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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嶼山簡史 

 大嶼山是香港最的的島嶼，位於最西南面。大嶼山有過許多不同的名稱，如大奚山、大溪

山、、大魚山、爛頭島、大蠔山和大濠島等。不過當時的大嶼山泛指今日大嶼山以及附近一

些小島，如明朝東莞人鄧淳著的《嶺南叢述》所指：「大奚山，三十六鄉。」 

大嶼山的英文名「Lantau」相信是粵語「爛頭」的音譯。因為大嶼山的最高峰名鳳凰山，

主峰有兩個山頭，故名鳳凰，但亦有如崩頭，所以亦稱爛頭島。雖然「嶼」字的粵語正音同

「罪」，但「大嶼山」則讀成「魚」。這是因為大嶼山舊名「大魚」、「大漁」、「大俞」

等，皆是「魚」音，「大嶼山」一名是從清朝道光年間才開始的官方名稱。 

考古學家曾分別在石壁東灣、銀礦灣萬角咀，以及在大嶼山對開的赤鱲角等地發掘出當時

的陶器、捕魚工具和兵器，而現存於分流的石圓環及石壁的石刻就是當時的遺跡。足證早於

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已有先民在這一帶居住。其他出土的文物尚有青銅器時代的器物、

漢代的陶藝和農具、六朝陶瓷、唐代的灰窰、元代的窰群及明清間的墓葬。 

歷史典籍有關大嶼山的記載，則始自於一千六百年前的東晉。東晉末年，地方民變首領盧

循、孫恩在長江下游作亂，盧循在劉裕率兵征討之下節節敗退，率其部下逃亡至大嶼山一帶

定居。其後人後來以漁業及製鹽為業，其後成為傜民的一支。當時亦有傳說指島上的是稱為

盧亭的半人半魚的生物，例如清朝道光年間東莞人鄧淳著的《嶺南叢述》就有提到「大奚山，

三十六嶼，在莞邑海中，水邊岩穴，多居屹蠻種類，或傳係盧循遺種，今名盧亭，亦曰盧餘」。 

到了唐朝，國勢漸強，外國商船接踵而來，沿珠江口至廣州，屯門的對外交通日漸重要，

於朝廷設置屯門鎮，派軍駐守。考古學在大嶼山沿岸一帶，如大浪、二浪、塘福、沙螺灣等，

都有灰窰發現，可見當時很多沿居依靠以石灰修補船為生。 

南宋時期，大嶼山的產鹽業已非常蓬勃。隨著九龍官富場的設立，朝廷明令打擊私鹽販賣，

遂於宋寧宗慶元三年（1197 年）引起當地鹽民的動亂，史稱大奚山鹽民起義，其後動亂被鎮

壓，起義者全被殺害，更留 300 士兵駐守，自此製鹽業開始式微。另一方面，宋理宗寶祐二

年(1254），李昴英封番禺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大嶼山的梅蔚（今梅窩）也是其食邑之一。 

南宋末年，宋朝朝廷被逼依從沿海一帶南逃。宋端宗景炎二年及三年 1277 - 1278)宋帝昰

與國舅楊亮節等曾兩度逗留於大嶼山，曾於梅蔚（今梅窩）及東涌等地稍作停留。及後，在

元軍窮追不捨下，楊亮節和一隊部隊與元軍一次交戰中戰死，為紀念楊亮節的忠勇事蹟，故

後來大嶼山一帶建有多座楊侯古廟（或侯王宮，大澳、東涌等地建有）。景炎三年三月，端

宗於大嶼山北岸一帶病逝，宋帝昺繼位，其後才逃至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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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時期，大嶼山的石壁、大澳、沙螺灣、東西涌等地方已有村落漸漸形成[。正德年間，

佛朗機（今葡萄牙）人滋擾屯門地區，曾於大嶼山的大澳建立據點。正德十六年（1521）爆

發的屯門海戰，巡海道汪鈜率兵攻打葡船，大敗葡人於茜草灣，才使佛朗機人撤出大嶼山。

至嘉靖年間，福建巡撫譚綸、總兵戚繼光奏請設置水師城寨，此後廣東設置了六個水寨，其

中廣州地區的為南頭寨，亦設在大澳一帶位置。明朝在香港地區設防的目的，主要是為了防

禦南中國海一帶的海盜、日本來的「倭寇」，以及後來的葡萄牙和荷蘭的侵略者。 

清朝初年，當時清政府為對付明朝遺臣鄭成功在台灣的鄭氏王朝推出遷海令，遂於康熙元

年（1662 年）下令從山東省至廣東省沿海的所有居民內遷 50 里。及至康熙八年（1669 年），

方允許復界。此段期間，大嶼山住民銳減，後來遷回之村落包括石壁、大澳、螺杯澳、東西

涌、梅窩。及至嘉慶時期，塘福、二澳、沙螺灣亦增添村落。雍正七年(1729)，官府在大嶼

山分流墮建炮台、乾隆及嘉慶年間增設東涌口汛，以對抗張保仔等海盜。道光十二年(1832)

在東涌上嶺山腳分建東淯炮台及石獅炮台，以防範海盜及洋人的侵犯。 

及至清光緒廿四年（1898 年）6 月 9 日，英國政府與清政府在北京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

條》，將新界以及包括大嶼山在內的二百多個島嶼租借予英國，為期 99 年。自此之後，大

嶼山的炮台被荒廢，而港英則在大澳設置大澳警署，方便管治。 

二次大戰時期，日軍於 1941 年開始進攻香港。1942 年 1 月，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員會成

立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1943 年 12 月改稱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派遣第三及

第五大隊前往港九地區成立港九大隊(後改稱為港九獨立大隊)，組織起反抗日軍侵華的力量。

後來香港政府向日軍投降，香港淪陷，港九大隊仍持續與日軍進行著游擊戰。1942 年 4 月，

港九大隊隊員加強了對大嶼山的控制，強化與澳門和廣州的通信。 

和平後大嶼山發展緩慢，1956 年始有由梅窩通往香港的航線，六十年代才開拓馬路，通往

島上各鄉村。大嶼山至今仍保存漁村及鄉村的特色，但隨著赤立角機場、迪士尼樂園及昂平

纜車的落成，大嶼山逐步成為一個新興旅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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