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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物六千年 

 香港歷史悠久，可追溯至六千年前，而不同的歷史時期，亦先後留下不少文物及古蹟，成為本港的

歷史見證。這些珍貴及有教育意義的古蹟與文物，是香港市民大眾的文化遺產，一定要悉心保護。政

府於一九七六年實施古物及古蹟條例，目的就是要保存香港的文物精粹，以便留傳後世。 

新石器時代中期 (約公元前 4000-前 2500) 

香港的古物及古蹟最早追溯到新石器時代中期（約公元前 4000 年-前 2500 年）。考古資料顯示，

早於公元前四千年，已有先民在香港活動。發現新石器時代中期遺存的遺址包括：舂坎灣、大灣、深

灣、蘆鬚城、西灣、蟹地灣、大浪灣、東灣、虎地灣、過路灣、深灣村、銅鼓洲、龍鼓灘、湧浪等。

顯示先民主要在海灣內的沙堤和鄰近山坡上活動。他們留下來的陶器有釜、罐等炊煮器和盤、杯、碗、

豆等盛食器。石器則有奔、刀、鏃、砍砸器、刮削器、尖狀器、拍、硾、砧、杵、礪石等各式生活工

具和環、玦等裝飾物。推測先民只過著簡單的漁農生活。 

新石器時代晚期 (約公元前 2500-前 1500) 

 香港境內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有湧浪、沙螺灣岬角、龍鼓上灘、龍鼓灘、掃管笏、石角咀、

銅鼓洲、沙洲、花坪頂、蟹地灣、東灣、扒頭鼓、狗虱灣、深灣、蘆鬚城、沙埔村、洪聖爺灣、小鴉

洲、鯆魚灣、大鬼灣、沙柳塘灣、東灣仔等。此時先民的活動範圍，不再局限於海灣的沙堤，更擴展

至山崗和山岬之上，並出現較大的聚落遺址如湧浪等。  

 此時先民製造的陶器和石器，無論在器型、種類和製作技術上，較前期均有很大的進步。陶器方面

出現了拍印各類幾何形圖案的器皿，是華南地區的典型器物。湧浪遺址更發現不少陶紡輪，證明當時

先民已懂得紡織衣物。石器方面，種類繁多，主要分武器和實用工具，顯示當時先民仍然是靠狩獵和

捕撈海產而生活。此外，還發現大量環、玦等飾物，以及石鉞和石戈等禮器，推測當時的社會組織較

前期複雜。 

 湧浪、沙螺灣岬角、龍鼓灘、沙柳塘和扒頭鼓遺址出土的柱洞遺蹟，可推測當時先民是居住在干欄

式的房子。屋外以石塊圍成爐灶生火煮食，於是遺下大量紅燒土、殘爐箄和灰燼等遺蹟。 

青銅器時代 (約公元前 1500-前 221) 

 香港已發掘的青銅時代遺址有南丫島的深灣、大灣、榕樹灣、蘆鬚城；大嶼山的蟹地灣、東灣、大

浪灣、萬角咀、沙螺灣、扒頭鼓；長洲的鯆魚灣、馬灣東灣仔、赤臘角過路灣，以及屯門龍鼓上灘。 

 這些遺址出土了少量銅器如斧、矛、劍、戈、和篾刀等，亦發現了一些銅渣和鑄造銅斧的石範，

說明當時先民已掌握了鑄造青銅器的技術。但只鑄造小件的實用工具，不見中原地區的大型青銅禮器。 

 由於技術的進步，此時先民已能燒製大型的硬陶器，陶器身上拍印精美的幾何圖案如夔紋、雲雷紋、

菱格紋等，更出現了青釉陶器。石器的製作水平亦有提高，特別拋光精美的石英環更有整套出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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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代表作。 

 據史籍記載，當時中國南方是百越族人聚居的地方，香港出土的青銅時代遺物，很可能是古越族人

留下的。 

 此外，在香港沿海的岩石上，共發現了八處古代石刻，由於刻紋以幾何圖案為主，與青銅時代的銅

器和陶器紋飾相類似，所以一般推斷是本地青銅時代先民所刻鑿。 

秦、南越國、漢 (公元前 221-公元 220)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翦滅六國，建立秦朝，並把嶺南分為南海、桂林、象三郡。南海郡下轄四縣，

