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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致力推動大澳保育與環保的「活化大嶼山文
化研究中心」總監朱福華，在大澳出生與成

長，親身見證大澳在六十多年裡的蛻變。面對社會
不同方面的衝擊，不禁讓他重新反思大澳文物古蹟與
歷史事件、人物發生的關係和意義。他驚覺即使香港
不斷經歷變遷，大澳卻仍然一如既往保留原有的味
道與情懷。在這個懷緬與反思的過程中，他找到了一
份對香港的認同以及大澳與這城市密不可分的關係。
通過教育、撰寫文章以及帶領年輕人遊覽大澳，他希
望這一代的人學會珍惜大澳的景物，因為說不定哪天
這些動人的景致、古蹟舊物會被時代的巨輪一併帶
走。「大澳人擁有很多驕人記錄，一項國家非物質文
化遺產、全港最整齊的棚屋群、佛教寺廟、人工紅樹
林等等，除了到大澳吃喝玩樂，遊人或許還可以用更
深層的角度去欣賞它。」而朱福華就領記者，徒步
去聆聽、感受與欣賞大澳的點滴與魅力。

當漁村式微城市崛起
中國人常說做人要飲水思源，要是重新尋回香港經

濟起飛、生活富足的足跡，漁村的誕生也許是香港故
事的開首。大澳當時作為其中一個重要的漁村，漁業
不僅給人們帶來溫飽，同樣也孕育了不少民間智慧、
手藝以及信仰。百多年前，中國沿海一帶地區、以捕
魚為生的，大多都屬於𣇇家族群。𣇇家早就在香港和
內地沿海地區的不同角落發跡，是香港四大民系之
一，他們擁有相似的生活模式和習俗，幾乎與中國其
他少數民族看齊，卻因為語言無法統一而沒有被列入
為中華民族當中。𣇇家的生活居無定所，船漂泊的方
向掌管每家每戶落戶的命運，他們往往被形容為海上
的遊牧民族。
為了能夠更安穩踏實地生活，大澳的漁民（也稱為

水上人）開始給自己的家庭在沿水道兩旁搭建棚屋，
相鄰而築，形成長條形的棚屋區，並與陸上居民在大
澳建構了屬於自己的社區。直到1960年代，漁業因
為自然環境、海洋生態的改變、年輕人陸續到城市工
作而漸漸式微，蜑家的傳統與獨特的氣質亦慢慢褪去
它原來的模樣。到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市民的
生活因為發展各行各業崛起而變得更加富裕，城市翻
天覆地發展與改變。「漁民會開始追求冷氣機、電視
等城市化的生活，與陸上居民的生活模式逐漸相
近。」即使大澳的漁業不再閃閃發亮，朱福華認為留
下來的居民仍然堅守傳統和保留純樸的氣質，默默守
護躺臥在海邊的這個家園，給今天的香港留下了保
存得最完整的棚屋群，讓前來大澳的遊人能夠鮮活地
閱讀到歷史痕跡，追溯到昔日的情懷。「城市規劃和
生活限制讓棚屋數量越來越少，所以我們更要珍惜棚
屋的存在。」朱福華說。

區區有故事之區區有故事之大澳大澳（（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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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被疫症的陰霾籠罩香港被疫症的陰霾籠罩，，很多人都希望很多人都希望

除下口罩除下口罩、、呼吸一口新鮮的空氣呼吸一口新鮮的空氣，，緩和身緩和身

心的壓抑心的壓抑。。大澳大澳，，一直被自然環境包圍和一直被自然環境包圍和

眷顧眷顧，，是都市人選擇逃離的熱門勝地是都市人選擇逃離的熱門勝地。。這這

片土地也像是一所博物館片土地也像是一所博物館，，收藏了香港珍收藏了香港珍

貴的回憶和情感貴的回憶和情感。。即使大澳早不是香港生即使大澳早不是香港生

存的命脈存的命脈，，與國際大都會的稱呼似乎無法與國際大都會的稱呼似乎無法

再扯上關係再扯上關係，，但它卻同樣經歷過繁華盛但它卻同樣經歷過繁華盛

世世、、衰落衰落，，甚至是疫症的爆發甚至是疫症的爆發。。而當年在而當年在

大澳的居民是怎樣在各種高低起跌中給這大澳的居民是怎樣在各種高低起跌中給這

城市寫下不朽的故事城市寫下不朽的故事？？大澳和今天的香港大澳和今天的香港

又有怎樣千絲萬縷的聯繫又有怎樣千絲萬縷的聯繫？？

文文、、攝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儀雯陳儀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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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場紅樹林雀鳥棲息地
在大澳除了能夠欣賞棚屋的風光，近

