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香港史‧ 一

香港史‧清初的香港  

 

香港地區「遷界」                                                                            
 
清初，香港曾實行「遷海政策」。 
 
當時，明遺臣鄭成功退守台灣抗清。
清世祖順治十八年至康熙二十三年
(1661-1683) ，為了對付鄭成功的海
上反清勢力，禁止沿海居民對其接
擠，聯結舉事，清政府頒佈「遷界
令」，規定沿海所有居民內遷五十
里，並收漁船，不准出海。 
 
 
 
當時，香港、九龍半島及新界離島居民均在遷界範團。居民全部遷回大陸，凡遷
界之地，房屋、土地全部焚?或廢棄。香港地區的生產和人口分怖經過這次遷
海，面目全非。而且沿海空虛，海盜乘機活動。 
 
有見及此，兩廣總督周有德、廣東巡撫
王來任先後力陳「遷海」之害。康熙八
年(1669)，清政府淮人民返回故居復業。
居民為不忘周、王二公之恩，分別在錦
田、上水建立周王二公書院和報德祠。 
 
 

復界初期，居民陸續遷回，惟人數不多，因遷海
之後，有些已落藉他鄉，無意遷回；亦有客死途
中及異地者，以致田地荒蕪。故於雍、乾期間朝
廷下詔?勵廣東北部、福建、江西等客族居民入
遷定居，人口大增，惜其時前代各業早己沒落，
故他們多從事漁農業為主。 
 
以下是當時客家人遷來建造的： 

 
 
 
 
 
 
 
 
 
 
 
 
 
 
 
 
 
 
 
 
 

周王二公書院 

客家遷徒圖 
香港 

濟南 

 

三代客家人 

上水客家圍 

柴灣羅屋 

 

荃灣三棟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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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清初的香港 
粵東名盜張保仔 

 
 
清初，香港沿岸海盜十分猖獗，其中有名的海盜便是張保仔。 
 
張保，亦稱張保仔，新會 江門漁家子弟，十五歲隨父出海捕
魚時，被海盜鄭一所擄，淪為鄭一之部下。鄭一見張保仔智
勇兼備，不久便更陞他為「頭目」。鄭一死後，眾盜便擁張
保仔為首領。 
 
清初，張保仔活躍於珠江三角洲一帶，他劫掠的大多是中外
商船，甚少侵擾漁家，被認為是一名良盜。張保仔對盜眾管
理甚嚴，尤禁奸淫，妄殺，他賞罰分明，故能令群下順服。 
 
張保仔全盛時，擁有船隻三百多艘，，部眾 4萬餘人，他以東
涌為巢穴，並在?魚涌、西營盤、東營盤(即現灣仔至七姊妹
一帶)、赤柱、馬灣、長洲等地建防?據點。西營盤、東營盤
兩地名的來歷，正是與張保仔建營有關。 
 
 
 

嘉慶十四年(1809)，清廷聯合葡萄牙人圍
剿張保仔，雙方在赤臘角附近展開激烈海
戰，張保仔勢力大減，不久投降。據說，
香港島上居民，以為從此太平，遂把西營
盤後面的硬頭山，稱之為 “太平山”。 
 

 
 
張保仔投降後，協助清廷收捕其他海
盜，珠江一帶之盜患得到平息。張保遂
得清廷授予二品武官之位。 
 
 
 
 
 
 
 
 
 
 
 
 
 

張保仔塑像 

1960年代的太平山。

西方人筆下的 “香港海盜被捕”。 

長洲張保仔洞 

洞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