郡治在番禺。當時番禺縣管轄範圍包括今天的香港。從此，香港受歷代王朝管治。 

 公元前 206 年，秦朝覆亡。南海尉趙佗乘機派兵吞併桂林和象郡，於前 204 年建立南越國，自稱

南越武王，國都番禺。當時的香港，自然受南越國管治。 

 南越國共傳五帝，長九十三年，至漢武帝元鼎六年(前 111 年)，才被漢軍所滅。武帝把南越國地分

為九郡，香港仍屬南海郡番禺縣管治。 

 香港至今仍未發現秦代遺物。而南越國時期遺存，只在大嶼山白芒發現。至於漢代遺址，則有東灣

仔、竹篙灣、龍鼓上灘、滘西洲和李鄭屋東漢墓。其中東灣仔遺址出土不少西漢後期至東漢的陶器、

鐵器、五銖錢、琉璃珠，以及大量貝殼，應是當時先民食用後棄置的。1955 年在李鄭屋村發現的東

漢磚室墓，墓磚上有「大吉番禺」、「番禺大治曆」等銘文，證明當時香港屬番禺縣範圍。 

六朝 (公元 222-581) 

 三國時期(220-265)，香港屬於東吳南海郡。東晉成帝咸和六年(331)，把南海郡東南部劃出來，新

置東官郡，下屬寶安等六縣，由是，香港改屬寶安縣。至南朝梁武帝(502-549)時改東官郡為東莞郡，

寶安仍屬東莞郡管轄。 

 從東吳(222-280)至東晉(317-420)二百年間，中國北方長期混亂，南方則相對穩定，於是中原大族

向南遷移，使南方有較大發展，但香港境內，僅在大嶼山白芒發現晉代遺存。 

 南朝(420-589)包括宋、齊、梁、陳四朝。南朝君主多崇尚佛法，印度高僧多從海路來華，相傳宋

文帝元嘉(424-453)年間，杯渡禪師曾到屯門，後人為紀念杯渡禪師，在屯門山腰建杯渡庵，宋代時

重建並改名為青山禪院。 

 香港發現的南朝遺物不多，只在大嶼山的貝澳、沙咀頭；南丫島的深灣、沙埔村等遺址零星出土。 

隋、唐、五代 (公元 581-971) 

 隋文帝統一全國，結束三百多年分裂的局面。但隋代(581-618)國祚短暫，只有三十七年。香港境

內，卻在南丫島深灣，赤臘角虎地灣，東涌沙頭咀發現隋代的青釉六系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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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618-907)南方的經濟發展迅速，當時的廣州是南方最大的商港，來自南洋諸國及阿拉伯的商

人，在廣州的「蕃坊」聚居，朝廷亦在廣州設「市舶司」以管理海外貿易。公元 736 年，朝廷在屯門

設軍鎮，駐軍二千，以保護海上貿易。公元 757 年，改寶安縣為東莞縣，香港於是屬於東莞縣。香港

發現不少唐代遺址，包括屯門的小欖、石角咀；赤臘角深灣村、虎地灣；大嶼山沙咀頭、狗虱灣、東

灣、二浪；馬灣東灣仔；南丫島沙埔村、蘆鬚城；長洲大鬼灣；港島舂坎灣；西貢沙下和銅鼓洲等，

出土大量唐代陶窯遺蹟，以及小量湖南銅官的外銷瓷片。 

 五代十國時，南方屬南漢國(917-971)，以廣州為國郡，香港屬南漢範圍。據史籍記載，南漢仍在

屯門駐軍，並設「媚川都」軍翼，招募本地水上人在大步海（大埔吐露港）採珍珠，由於珠役頻繁，

人民大受其苦。 

宋 (公元 960-1279) 

 香港與鄰近地區於宋時稱「大奚山」，隸屬廣州府東莞縣。宋於屯門設巡檢司，佛堂門則設稅關，

徵收商船之關稅。香港本區盛產海鹽，宋時設官富鹽場，差官專營，大廟灣南宋咸淳十年(1274)摩崖

銘刻，記載了鹽官嚴益彰事蹟。當時居民則以務農為主，亦有從事捕魚及燒灰行業。  

 隨著本區經濟及交通的發展，從區外移居香港的人士增加；加上北宋末年，中原混亂；中土仕族便

相繼南遷。宋朝時移入本區較有名的有鄧氏、侯氏、文氏及彭氏。鄧氏原籍江西吉水縣，於北宋開寶

(968-975)年間居錦田；至南宋末年，金人南下，鄧氏族人鄧元亮於戰亂中救獲宋室皇姬，將她許配

其子惟汲，惟汲後被追封為郡馬，生四子，子孫現散居錦田、龍躍頭、屏山、廈村、大埔頭一帶。粉

嶺彭氏原籍江西，於北宋年間遷居東莞，南宋時再徙遷本區，初擇居龍山，以農為業，後遷居粉嶺一

帶，定居粉嶺村。原籍廣東番禺之侯氏，亦於北宋時遷居上水，後再移居河上鄉。而文氏則於南宋輾

轉遷至深圳及新田等地。 

 南宋末年，元軍大舉入侵中原，兵陷臨安，益王及廣王昺輾轉南逃以避元軍，曾於今九龍城濱海

一帶駐蹕六月，後人稱其駐地為聖山，並在山上的巨岩刻「宋王台」三字。公元 1278 年，帝昰崩，

帝昺即位，移駐新會崖山。翌年，元軍襲崖山，宋軍大敗，陸秀夫負帝昺投海殉國。 

 南宋時，大嶼山為名臣李昴英的封邑，1955 年和 1977 年，先後在大嶼山梅窩及萬角咀發現兩塊

刻有「李府食邑稅山」的碑石，推測可能跟李昴英有關。 

 香港的宋代考古遺蹟不多，只曾在沙咀頭、深灣村發現幾座宋代墓葬；稔樹灣和龍鼓上灘發現宋代

瓷片，以及在米埔、深灣、奇力島發現大量宋錢滘藏。 

元 (公元 1271-1368) 

