出塵脫

俗，如世外桃

源，是郊游的樂土。   遠眺白沙頭高灘   

吉澳一日游 

吉澳一日游，保證心曠神怡，俗慮全消。游島有水陸兩路，可優悠踱步，亦

可探奇歷險。茲提供游島路線供參考，如何行走，任君選擇。吉澳島形奇特，

有天然之險，風光秀美，恬靜悠閒，遠離市俗塵囂，假日一游，賞心樂事。吉

澳外形如青龍飛舞，海岸線狹長而彎曲，島上多山林地帶，耕地集中島的中部，

西北部的吉澳灣，是漁船停泊的地方。                                            俯瞰東澳背                     

除了天然美景外，島上還有很多歷史文物值得參觀，從中了解吉澳的風土人情，及懷想昔日吉澳景貌。 

步行遊覽 

渡輪由大學站對開馬料水碼頭啟航，經吐露港、黃竹角、大直門、印洲塘、

白沙頭，便見藍天碧海中一列秀麗的島嶼，這就是吉澳洲。 

抵達吉澳，踏上六十年代初期建築的長堤式碼頭，就進入東澳，也就是吉澳

市中心。由碼頭步行前進，第一個景點是「榕樹頭」，這老榕樹據說是 20 年代

「茂和棧」的李老闆所種，方便村民上岸即可歇息乘涼，如今綠蔭蔽天，村民         榕樹頭 

閒時多聚於此，當年因利乘便，成為賭檔聚集處。時移世易，賭檔早已盪然無存，島民亦大量外移，吉澳由

一個貼近中國大陸的繁榮轉口港轉變為世外桃源之旅游地，百年來留下的歷史痕跡，都成為高齡長者樹下休憩

時的美好回憶。 
經榕樹頭往前走就是吉澳的正街。入正街左行，經過「三聖宮」便見左面有小路，

由此路可以攀山，不消十分鐘到「麻鷹頂」，俯瞰東西澳民居和附近海景，可見綠水

遼繞的吉澳洲，宛如大鵬灣裏一顆亮麗的明珠。         

從山頂落回平地，沿大街繼續前行，經過正在建造中的遊樂場，前面見一片空地， 

三聖宮                 這裏就是從前天后誕燃炮搶炮的地方，1966 年之前，每年天后誕，全村村民聚集於

此大事慶祝，一度場面熱鬧，如今則鴉雀無聲，供人懷緬而已。 

往前是「漁民村」。最初只得三幾家人，70 年代漁業式微，部份漁民放棄出海上岸居住，逐漸聚居於此，放



滄海遺珠三百年 第九章 5 - 2   

魚排養魚營生，取代出海捕魚。現有百多戶人家，仍繼續做海產。 

從「漁民村」折返，沿來時的路回程，往另一方向前

行，榕樹頭右邊已見商店三幾家，咖啡室一間，以及遊

客經常在此享用海鮮的「益民酒家」。這一段狹長的「正

街」，算是吉澳島上商業活動的中心。                          漁民村                      

王爺伯公                       行約兩分鐘，路的左邊有一座王爺伯公，是第一位吉澳守護神，右邊是「吉澳村

公所」，前身用作天后誕及盂蘭節等節日上演鬼仔戲、棟腳戲的地點。村公所的對面有一彎曲小路，是前往吉澳

公立學校、        

劉觀南運動場的捷徑，那裏有老圍村──新圍仔村，繞過

學校可直達「東澳背」。「東澳背 灘」是吉澳最風光明媚的

海灘之一，岸上樹木成蔭，海上風景優美，曾是游泳的好

