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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課 古代工業：採珠 

 
  大埔吐露港，古稱大步海，因屬寬闊內港，水面平靜，加上岸灣曲折，

造成水流迴轉的特殊生態，適合螺蜆蠔蚌的生長，昔日更盛產珍珠螺及丫

螺，殼內育有珍珠。 

  由於珍珠乳白圓潤，既可作首飾，同時具有藥效，能安神定驚、養顏

護膚及療治瘡毒痘腫，是嬰兒及女士的恩物。因本港水土得宜，所產珍珠

既圓且大，更列作宮廷貢品，吸引居民冒險潛水採珠。 

  早於五代時期，本地珍珠產品質量與廣西合浦齊名。南漢後主於大嶼

山及大步海設置「媚川池」管理採珠事務，更徵募二千兵落海採珠。因採

捕過程極為危險，技工死傷甚眾，有見及此，朝廷廢止民眾採珠。 

  元代，朝廷多次恢復採珠，未幾又再禁止，這種時營時禁的做法，令

採珠業者無所適從，對沿海居民也構成滋擾。明初，因過度採捕而影響生

態，珍珠產量已經淨盡，本地採珠業從此一蹶不振。 

 

 
媚川採珠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