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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嶼山發展應從全港發展作一定位，不能盲目發展，把香港最後一個保存很好的

綠島變為一個垃圾場或貨櫃場，盲目地用不恰當的經濟發展把上天賜予香港市民

的生態美景摧毀。不少到過大嶼山的外國朋友回國都向人介紹大嶼山的自然美景

－包括大澳濕地，龍仔悟園，鹿湖，鳳凰徑及長沙海灘等以自然環境，仍保留著

百年前的處女地的勝境。故此，大嶼山應以保留其自然及文化為重，定位為大自

然生態區及傳統文化區，讓香港及全世界人士共同享有這綠島的資源，使她可以

像旺角的女人街，太平山夜景一樣，成為香港引人入勝的其中一顆明珠。 
 
減低人工製造及人為破壞－大嶼山本身有很多已存在但日久失修的名勝古蹟，像

龍仔悟園便是中國園林的典範，到過的中外遊客一方面著迷於其自然的美態，一

方面又慨嘆於其今日殘敗的境況；還有鹿湖亦是大嶼山佛教梵林勝地，大澳水鄉

及梅窩銀礦洞都是本土文化的見證；自然生態方面，應致力保護大嶼山西南面的

海岸線及海洋生態，其中包括中外行山人士所稱讚的大二澳至汾流及石壁的優美

海岸生態及步道。筆者就曾經在該處遇到不少外國的行山人士，他們都對那處的

景色讚不絕口。大嶼山是行山勝地，而非越野單車中心，兩者是全然不同的人士，

越野單車對山林造成破壞與囂擾，實在是不配合大嶼山行山徑的和諧與優美。 
 
為確保政府的持續發展及生物多樣化政策，減少人口和旅客造成的污染物增加對

大自然造成不可避免的傷害，增加對大嶼山本地珍貴物種及生態大蠔河生態保

存，中華白海豚的保育，東涌河水道保育既可有利於萬物的化育，亦可成為生態

旅遊的招徠。 
 
大嶼山是本地的佛道文化中心；政府的政策應著眼於重建荒廢的勝地，更勝於人

工修飾，如鹿湖，龍仔悟園，銀鑛洞，才是植根於本土文化的勝地。正如為中國

美女穿上西妝去表現中國人的體態美，而不知國際人士最欣賞中國佳麗的旗袍。

試想中國杭州西湖市政府動用數百億搬走及拆卸不配合大自然的人為修飾及過

份商業化的建設，重新疏通水道，回復西湖昔日美態，看似愚蠢，實質是聰明睿

智，今日西湖又能重新被遊人寵愛，所用去的支出早已被旅遊的得益所補償。反

觀我們的政府卻走人家的回頭路，要在大自然山水間大做木板長廊，越野單車

徑，而忽略國際遊客對大嶼山自然美態的欣賞，不單愧對前政府致力保育的美

意，更有用盡下一代資源之虞。中國杭州政府尚能有過則改，補救於未晚，特區

政府又豈能重蹈覆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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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人忠告某些人士，大嶼山非政客的籌碼，她是屬於全港市民及我們下一

代的珍貴天然資源。香港作為一個國際金融中心，市民要求的是生活質素改善，

而非倒退,，盲目發展只會加劇空氣的污染及天然花園的消失。其實，如果我們
留意假期到大嶼山的中外遊客數目，便知大嶼山的旅客已飽和，我們現在須要注

意的是如何在香港這一個污濁空氣中保留一個清新的綠島。我們如不知取長補

短，盲目發展，必蹈巴堤雅和杭州發展旅遊的覆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