東澳背灘                  去處，惜近年欠維修打理，失去昔日風采。 

由村公所前往，發現左邊村屋，有一壁白牆，是 60 年代初期放電影之用，村民就坐

在屋前空地上欣賞電影，此處也搭過棚做大戲。    

過了此段，進入另一地域名為「米房下」，一條水泥路連接石橋，這條路名為「擔水

路」，昔日村民必由此路往村中的水井取水飲用，故有此名。前面有一幢「曾大屋」，當

年由曾氏夫婦合力興建，現已空置，卻仍有看頭。擔水路的左邊有新式建築的吉澳警署，

警員駐守，村民有急需，可向警署求援。                                                 戰時遺留的古炮                   

再前行為「中心澳」，村民多姓周、王、林、曾，前面有一小溪，雨天山上急流瀉下，儼然成河。溪旁幾戶人

家皆姓李，過了此地段，就是西澳村。 

西澳村是天后宮所在地，舊吉澳村公所也在此，曾

用作學校。路旁遺下兩尊古炮，面向大海，應是當年

戰火遺物。左邊有一斜路，直上香火鼎盛的天后宮，

這裏有三百年歷史，供奉水陸居民敬仰崇拜的天后娘

曾作課室的舊村公所          娘，並存古鐘一座，鑄於乾隆廿八年(1763)，印証了

天后宮的歷史。廟外置《兩廣總督石碑》，立碑於             姻緣樹 

1802 年，為重要的歷史文獻。天后宮於光緒六年(1880)重修，屋頂為琉璃瓦，簷下

一列石灣陶像，栩栩如生，殿內神像莊嚴，神壇上，脊樑下，滿是浮雕和彩繪，保

留著傳統的藝術特色。據說天后娘娘十分靈驗，遊人專程來求簽許願者眾多，每逢

寶誕，更是水洩不通。          

澳背塘                    從天后宮下來，靠岸有一姻緣樹，此為榕樹。1936 年一場颶

風，大樹傾側而不倒，自此向橫生長，形成今日枝葉婆娑的面貌。傳說天后娘娘不喜歡大

樹高過天后宮，故命它只許橫生，不可直長。樹頭有如一把座椅，正好供兩人並肩共坐，

加上此處水光山色，風景清幽，成為情侶散步談心的地方，不少戀愛中的男女來此許願，

據說都成佳偶。遊客來此，必拍照留念。對開海灘有一石建碼頭，已棄置不用。  

影完相，回身一看，幾間破屋，原來第一間破屋，正是吉澳商業伊始的第一家商舖，名

為「有棧」，專營油糖雜貨、養豬釀酒等用料，至今百多年，只餘殘垣敗瓦，昔日之興隆，    避風塘    

又有多少後人得知！ 

往前行 10 米左右，站在岸邊看著對面「奧士角山」，青松翠柏，峰巒起伏，把山下的海灣三面包圍，形成天

然的避風塘，「奧士角山」左邊叢林掩蓋處有個缺口，名叫「奧佬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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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風塘波平如鏡，水退時，可以涉水步行到面奧士角，村童在沙灘上捉蚌、捉魚、摸蟹，常獲豐收，兒時的

