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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窩簡史 

梅窩位於嶼山的東岸，為大嶼山較為繁盛的地區。它名是由於此地群山所環抱，中間低陷

平坦如窩，區內的白銀鄉、梅窩舊村、大地塘、鹿塘及涌口五村的位置，有如五瓣梅花的形

狀，故有梅窩之稱。不，過有文獻所載，此地在南宋末年期間，名稱為「梅蔚」，傳說宋帝昺

在逃避元兵追殺時，曾在此處建立「行宮」。到了明代，此地開始出現較具規模的聚，落即「梅

窠村」。清初遷界時，村民被迫遷走，到復界始返回原居。1999 年，考古學暫在梅窩萬角咀

一帶發掘出很多青銅器時化的文物，可證早在史前此處己有人跡。 

早期梅窩的村民多以務農為業，種植蔬菜和谷物，另有，黄皮、荔枝及菠蘿等水果。梅窩

亦曾以盛產白銀著名，百多年前已有商人在此投資採礦，但因為產量不高及含銀量不足，礦

場在 1896 年停產。 

梅窩區內保留了不少古蹟，如袁氏古堡、銀礦洞、文武廟、曾氏祠堂、幾座更樓等。另置

於梅窩碼頭公園內一塊「李府食邑稅山」的石碑，為宋朝之物，是當地最有價值的古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