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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 大嶼山 

 
  大嶼山位於珠江出口，孤縣海上，因遠離中原，是朝廷放逐囚犯之處，

古稱大奚山。意指收容奴隸僕役之處。後因航海人士訛傳，又稱大魚山、

大蠔山、爛頭山、屯門島等，至清代才定名大嶼山。 

北宋年間，朝廷設海南柵鹽場經營鹽務，有島民私下煮鹽販售，並勾結

守將掠劫中外商旅，屠殺島民百餘人，朝廷急調水師摧鋒軍平定「鹽梟之

亂」。明代，大嶼山的石壁、大澳、東涌、杯澳、梅窩、長沙、塘福各處已

是著名地標。儘管清初受《遷界令》影響，人口銳減，但康熙八年（1669）

准許展界，又鼓勵墾殖，遂有客籍人士入遷。到清中葉以後，為防禦海盜

及洋人來犯，始於分流、東涌設置炮台及汛站以加強海防。 

時至 1898 年，港英政府租借新界，因資源所限，僅設置警署守衛，島

民生活大致平靜。後以國內政局動盪，吸引佛道信徒遷入，在東涌、大澳

等處開闢靜室，形成佛教叢林。直至二十世紀末，政府發展玫瑰園計劃，

大嶼山北部則開發為新市鎮。 

 

 
梅窩的宋代食邑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