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埔原名大步。清嘉慶 《新安縣古 》 亦作大 步墟 。 大步一 名的 由來巳 久 ，

宋初已有此名 ， 新安鬟南的海面即名為大步海 ，
為南 漠採珠

之所 ，

即著名 的

媚 川 都的所 在地
，

這是 合 浦 以 外 的 中匭 古 代 最著名 的產 珠
地

方
。

從前大埔之 所以名為大 步 ， 據當地 的民間傳 説 ， 舊時 大埔 本為－ 廣大之

森林，林木深邃， 野獸出及，為害行旅 ， 因此行人走 近
這

一

帶
，

大家 必 定 互

相 警 戒 要 跨大步趕快 走 過 去
，

久之 這
一

帶遂被名為大步
。

民間傳説雖未可盡信 ， 叭而有時亦 未可不信 ， 囚為它多少必
有 點來 由和

根據。如這裏有關大步這 一地名的傳説 ， 憙 怕未必完全是虛構的 。 最 可／主意

的是，數十年前香港政府在這裏建築公路時 ， 曾在開闢路基時從 地 下 土 中
掘

出很多大樹根， 其形狀和種類都是今日新界早巳絕跡及有的 東西 ， 因此可
知

古時這裏確是一座大森林。最近香港大學地理教
授戴衛

斯
在他的新著《香港

地質》一書中，就曾經根據這些被發現的大樹根 ， 證明這 — 帶在
古

時必
有 很

茂盛的大蒜林，因此很適宜野獸和頂始入頻居住
。

戴 衛 斯 教 授 的 這
—

推 論
，

不 啻 間 接 證 明 了大步 這地名 的 傳 説有幾分可 靠
。

作為大埔從前是一塊稠密森林地帶的另 －
佐證 是在

今
日大埔 墟 的

附

近，原本還保存着一 座 樹木茂盛的小山 。 這座山名為 「錦山」 ， 就因為它四

時縹蔭美麗如錦的緣故。山上的樹木是不許隨意斬伐的 ， 因為大埔鄉人 認
為

與 當地風 水
有

關 ， 所 以這山又名「 禁山」
。

至 今 新 界大埔理 民 府 轄下 的大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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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
，

還有
—

村名為禁山村的
。

這座禁山 被開發建築房屋 ， 不過是近幾十年

的事
。

大埔有時又寫作大埗 ，這是個俗寫 ，是因大埔碼頭而來的 ， 因此並不怎

樣通行
。

嶺南方言稱碼頭及船隻停泊處為 「步
」

由來巳經很久。宋入吳處厚

《青箱雜記 》 載 「韓退之羅池廟碑
，

言步有新船 ，或以步為涉 ，誤也。蓋嶺

南謂水津為
步

，
言步之所及

，
故有曾

步 ，即渔者施誓處 ，有船步，即入度船

處 。
」

又
，

大垧墟 的 「墟
」 字 ，也是本地特有的土 名 。雖鈥古有陶墟殷墟 ， 但

所指是任處
，

而不是像這裏是特指市集而 言 。 以墟為鄉村市集的通 稱 ，也是

嶺南特有方言
之

— 。
唐人詩云 「青笞裹鹽歸峒 客 ，綠荷包飯趁墟人 」 ，就

是

用這方
言 ，

趁墟即等於北方人所説［趕集」的意 思
。

大埔墟有新舊之
分

。 今日我 們所見的熱鬧繁盛的大塢墟是新 墟 ，原名
太

和
市 ，

是在屑末才開闢 的 。至於舊 墟 ，亦稱大埋老 禮 ，則在今日新墟的
東

北
，

俗稱營盤
下

，
在明萬曆年間就巴 經存在 了

。

大埔舊墟建立的由來
，

是與新界 望族鄧姓有關 的 。相傳在明隆慶年 間
，

當時粉嶺附近的龍躍村 有—家 姓鄧 的 ，給當時著名的海盜林鳳擄去了勒贖
款

項
。

姓鄧的 有兩個兒 子
，

大兒子名鄧師 孟
， 以家中貧苦，輒力籌款贖父，

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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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 告到新安縣，官斷大埔墟是鄧姓開業的，便判定他姓只可在墟內建築住

垕自行居住，不得建築巿房出租營商 。 於是這場官司姓文的便敗訴了 。

同治十二年 ， 濱海一帶發生海嘯颶風 ， 文屋村的房屋差不多全部被颶風

吹毀了，文族人士又擬在大埔墟建築市房，鄧姓後人當然又援例反對 。 這樣

纏訟多年 ， 雨姓時時為了這問題起糾紛 ， 直到光緒十八年（公元 一八九二

年） ， 新安縣令才判定大埔墟只有鄧姓始有權在墟內建築巿房 ， 他姓永不得爭

議 ， 並且勒石為記 ， 氷息爭端 ， 立碑於墟內的天后宮內 。 這塊清光緒十八年

五月十八日立的碑石 ， 至今仍可以在舊墟的夭后宮裏見得到 。

文姓人士既永不能在大塢墟內建屋營商，於是便決議另起爐灶 ， 由當時

的文姓富戶文湛泉 ， 邀集附近各鄉他姓人士 ， 舉行公議 ， 決定在原日大埔墟

附近的地方另闢新墟 ， 各鄉互相集資進行建築 。 他們向新安縣遞稟獲得批准

後 ， 便立即興工，在第二年就完成了，取名大和市 ， 擇吉開市 ， 這就是大埔

新撻的由來 ， 也就是我們今日所見的大埠墟 。 當時新墟開業後 ， 繁籃得很

快 ， 舊墟的商店遷移過來，於是舊墟便逐漸衰落了。

－ 

兮

,i'r 

由

錦田的開闢巴經很久。今日研究新界史蹟的入 ， 多數已經知道錦田是鄧

氏開村的 。 但在鄧氏祖先遷居錦田以前 ， 其地早巳有人居住 ， 而且這地方在

當初並不名為錦田 。

錦田鄧氏的開山祖先是鄧漢黻 ， 他是在宋開寶六年（公元九七三年）來

到廣東的 。 在他未到錦田以前，信在這地方的鄉人多是陳姓，所以在宋朝以

前 ， 這地方名為陳曰 。 鄧氏來到陳田後，即卜居於圭角山，這座山就在今日

錦田附近 。 鄧氏因他所住的地方四周都是高山，就命名住處為岑呈 ， 於是四

同所開闢的田地便名為岑里田 。 後來又將岑里田縮稱 ， 就變成了岑田 。 從宋

初直到明朝 ， 這地方都名為岑田 。直到明萬曆十五年，因了鄧氏後人鄧元勳

輸粟救災有功 ， 這才改成錦田 。

明萬曆十五年新安縣歉收 ， 饑荒成災 。 官發粟散賑 ， 但所存不多 ， 無濟

於事 。 當時的新安知翳是邱體乾，他想起岑曰鄧元勳是著名的富翁 ， 家中擁

有良田萬畝 ， 生平又樂善好施，便派員向他借穀散賑，鄧元勳— 口便答應輸

穀— 千石 。 這數目在當時大約太驚人了，知縣聽了幾乎不敢相信，叫人去覆

詢 ， 鄧元勳仍説他確是要捐輸 千石 ， 並且説穀都存在倉裏，隨時可以派入

來搬運。

知縣邱體亁聽了十分高興 ， 髓即親自封發船隻率入到岑田來取糧 。 鄧元

勳吩咐打開穀倉，倉裏果鉄積穀如山 ， 新安縣屈來的官役督率搬連 ， 搬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