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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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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對開的伶仃洋是一個漁場，大澳亦成為軍事及漁鹽產地。大澳由一個昔日名

為「楊公洲」的小島及連接大嶼山一塊沿海低地。在「楊公島」與低地之間，有一條水道相

隔，而大澳被稱為「大澳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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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有香港威尼斯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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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澳沿岸淺灘適合曬製海鹽，在 1930 年代全盛期，年產量達三十萬擔，主供應漁業生產

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的食鹽需要。當時的鹽場面積佔大澳市鎮面積的一半，達 107 畝。主要有

達安鹽場、泰生鹽場和天生鹽場等。但到了 1960 年代後期，漁業式微，

鹹魚減產，食鹽需求下降，加上中國內地和泰國的食鹽大量傾銷來港，令

大澳鹽業逐漸式微，原日建於乾隆年間，位於舊日達安鹽場西側的海堤已

破落不堪，只餘下「鹽田壆」一名。 

 種植稻米是大澳主要的農作物，一年兩造，另外在間隙種植蔬果等農產品。至 1960 年代，

隨著香港市區工業的發展、大嶼山本島道路工程和廟宇靜室等興建，大澳的年青農民紛紛轉

業，引致大澳的農業在 1970 年代中期停頓。 

  由於大澳位處珠江河口，河水與海水匯流，是適合魚類聚集的漁場，魚產豐富；1900 年

代起，大澳漁民在不同年代組織不同的行會；1950 年代，漁民獲政府貸款，推行漁船機械化；

由於採捕過度，至 1960 年代，珠江口漁場萎縮，原來的黃花魚和池魚魚季逐漸消失；到了

1970 年代，漁民開始使用大型遠海網艇，遠至南中國海水域作業。而大澳本身的漁業也告式

微。 

  大澳仍存古蹟頗多，包括建於明朝的關帝古廟，建於清朝的天后古廟，侯王古廟等廟宇；

立於 1902 年間的嶼北界碑；建於 1930 年代的方便所等，都見證了大澳的滄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