年也許還會注意到越來越大面積、分佈
在不同角落的紅樹林，而紅樹林的前身
是一個個鹽場。過去大澳居民除了出海
捕魚為生以外，部分居民也會在沿岸海
灘曬製海鹽，當時主要有四個鹽場。鹽
業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步入全盛時期，
它不但帶動了鹽的供應，也因為鹽適中
的鹹度，令大澳鹹魚成為當地其中一個
特產。「中國人對煮飯很講究，不能沒
有鹽，所以鹽就特別矜貴。當時有鹽的
地方就有官兵駐守，可見大澳曾經是一
個富庶的地方。」朱福華說。
可是，鹽業同樣敵不過變遷與取替，直

到1960年代後期，泰國與中國內地廉價的
食鹽進口香港，本地食鹽的需求下降，鹽
田逐漸荒廢，卻變成一個個紅樹林。「紅
樹林的出現至今還是一個謎。」朱福華形
容紅樹林的繁殖能力強，短時間內就能長
出一片讓雀鳥和其他動物棲息的園林。
「然而，不是每一個人都喜歡紅樹林，因
為會影響景觀。」即使紅樹林遮擋風景，
朱福華無法掩蓋對紅樹林的欣賞與喜愛，
因為它給大澳打造了更優質的生態與自然
環境。

根據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資料，政府在
2005年至2007年間，因為要給大澳居民
補償建設赤鱲角新機場及發展北大嶼山造
成損失的紅樹林，而在原來鹽田的位置重
新打造紅樹林，並孕育出多樣性的濕地動
物，包括蟹、腹足動物、彈塗魚和水鳥。
人工種植的紅樹林，因為其旺盛生命力而
佔據了越來越多的土地，在恍似發展自然
環境走到絕境的香港，大澳紅樹林卻帶來
曙光，朱福華亦相信它有潛力成為香港第
二個像米埔一般的自然保護區，除了給遊
人享受自然環境與成為觀鳥勝地，也給動
物有更廣的空間棲息。

從瘟疫地到盛產文化遺產
自古以來，香港不止一次爆發疫症。

回看百多年前的大澳，也曾經屢次被瘟
疫的陰霾籠罩。根據大澳現年近九十歲
的漁民長者溫福明及張海平講述，約在
1890年至1910年的20年間，大澳相繼發
生了數次不知名的疫症，相傳是傳染力
極強的鼠疫，引致多人死亡，大澳居民
人心惶惶。當時尚未有完善的醫療服
務，教育也非常貧乏的大澳水陸居民，
只有求神拜佛，燒衣拜祭，以求消災。
大澳不乏廟宇讓居民能夠定時參拜，當
中包括：楊侯古廟、新村天后廟、關帝

廟以及洪聖廟。因此，百多年前的居民
面對疫症，有長者想到以「遊涌」的方
式抗疫。居民以龍舟鼓響，先到四個廟
宇詢問神靈，然後請神遊涌，希望以鼓
聲及請神靈四處繞涌將瘟神嚇走。而的
確遊涌過後不消數月至近初秋，瘟疫漸
散，漁民得以康復。
時至今天，大澳遊涌慶典成了一年一