樂趣，許多村民記憶猶新。刮風大水時，漁船紛紛駛入避風，1936 年的風暴，全港受影響，死傷無數，吉澳漁

船絲毫無損，陸上居民人口平安，相信是天后娘娘保祐。至 50 年代，政府在此挖深海床，闢成避風塘，自此大

小船隻均可停泊。 

西澳村有一列百多年的古老大屋，其中一間保存較為

整的是羅氏物業，租給警署作警崗，用了幾十年，後來

有新建的警署，就不用了。鄰近幾間是游姓物業，維修

不妥當，部份已經倒塌。 

避風塘全景                  再前行是「有棧」分店「連棧」，己重修作民居，街上有           水月宮 

食水喉，可見亦曾是商業區。依山還有兩列民居，稱為上巷，姓游，再上巷姓巫。 

經過游姓老屋，到達「唐屋」，屬唐、邱、羅三姓所有，上巷姓譚、黃、羅。唐屋盡頭，右邊有小路往「園領

仔」之王爺伯公，在此取景，可攝得灣中最美景緻。再往前是「水月宮」，即觀音廟，亦是村民敬奉的菩薩，香

火不絕。左鄰有「聯和興火水倉」遺址，據說是沙頭角「東和隆」開設於吉澳的分店，供應全島煮食與照明的

火水，是當年很重要的商舖，至 36 年風暴後停辦。 

從「水月宮」前行到達到「咸田門」，田畿高築如水閘，作用是阻止海水沖上

稻田浸壞秧苗，由百年前劉、黃兩姓所築，此田地亦屬劉、黃二姓所有，可見

當年吉澳亦是水稻之鄉。稻田中央有一古井，具三百年歷史，與村民息息相關。         

古井早期只是一個挖地不深的「水　」，用竹籮圍住搯水食用，後來才加水泥

造成井。1962 年香港水荒，四日供水一次，每次四小時，港人排隊輪水之苦歷         上圍橫頭村 

歷如在目前，但吉澳村民卻因此井的奇蹟而不受影響。 

 古井泉水自地下來，源源不絕，供全島四千居民之用，且冬暖夏涼，且水質奇佳，

含豐富礦物質，且可治療某些疾病。惜久失保養，欠清潔，現已不能飲用。 

向荒廢古井憑弔一番，回頭看西邊山上有一處磚湖，據說百年前村民在此擔泥做

磚，建房屋。吉澳絕大多數的百年老屋都是泥屋，只有少數大戶人家用青磚。               

再上「上圍村」，最早來到吉澳的居民張姓人家，就是建屋於此。後來劉、黃二 

澳背塘村                姓逐漸遷入，在其下建屋。穿過村中的「黃屋」，從林姓的村屋側邊小路，前行五

分鐘，到達一處環境優美的村莊，名「澳背塘村」，村民全部移居外地，村屋皆已空置，但沙灘依舊美麗，灘  

頭水淺沙細，宜游泳，有青蟹作伴，信步行近海邊聽潮聲，又見不遠處，蓬洲小島就在眼前。 

行舟探險 

喜歡找尋剌激和挑戰的朋友，可以選擇水路探奇景。 

雇小艇由碼頭啟程，向東行駛，先到美麗的「涌灣」，這裏地處偏僻。吉澳村民少到，可游泳、

釣魚。 

左轉處，即見「和尚觀海」，岸傍一組岩石，形似僧人，旅游人士稱此石為守護神，由此作起

點至雞公頭一帶，景物皆充滿秘色彩。                                                             和尚看海              

沿岸前行，有一段淺水灘，稱「魔鬼溝」，水退時可沿

崖壁涉水而過彼岸，回望岬咀，溝傍一巨石，遠觀    

如魔鬼頭顱，其下半身沉在水中，像被高僧的靈石鎮壓 

象鼻岩               看管，這也許是自然界的玄妙安排，為游人增添神秘一景。         飛鼠岩 

在「魔鬼溝」上岸，攀石而行不遠，有一平台，緊靠山窩，形狀似敦煌石窟，故稱「小敦煌」。石窟純屬天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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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半點斧鑿痕蹟。鄰近另有「一洞藏三窟」勝景。       

