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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布灣 

1817 年，當時進出珠江水域的西方船隊來到現今華富邨的海面，看到一條瀑布，正是獲取

淡水補給的好地方，泉水甘香，所以稱為香江。一位英國畫家把這個地方畫了出來，就是今

天的瀑布灣。 

歐洲航海探險家最初接觸香港的其中一個地方就是在香港島的西北方的瀑布灣附近。開往

廣州的船隻在這裡補充淡水，這個地方十九世紀初已被航海家認可為可靠乾淨的淡水源。 

 最早勘測香港水域包括瀑布灣的許多自然風貎與數個島嶼是東印度公司的水道學家詹士．

豪斯堡上校。 

 瀑布灣這個名稱最早在美國麻州艾摩斯特市外交使團在 1816-17 出使中國時提及。使團包

括三艘船，阿爾西斯特號，里拉號和伊威特將軍號。它們在中國的會合點是在一個叫「馬力

海灣」的地方。這個名字出自「馬尿河」。 

外交使節之一亨利．艾利斯爵士在 1817 年出版了《前外交使團出使中國日誌》。日誌中記

載如下：「船隻為了補給儲水開往香港島，水源周圍的環境如圖畫般的優美。在島嶼的山中湧

出瀑布，潮漲時便可在灘上裝滿水桶．．．凸出的地形圍成一個小海灣，這是漁船的庇護所。」 

亦有說此瀑布即《新安縣志》中所述之「鰲洋甘瀑」。新安縣志卷之十八下卷有述：「鰲洋

甘瀑在七都大洋中，有石高十丈，四面鹹潮，中有甘泉飛瀑若自天而下。 

香港開埠後，為了解決食水問題，香港政府決定截取瀑布灣的源頭，興建薄扶林水塘，並

於 1863 年完成。自此之後，瀑布灣的瀑布便失去了昔日壯觀的情景。 

日軍侵略香港之前，港英政府在港島的一些地點，包括瀑布灣，建設了許多機關槍炮座和

探照燈台。這些軍事設施在日軍侵略期間都不曾遭受炮火的攻擊。如今仍能見到這些軍事設

施雜草叢生的遺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