度富有紀念意義和節日色彩的龍舟活
動，在每年農曆五月初四（即端午節的
前一天）舉辦。「遊涌」在2011年被列
入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是首批被列
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的項
目，並於2017年自動入選「香港非物質
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有別於一般的
體育活動，大澳遊涌完全是在祭神、祭
祀、消災的基礎上。龍舟神靈遊涌、為
百姓消災解難的方式貫徹了人們對神靈
的依賴和敬重。「居民請很多廟的神，
安排儀式、典禮、怎樣將神靈送回去
等，我們都很有系統的。」朱福華希望
外界能更多關注「遊涌」這項被忽略的
文化遺產，他覺得即使大澳遊涌慶典與
香港著名的長洲太平清醮、大坑舞火龍
等同樣是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卻往往
因為缺乏國際傳媒的報道，被政府忽略
了其地位、重要性和意義。

所謂家有一老，如有
一寶，大澳像是這個城市
可以向其學習、尊重的一
位前輩，它不再是支撐香
港的軸心，但卻記下了香
港人的毅力和靈活變通的
精神，它的靈魂值得這一
代人繼續深思和學習。視
大澳為一個家的朱福華，
明白大澳怎樣也逃不過發
展的命運，但對於具體的
規劃也會讓他感到一定的憂慮。「發展
和保育，一定要很小心規劃，而且必須
取得一個平衡才可以保持大澳作為『東
方威尼斯』和『香港後花園』的美
譽。」被問到怎樣才是一個最理想的
「發展」狀態，朱福華表示，希望大澳
能夠繼續保持他童年時候感受到的美，
但亦坦言這個想法很奢侈，因為他知道
政府對於香港未來的發展，在交通、建

築、規劃上都會用到大澳這個地方，日
後能夠隨便使用的空間將會越來越少。
「所以以後要是還能看到黃昏日落、在
水道裡面能夠看見雀鳥、魚類棲息，我
就很滿足了。」即使逃不過發展，朱福
華也希望下一代可以在大澳回看過去或
者現在珍惜擁有的東西，因為這些都是
一個城市瑰寶。那麼，大澳的未來將會
何去何從值得探究？

要是能夠俯瞰大澳的寶珠潭，
會看見楊侯古廟，被紅樹林依
傍。三面環海的它，見證了當年
不少鮮為人知的故事。在回歸以
前，大澳的陸地仍然是港英邊
界，屬於港英管治的地區，所以
當時有水警駐守。相反，離開陸
地，到了海上的話則屬於中國邊
防，就歸中方管轄。由於這個獨
特、隱蔽的邊界，當時走私活動

氾濫，中英邊界之間成了人們交
換貨品的集散地，這種交易被寫
進香港歷史當中。過去一到了黃
昏日落時分，很多內地人就會坐
快艇前來進行交易，人們在那
裡買賣不同的貨品，甚至是毒
品，每次都有十幾艘艇在邊界停
泊。寶珠潭這個繁盛的光景在上
世紀八十年代持續了將近十年的
時間，直到回歸的時候英界變成

香港警區，海陸就沒
有邊界之分，也再沒
有走私的活動。今天
再往海上遠眺，會看
見剛剛建成沒多久的
港珠澳大橋，兩地彼
此拉近，距離港英時
期越來越遠，也許是
每個香港人正在深刻
經歷的。

大澳人冀「東方威尼斯」風情不褪 漫步昔日走私邊界

■■昔日的鹽田變為紅樹林昔日的鹽田變為紅樹林。。 ■■大澳有潛力成為另一個觀鳥天堂大澳有潛力成為另一個觀鳥天堂。。

■■希望大澳一如既往保留原有的味道與情懷希望大澳一如既往保留原有的味道與情懷。。

■■大澳擁有香港最完整的棚屋群大澳擁有香港最完整的棚屋群。。

■■紅樹林給雀鳥提供棲息地紅樹林給雀鳥提供棲息地。。

■■鹹度適中鹹度適中
的鹽的鹽，，讓鹹讓鹹
魚成為大澳魚成為大澳
的 特 產 之的 特 產 之
一一。。

■■活化大嶼山文化研究中心總監朱福華活化大嶼山文化研究中心總監朱福華。。

■■大澳孕育了不少民間智慧大澳孕育了不少民間智慧。。

■■坐落在寶珠潭的楊侯古廟坐落在寶珠潭的楊侯古廟。。

■■大澳遊涌慶典是一年一度的龍舟活動大澳遊涌慶典是一年一度的龍舟活動。。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