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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末二帝與宋王台 

 南宋末年，香港地區發生的重要政治事件，是逃避元

兵追逐，流落在香港地區的南宋末代小皇帝端宗趙昰和

廣王趙昺的行蹤，至今仍然留下許多歷史遺跡和傳說。 

 元朝至元六年 (1276)，元兵攻陷宋首都臨安（杭

州），宋 

恭宗皇帝被擄，南宋朝臣陳宜中、張世傑、陸秀夫等與

益王昰和廣王昺出走溫州，後再乘船到福建的福州。張世傑，陸秀夫等就在福州擁立趙昰為

帝，改元景炎。其時趙昰年僅九歲，是一個不懂事的小孩子。而趙昰的同父異母弟弟趙昺被

封為衛王。 

 元兵緊緊追趕宋軍，張世傑等奉端宗趙昰繼續

向南奔逃。同年 11 月，從泉州經廈門進入廣東

的南澳；12 月到惠州甲子門。第二年即景炎二

年(1277)經大鵬灣進入香港地區的梅蔚。梅蔚有

人說是現在的『馬灣』，或『青衣島』，很多人考

證認為就是大嶼山的梅窩。4 月張世傑奉帝到官

富場，即現今之九龍灣及土瓜灣一帶。這裏是古

代著名的鹽場，經濟基礎較好，加上還有部分軍

隊駐守。6 月張世傑與趙昰等又到古塔。有人認

為古塔就現在佛堂門以南的東龍島北部。稍事休息後，9 月轉到淺灣。淺灣即現在的荃灣。

元將又襲淺灣，11 月宋軍轉到東莞虎門的秀山。2 月到中山的井澳和謝女峽，即現在大小橫

琴島一帶。翌年 3 月，文天祥克復惠州，王道夫克復廣州，帝昰又回到碙州。 

 景炎三年(1278)月端宗趙昰病逝於碙州，殯葬於此，謚號端宗，陵曰永福陵。碙州有人說

是廣東雷州半島的吳川縣附近，但也有人認為是在香港的大嶼山。根據【南海古蹟記】載：「大

奚山在東莞南大海中，一曰碙州山，有三十六

嶼，山民聚魚鹽，不農，宋紹興間招其少壯，

置水軍，嘯聚遂墟，其地今日有數百家徙來，

種薯芋，射糜鹿，時載所有至城易磕米去。」

這是碙州即大嶼山的一個例證。 

 趙昰死後，陸秀夫擁立僅有八歲的趙昺繼

位，改元祥興(1278)。陸秀夫為左丞相。6 月，

陸秀夫與宋帝昺遷至新會崖山，在這裏建造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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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和軍營，以為可以在這裏落腳經營，誰知到翌年 2 月，元兵追到崖山，宋軍被張弘範所敗，

陸秀夫背負帝昺跳海自盡，至此南宋滅亡。土人相傳，在宋帝昺於崖門蹈海後，有漁人在海

面發現一童屍，身穿華服，有鳥群在上面遮蔭，眾人認為是宋帝昺之屍，於是就撈起秘密安

葬於赤灣。這就是赤灣宋帝陵的由來。 

 宋端宗死於大嶼山，而宋帝昺又在大嶼山登位，但現今在大嶼山找不到一點遺蹟，只有九

龍的宋王台供我們憑弔。宋王台的史蹟，在新安縣誌中記載「宋王台在官富之東，有盤石，

方平數丈，昔帝昺駐驛於此」，台側巨石舊有【宋王台】三字。但在日軍佔港時，由於日軍要

擴展機場，將宋王台所在之聖山，夷為平地，取石填海，而刻有【宋王台】三字的那塊石頭，

也被炸得滾下山腳，幸好那三個大字完好無缺。現在這件大石安置在今天宋王台公園中。公

園於 1959 年落成。 

九龍宋王臺遺址碑記 

  宋王臺遺址在九龍灣西岸，原有小阜名聖山者，巨石巍峨，矗峙其上，西面橫列元刻宋王

臺牓書，旁綴清嘉慶丁卯年重修七字。一九一五年香港大學教授頼濟熙籲請政府劃地數畝永

作斯臺遺址，港紳李瑞琴贊勷其事，捐建石垣繚焉。迨日軍陷港擴築飛機場，爆石裂而為三，

中一摩崖諸字完整如故。香港光復後，有司仍本保存古蹟之旨，在機場之西南，距原址可三

百尺，闢地建公園，削其石為長方形，移置園內，藉作標識，亦從眾意也。 

考臺址明清屬廣州府新安縣，宋時則屬廣州郡東莞縣，稱官富場。端宗正位福州，以元兵

追迫，逐入海，由是而泉州，而潮州，而惠州之甲子門，以景炎二年春，入廣州治，二月舟

次於梅蔚，四月進駐場地，嘗建行宮於此，世稱宋皇臺。或謂端宗每每憩於石下洞中故名，

非所知矣。其年六月移蹕古塔，九月如淺灣，即今之荃灣也。十一月元兵來襲，乃復乘舟遷

秀山。計駐於九龍者凡十閱月焉。有宋一代，邊患迭興，西夏而外，抗遼，抗金，抗元無寧

歲，洎夫末葉，顛沛蒙塵蹔止，於海澨一隅圖匡復興，後此厓山君臣所踐履者，同為九州南

盡之一寸宋土，供後人憑弔而已。石刻宜稱皇，其作王寔元修宋史之謬，於本紀附二王致誤

今名。是園曰宋皇臺公園，園前大道曰宋皇臺道皆作皇正名也。方端宗之流離播越也，宗室

隨而南者甚眾，後乃散居各邑，趙氏譜牒彰彰可稽。抑又聞聖山之西南有二王殿村，以端宗

偕弟衛王昺同次其地得名，其北有金夫人墓，相傳為楊太后女晋國公主先溺於水，至鑄金身

以葬者。西北之侯王廟，則東莞陳伯陶碑文，疑為楊太后弟楊亮節道死葬此，土人立廟以祀

昭忠也。至白鶴山之遊仙巖畔有交椅石，據故老傳聞，端宗嘗設行朝，以此為御座云。是皆

有關斯臺史蹟，因并及之，以備考證。一九五七年歲次丁酉冬月，新會簡又文撰文，台山趙

超書丹而選材監刻，力助建碑復刊行專集以長留紀念者，則香港趙族宗親總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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