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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簡史 

大埔區是香港最古老的地區，遠自三億四千多萬年前的古生代泥盆紀，當時的南中國海仍是汪洋一

片，船灣半島及馬屎洲己為陸地。吐露港一帶地質探測及化石出土證明，大埔區是香港境內擁有古化

石最豐富的區域。 

先民在大埔區的生活，約有四、五千年歷史。在元洲仔等地曾經出土有幾何印紋陶器及石奔等文物。 

大埔在南漢大寶六年(963)，當時南漢後主劉鋹設置媚川都，在大埔海採集珍珠。元朝大德八年(1304)

編的《南海志》記載有「元貞元年(1295)，屯門寨巡檢劉進程、張珪建言：東莞縣地面大步海內生產

鴉珠------荔枝莊、青螺角亦有珠母螺。」到了宋朝時為巔峰，與廣東合浦（即今日廣西北海市合浦

縣）齊名。由於採珠業發達，大埔海亦稱「媚珠池」。當地的採珠事業一直持續至明朝中葉才日漸式

微。明朝洪武七年，曾因為採珠五個月僅得半斤，官方認為產珠已盡，決定放棄，並遷往合浦。 

20 世紀 60 年代，有人在大埔海再度開設珍珠養殖場，但後來亦失敗，現今老虎笏還留有當年養殖

場的遺蹟。 

清初，大埔與中國其他省份，受「遷界」影響，至康熙八年(1669)才復界，遷界時當地人全部離開，

至復界後，政府為恢復生產，招聚了大批從東江一帶移居至此的「客家人」。康熙十一年(1672)大埔

頭鄧族在原來鄧孝子祠開設大步墟，成為清初香港三大墟場之一。(其餘兩墟為元朗墟及石湖墟) 

大埔古稱「大步」，直至清光緒年間，才被稱為「大埔」。大埔古稱「大步」，有稱因為當年該地為

大森林，人迹罕至，行者皆大步而過，故稱大步。清初年間，大埔區對外交通十分發達，設有步頭，

有街渡往來沙田及烏溪沙一帶，而塔門亦成為潮汕一帶船隻補給的港口。亦因為有供船使用的碼頭，

舊稱步頭．所以亦將此地稱為大步。 

吐露港（原稱大埔海，古稱大步海），是香港新界其中一個主要的內港，位於沙田區以北，大埔區

以東，海港呈西南──東北走向，出口處為大赤門，海水從此處流進香港東北面的大鵬灣。有多條河

流流向吐露港，包括沙田城門河及大埔林村河。 

1898 年，清政府被迫簽訂《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將「新界」租借與英國。1899 年港英於大

埔設立警棚，接收「新界」，遭新界鄉民反抗，英軍派兵鎮壓，最後接管新界。回歸後．大埔區議會

在當年英艦停泊的大埔海海面，即現今的大埔海濱公園瀕海處，豎立回歸紀念塔。 

1980 年代，為改善新界北部來往沙田的交通，政府在沙田與大埔之間的吐露港南面沿岸興建吐露

港公路，2000 年政府又為吐露港公路進行擴闊工程，並在馬料水一帶進行填海，興建香港科學園。 

大埔區現存的古蹟包括有舊大埔理民府、舊大埔警署、舊政務司官邸、大埔火車博物館、大埔文武

廟、敬羅家塾、碗窯遺址、樊仙宮等。除此以外，還有泰亨文族、林村林氏、大埔新舊墟等。 

大埔區還包括東平洲、塔門島、馬屎洲等島嶼。全港面積最大的水庫：船灣淡水湖亦築於大埔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