繞過石窟有一闊約 2 米海溝，水位極深而流水湍急，不能泅渡，只可爬上高處，

避過海溝再落返崖邊繼續前進。接著有一道峭壁，形如垂劍，擋住去路，構成天險之

勢。    

雞公頭            若無爬崖經驗，遊人應到此止步。從海上看此峭壁，形如

巨筆，當海浪沖擊崖底，打起點點水花，遂有「神筆點水」之名堂。 

越過「神筆點水」，沿岸向「飛鼠岩」行進，途中見一平台，整幅崖壁呈翠綠色，水濂自

崖頂灑落，如入仙家，故稱「綠玉壁會仙台」。 

由此跨越另一道海溝，攀行約 20 分鐘，便到著名的         鬼吊角魚排 

「飛鼠岩」，此乃遊人必到之處。岩洞內蝙蝠聚居。從前村民常來捕食，據說湯

甜肉滑，有補益作用。 

最後來到「雞公頭」，這處因往游不易，甚少人蹟，由陸路行走則荊棘滿途，由  

全島山景               水路行舟則驚濤駭浪，要有爬崖綑邊經驗，          

才可攀登峭壁上到山頂的「雞公頭」。登上雞公頭，自有一種飄飄然的戰勝感。腳踏雞公頭，左看有「羊洲」，

前望有「豬頭洲」，似三牲祭品供奉海神。也許如此，吉澳島得以風平浪靜，水陸平安。                                  

登山歷奇 

喜愛爬山者，吉澳有幾處山嶺，可觀賞勝景。 

  黃幌山--「黃幌山」是吉澳最佳觀景台，山圓勢渾，遠看似一

把羅傘，山高 121 米，傲視群巒，一派王者之風，山上蒼松翠

柏，一片青鬱，相傳是風水寶地，祖先安葬於此，後人必享福

蔭。抵達山頂，美景盡入眼簾，北望神州，可見梧桐山峰挻秀，          印洲 

筆架洲              近看吉澳島，海灣曲折婀娜多姿；鴨洲與大小島嶼，一覽無遺；南對印塘海，波光澰灩。

(登黃幌山需兩個多小時，要帶備食水、應急藥品和行山裝備。)          

高棚頂—從米房下後巷橫排路上「高棚頂」，這段路很好走。到橫排頂，可在此小歇，欣賞大鵬灣和梅沙的靚

景，右面可望澳背塘，前面三座山，稱頭棟、二棟、三棟。 

小歇之後，繼續登程，最好跟牛路上山，很容易便到達高棚頂，居高臨下，東澳居民、海灣、西澳奧士角盡

在眼底，而另一面就是有如仙境的印洲塘，塘內沙咀頭，形肖御筆在握，右有高排仿如奏章半卷，左看一石堆

對稱如墨硯，中央筆架洲、印洲，又聖鑑掌管靖海，虎洲若琴台，構成「印塘六寶獻至尊」之勢。 

如此美景人間少見，因此有「上有蘇杭，下有印塘」之美譽，足以令人流連忘返。 

麻鷹頂—由三聖宮後面小路登山，10 分鐘到山頂。前文已有詳述，不贅。 

阿公地頂—從學校附近山路可上阿公地頂，亦是登山遠足的一景點。 

交通 
吉澳四面環海，居民對外的交通主要靠水路。1950 年以前，島上居民大多擁

有自己的船隻來往沙頭角趁壚，後來福利街渡成立，成為吉澳的主要交通工具。 

最初，福利街渡是向天后宮招標，價高者得，可獨資經營，為期一年，自負

盈虧。初時用搖櫓，只可在東澳沙灘上船，抵達沙頭角之後，乘客還要涉水上

岸。時至今日，街渡已改用機動船，而乘客亦可於碼頭上落。 

街渡是吉澳居民主要的對外交通工具，居民出入要經過沙頭角禁區。凡吉澳 

街渡時間表 

吉澳開 沙頭角開 

上午: 

上午: 

下午: 

下午: 

 6:00 

10:30 

 1:30 

 4:00 

上午:

下午:

下午:

下午:

 8:30 

12:30 

 2:45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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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原居民及居民之子嗣，均可申請原居民禁區紙，自由出入

沙頭角。旅客如有 

親屬居住在沙頭角或吉澳，可以探親理由申請禁區紙，經沙

頭角乘坐街渡到吉澳。 

   旅遊 
一般遊客前往吉澳，有三種途徑可供選擇，最具風味當然是

乘坐街渡，體會當地村民的生活，但申請禁區紙，有一定條件

限制，旅遊人士或可選擇其它途徑，例如參加本地旅行團，或

者自僱船艇到達吉澳。               
 

禁區紙申請手續 
原居民及其後嗣先到大埔墟吉澳村公所辦

事處，向村長(水、陸村長)索取申請表格 R，

填寫個人(香港身分證或護照)資料後，由擔保

人村長簽名證明，連同證件及影印本到新界粉

嶺警署隔鄰之禁區紙辦事處遞交申請表格，經

核對檢查就可以領到禁區紙。 
吉澳村公所辦事處地址 
新界大埔廣福里美榮樓 25 號三樓 A 座 
電話 2657 9488 

短暫探親或旅遊手續如下 

 申請人需要一位當地居民作擔保人，親身到

新界粉嶺警署隔鄰禁區紙辦事處，填寫一份申

請表格 V，連同香港身分證或護照影印本，經

有關部門批核，即時可領取有效期四天的禁區

紙。查詢電話：2657 94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