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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窩--離島系列(中英日三文對照)》

内容概要

梅窩位於大嶼山的東南部，是大嶼山島最接近香港的鄉鎮，早在16世紀的明朝，已有農民居住，在19
世紀當時更發展有六條村落。早年村民以採礦為生，所以又名銀鑛灣，村內名勝眾多，景色怡人。
梅窩是「離島自然歷史徑」大嶼山段的開端，區內歷史文物包括有；文武廟、洪聖古廟、北帝宮、涌
口古宅及著名的銀鑛灣沙灘、銀礦洞等。從《梅窩》這本書中，可使旅遊人士更深切了解這個鄉鎮的
原有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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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该书最吸引人的章节是第一章⋯⋯后面就⋯⋯配图很好，尤其是分布的示意图，非常清楚。看的
出来这是用心编撰的一本书，关于岛上路线的行走，沿途会经过的地方都细致地提及——但有些过于
细致了有些景点根本算不上是景点啊而且对于景点的描写和与景点对四周的所见的描写文笔有些差强
人意导致读起来索然无味。该书可作为对梅窝地区的纵览，十来个章节涉及名字由来历史形成自然风
光以及人文方面如岛上居民居住等等涵盖面广，只是深度略缺，虽说一本薄薄的书不该要求这么多但
是人文方面的活动介绍可以弄得更吸引人点的其实⋯⋯= = 选材和文字都有些过于平淡了。但作为总
导览而言还是值得一读的会对梅窝这个地方有总体的概念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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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梅窩--離島系列(中英日三文對照)》的笔记-part1 梅窝与周边地区的地名探索

        pp. 11-17
梅窝在不同年代出现过不同的名称。在南宋末年，梅窝叫做「梅苇」或「梅蔚」。按清毛鸿宾&lt;广
东图说&gt;记载：「梅蔚山⋯林木荫翳，前护县治，后障东洋。宋景炎中，当驻跸于此。」另据清王
锡祺&lt;小方壶齐兴地丛钞 &gt;记载：「梅蔚山在新安南海中；又西南八十里，有官富山，山东有官富
场。宋景炎二年(1277年)，正月，帝幸梅蔚山。」故相传宋帝昺曾在这里做过行宫。按明朝的&lt;粤大
记&gt;记载，但是称为「梅窠村」。但「梅窝村」这个名称则在清嘉庆&lt;新安志&gt;里方有记载。

据说，「梅窝」这个名字是因为这里的地形像梅花的五瓣。该处群山环抱，中部有一座高67米的蝴蝶
山，周围的地势低陷平坦成窝形。区内的白银乡，梅窝旧村，大池塘，鹿池塘和涌口，形状像梅花的
五瓣，故得名梅窝。又又另一说法，此地村民善种梅花，犹如「梅花地窝源」，故称之为「梅苇」。
梅窝的东北有一岬角，独处银矿湾一隅，叫做万角咀。原来这里本叫「满角咀」，「满」字在渔民来
说，是「尽头」之意，但说在他们口中则成为「万」字，故后来便被传为「万角咀」了。

「白芒」村的来源有两种说法，其一是该村的祖先来到该地时，见遍地是白芒野草，故名。另一说法
，该村的祖先从中原南迁，常常怀念故乡，北望神州，由于他们是客家人，口中的「北望」变成「白
芒」了。「大濠」见于清朝中叶，白芒，连同大濠，牛牯塱，禾寮，咸围五村在清朝中叶驻有汛兵五
名，称为「大濠汛」。「牛牯塱」，在&lt;新安县志&gt;中亦有提及，当时叫「由古萌」。

对着繁体打简体真尼玛累。。。= =
在看地理文志时要是有"地名研究"部分总会特别感兴趣，每次看到好听的地方名会有特别欣喜的感觉
啊！特于此摘抄一下第一章。

另外我觉得「由古萌」这个名字好萌的！

Page 4



《梅窩--離島系列(中英日三文對照)》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