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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一課 大埔 
 

大埔古稱大步頭，相傳山道時有猛虎，路人到此即大步而行，故得此名。

其東岸連接吐露港，因港內水土獨特，曾為華南著名之採珍珠及製陶瓷業

重鎮。 

    清代取消「遷界」後，有閩、贛各地客籍氏族入遷發展，然而人口增

加造成資源競爭，族群間之矛盾漸大，最終釀成鄉村械鬥，至今在林村天

后廟仍供奉因械鬥而犧牲的鄉勇神位。及後，有鄧氏家族設立大埔墟，壟

斷市場，繼有泰坑文氏聯同週邊村落組成「七約鄉公所」，另立太和市，與

之競爭。自新墟市落成，區內經濟與鄉族力量為之大變。 

    1898 年，港府接收新界選定在大埔舉行升旗禮，遭鄉民武裝反抗，爆

發「六天戰役」。事後，港府在大埔設立警署及理民府，視大埔為迎界重點

管轄城市。後來鋪路九廣鐵路，特別開設大埔墟站，成為本區之中心地帶。

七十年代，大埔開發為新市鎮，興建公共房屋、工業村及各種生活設施，

現已是新界東部的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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