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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平洲 

東平洲位於香港東北海域大鵬灣內，東經 114 度 25 分 50 秒

與北緯 22 度 32 分 50 秒的交會線，剛巧位於島上的教堂附近。

島上的王爺角碼與尖沙咀碼頭的直線距離約 39 公里，與港境距

離最近的是吐露港口的赤洲，約為 9 公里。而與內地的金沙環卻

只有 2 公里。東平洲與港境極西的大嶼山雞山，是本港境內相距

最遠的兩點。 

東平洲面積很小，只有 1.1 平方公里，地勢平坦，島上最高的鶴岩頂只有 48 公尺，因而名

為平洲，但因與港境西部的坪洲讀音相近，所以旅遊人士就將平洲改稱為東平洲，以示區別。 

東平洲的奇岩異石，被旅行界稱為香港四大奇景之一，公認

為必遊之地。東平洲最吸引遊人的是島上的奇岩異石，特別是

東平洲的石頭好像是千層糕一樣，層次分明。香港的地質結構

主要包括為水成岩、變質岩和火山岩三大類，而水成岩的面積

最小，僅是在吐露港一帶。 

但這小面積的水成岩也分為三種。沙頭角南岸多是砂岩，鴨洲是礫岩，而東平洲是頁岩。

根據地質學家研究，水成岩的形成有幾種原因，一 是河流或湖泊夾雜的泥沙堆積而成，二是

風力所造成的泥沙堆積而成，三是冰堆積而成。而根據香港位

於大陸沿海，接近河流出口位置的推測，東平洲頁岩的形成，

完全是河流帶來的泥沙堆積而成。水成岩的形成還需要壓力和

黏性凝固的條件。河流上游帶來大量的泥沙，流至濱海出口的

三角洲，地勢驟然平緩，泥沙便一層一層的堆積，上面沙層的

壓力正好成了形成水成岩的第一種條件，另方面，各種不同的礦物質沉積在海底，由於海水

的腐蝕能力，使一些泥沙發生變化，也產生黏性凝固的條件。 

東平洲是在上述的情況下形成的，因此東平洲的岩石有明顯的特點：一是層次分明，節理

明顯，正如在島上所見的所謂千層石；二是岩石中會有化石。1933 年，有學者在東平洲曾發

現一隻甲蟲的翼部化石，經鑑定後認為屬於上侏羅紀，即一億八千萬年前，其後又在更樓石、

難過水及龍落水等地發現同屬侏羅紀的植物化石。  

其實東平洲並不全部都是水成岩，大部份的水成岩中都

夾雜著火成岩，例如龍落水中的石龍就其中一例。地質學

者研究香港地質時，就發覺香港最早的岩層是吐露港中的

丫洲和馬屎洲，約在二億八千萬至二億二千五百萬年前形

成，而東平洲的水成岩是約在一億六千萬年前到一億九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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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年前的時間內形成，這個年代也是香港地區火山岩活動最為活躍的年代。所以在水成頁岩

形成的過程中，會被一些火山岩侵入，龍落水的石龍就是活動中的火山岩侵入頁岩中，經過

日久的風化，石龍逐漸顯露出來。 

水成岩形成的陸地應該是平坦的。從東平洲來看，地勢的

確平坦，但仍然有西北向東南、西向東、西南向東北傾斜的

特點，這可能是在東平洲形成後，附近的造陸運動和地殼的

活動仍然不停止，在活動的過程中產生了拉力和擠力，形成

了奇特的傾斜地貌。另外還因東部的頭岩及更樓石面對浩翰

的南中國海，經常受巨浪衝擊，海岸被侵蝕，造成了懸崖峭壁、奇岩異洞和寬大的海蝕平台，

被稱為難過水。而更樓石因石質較為堅實而得以保留下來，成為今天的奇景。但海螺洞就卻

因為如此而形成。 

東平洲是港境最東的海島，它隨著《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而被劃歸香港。當時只有少

