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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水鄉漫遊 

於東涌大嶼山巴士總站乘 11 號巴士至大澳橫坑村站下車。越過馬路沿小路入村，

先參觀華光古廟。華光古廟位於大澳橫坑村，歷史悠久，以梨園子弟及村民參拜居多，

是香港唯一供奉華光先師的古廟。再沿村路到達棚屋區，右轉入小路，經過紅樹林區，

可以見到方便所。 

方便院為葉善閑女士於 1934 年創建，分為

左右兩邊，慈善方便院曾是幫助單身長者及垂死

病人安渡晚年的院舍。分別服務男病人及女病

人，另有毗連的院翼提供額外的小童病床。到後

來一些老弱無依者、甚至是親生父母無能力供養

的棄嬰也被放在這裏，任其自生自滅。當有人在

方便院離世，村民便會把遺體放進棺木，之後便

暫放在原處，等待安葬。部分死者隨後更會被草

草下葬在附近山邊墳地。經歷時代的變遷，方便院已經失去作用，現時已經荒廢。後再

前行到達路口沿右面下行，跟著石級上山崗就可到達嶼北界碑。 

1898 年 6 月 9 日，《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由竇納樂和李鴻章在北京簽訂，7 月 1 日

起生效，租期 99 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簽訂後，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的九龍半

島地區，以及附近大小二百多個島嶼，總面積達

九百七十五平方公里，佔新安縣全縣面積三分之

二的土地，就這樣被英國強行佔去，並被稱為「新

界」。新界北方以深圳河為界，那南面的界址在

那裡呢？為此於 1902 年，清政府派出官員與英

軍於大嶼山勘明界址，並分別於大澳寶珠潭及石

壁近狗嶺涌處，豎立界碑，作為見證。在山崗上

可鳥瞰寶珠潭及昔日大澳鹽田遺址。下山後經新

基棚屋區步過新基大橋。過橋後右轉往寶珠潭侯王古廟。 

大澳楊侯古廟創建於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清咸豐十年（1860）年重修。廟

內存有康熙三十八年所鐫洪鐘。另有純錫所鑄香案，咸豐十年（1860）鑄造。廟內還

有一對於光緒三年以銅打造之對聯，廟內有鯨魚骨、舊龍船頭，約有百多年之久，為當

時漁民所供奉。大澳所在地有多座大山，包括象山、獅山、虎山和鳳山。侯王廟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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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大嶼山的獅山與虎山水口之處，該處水面有土丘突起形如一粒寶珠，故名寶珠潭。

但是，由於這粒寶珠，成為獅虎爭珠之局，風水家認為，要在這一粒寶珠之前面，建立

侯王廟，以侯王的威靈，才可避免獅虎爭珠而傷及鄉民。廟內除奉祀侯王外，還供奉關

帝及財帛星。 

每年的端午節，大澳三間傳統漁業行會，包括合心堂、扒艇行和鮮魚行，會舉行傳

統的龍舟遊涌活動。這項活動起源於 19 世紀，當時大澳發生瘟疫，當地漁民於端午節

將各廟宇神像放在小艇上於水道巡遊，結果瘟疫消除，便成為了每年一次的習俗。端午

節前一天早上，三間行會會前往楊侯古廟、新村天后廟、關帝廟、洪聖廟等請來神像供

奉祭祀，然後於端午節當天早上將神像放在龍舟上，巡遊大澳內的各水道，沿岸居民會

焚香拜祭，最後將神像歸還予各廟宇。大澳

龍舟遊涌活動，於 2011 年被列為國家級非

物質文化遺產。 

離開侯王廟後回走返回市區，參觀關帝

古廟及天后廟，最後返回市集參觀大澳鄉事

會文物館、益昌鹹魚工場，實地考察蝦醬及

魚製造過程，自由購物。後乘巴士返回東

涌。全程步行約三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