數居民在島上居住。到了 1941 年日軍侵華，廣東惠陽一帶居民為了逃避日軍，紛紛逃到東

平洲暫時安身，而投機商人則利用東平洲作為私貨轉運站，一時之間，東平洲聚居了四千多

人。戰後居民有所減少，但在解放後，東平洲島上的水陸居民還有兩千多人，分別聚居在亞

媽村、洲頭村及洲尾村等地，島上並有兩間小學，一座教堂。由於東平洲地勢平坦，缺乏水

源，居民主要以捕魚為生，陸上種植一些花生、番薯、薯仔等耐旱植物，以供日常食用。1954

年，政府協助居民在島在挖了七口井，初步解決用水問題。但到 60 年代，水井亦缺水，政府

便要用船隻運水到島上，供居民飲用。1963 年政府還

在島上建了五座小水庫。 

60 年代初，有商人盧炳熾先生，曾在島上開辦火柴

廠。盧先生祖輩在澳門開辦火柴廠，後來盧先生自立門

戶，於是與港府洽商，在東平洲開辦火柴廠，而政府亦

因欲為島上居民提供就業，於是同意提供協助，由英軍

以船隻及運輸工具將火柴廠設備運到東平洲。但因為路途遙遠，交通不便，招工困難，最終

只有放棄，將火柴廠結束，把機器運回沙頭角。現在島上還遺下當年廠房的遺址，一些機器

設備仍然可以見到。 

到了 60 年代後期，漁船由風帆改為機動，作業範圍不僅限於大鵬灣，

所以東平洲便失去地理上的作用，漁船減少在島上停泊，造成島上店鋪

生意大減，居民經濟來源減少，加上島上水源限制，不能大量種植蔬菜，

難以和其他地區競爭，農業破產，種種原因，使東平洲的居民遷離，目

前留在島上的都是一些老人，而年青一輩只在假日回來，做些旅遊生意。

1979 年 6 月，東平洲大部份地區被劃定為「船灣(擴展部分)郊野公園」。

2001 年 11 月 16 日被劃為香港第四個海岸公園(包括圍繞整個東平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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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平方公里的水域)。 

東平洲可供遊覽的地方很多，主要以奇岩異石為主。七、八十年代曾有一部電影「生死線」

在東平洲拍攝，引起了香港人對東平洲的興趣，現在島上有一

個景點名為天池，就是當年拍攝的場地之一。八十年代初，有

一套電視劇集「豆芽夢」，亦以更樓石為背景，名躁一時。東平

洲上的景點很多，如斬頸洲、龍麟咀、海螺洞、崖婆咀、龍落

水、難過水、頭岩、更樓石等天然奇景。島上建築物不多，除

了一些已被荒廢的村屋外，只有譚大仙廟、天后廟、小教堂等

建築。當然還有一個叫做「七步不同泉」的水井和傳聞鬧鬼的「棚仔」。 

東平洲島上最難到達的地方就是難過水和海螺洞。因為難過水位於更樓石西南，必須在潮

水大退，而又風平浪靜之時方可步過，直達海螺洞，潮水稍高或風高浪急，就不能冒險，所

以有難過水之稱。  

東平洲的舊日傳聞頗多，流傳甚廣，島上居民非常好客，

例如已為人婦的東平洲公主、已作古人的豆腐佬等，都使人

懷念。古稀之年，現時仍在島上經營士多的鄒叔，相信是現

時島上最年長的居民之一 ，他對東平洲的往事還能津津道

來。 

由於近年漁農自然護理處的努力，東平洲已有了環島的步

道，遊人可以沿三條不同長短的遠足路線遊覽東平洲，分別是二小時、四小時和六小時的行

程。                                       

島上亦有食店為遊人提供住食宿，查詢電話 2656 0065 或 2666 9915 新昌士多。每逢星

期六、日及假日，翠華船務公司有渡輪往返東平洲，查詢電話 2527 2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