 元朝香港仍屬廣州府東莞縣管轄，因歷朝盛產珍珠及鹽．故設屯門巡檢司管理民政。時中土己為蒙

古所管治，中原人仕相繼南遷至深圳及香港一帶，建村立業，與原居民同化。原籍福建之廖氏亦於元

末遷居至新界，後定居上水，建圍立村。至此，香港地域已有鄧氏、廖氏、侯氏、文氏、彭氏、陶氏

及吳氏等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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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經濟方面，本區大埔海及後海灣盛產珍珠，唯官方時營時禁；鹽場則由宋朝十七處減為十四處，

官富場亦因位處僻遠，收入不多而遭罷除。 

 元末之時，本區及鄰近地區不乏抗元志士，其中何真控制新界之黎洞、林村及岑田（即今日之錦田）。

明初，何真以東莞地域降明，香港及新界地區遂歸明朝統治。 

 赤臘角蝦螺灣，是目前發現唯一的元代遺址，共清理窯爐十二座，推測是一處煉鐵作坊。 

明 (公元 1368-1644) 

 明初香港本區屬廣州府東莞縣，由官富巡檢司管治。萬曆元年(1573)，從東莞縣劃出南部地區，成

立新安縣，香港改隸新安縣。 

 明代本區經濟日漸發達，加上中原經歷多次變化，南遷人數日眾，使本區人口不斷增加。於宋元定

居本區的大族亦開始分遷，如錦田鄧族分遷至屏山和粉嶺一帶，族人更於屏山建「聚星樓」風水塔，

是本港現存唯一的古塔。 

 明代本區經濟仍以生產海鹽、培植香樹及採珠為主，但均為官辦。民間則以務農、捕魚及燒灰等為

業。明代中葉以後，部份南遷的工，開始在大埔碗燒製青花瓷器。最近在碗遺址進行考古調查，

便出土了不少明代青花瓷器。 

 明初，鄭和曾率領龐大艦隊七下西洋，加速了南海貿易的發展。明中葉以後雖有海禁，廣州仍然是

最大的貿易港。適值歐洲各國向東拓展，尋求新的貿易市場。率先東來的是葡萄牙人，正德九年(1514)

抵達屯門，佔據該區，引致中國官民不滿，終於 1521 年爆發中葡戰爭，最後葡人敗走，轉而經營澳

門。大嶼山竹篙灣明代遺址，曾出土大量景德鎮生產的青花瓷片，以及小量泰國陶瓷片；西貢沙咀遺

址亦出土了一些泰國陶瓷片和印度琉璃珠，推測當時香港是海上貿易的轉運站。 

清 (公元 1344-1911) 

 清代香港本區仍屬新安縣管轄。清初，朝廷鑑於沿海居民接濟明遺臣鄭成功，遂於康熙元年(1662)

下令遷海，沿海居民全部內遷五十里，香港本區影響嚴重，全部居民被迫遷回內陸，家園盡失。由於

沿海居民深受遷海之苦，有識之士均上書請求復界；其中有兩廣總督周有德及廣東巡撫王來任。康熙

八年(1669)朝廷終允展界，本區居民陸續遷回，為報周有德和王來任的恩德，錦田鄧族遂建周王二公

書院。 

 復界後雖有部份居民遷回本區，唯人口仍比遷界前銳減。朝廷遂下詔獎勵客籍人士入遷定居，於是

本區客家人口驟增，客籍村落則分佈於較為貧脊地區。復界後原有之採珠、煮鹽及香樹業已一厥不振，

居民多以捕魚及務農為生。隨著人口增加，交通逐漸恢復及經濟增長，村落及墟市亦有長足的發展，

大埔太和市、粉嶺聯和墟、上水石湖墟、元朗舊墟等都是清代創立。此外，大埔碗窯的製瓷業更十分

興旺，是當時本區的工業重鎮，其產品在鄰近地區都有發現。 

 復界之後，清廷亦銳意加強海疆的防衛。香港屬新安縣東路防區，於屯門、佛堂門、東涌、分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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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設置炮台等防禦設施，軍防實力較前大增。清中葉以後，為防洋人入侵，更在東涌增設所城，九龍

設官涌炮台、九龍炮台，後於 1847 年修建九龍寨城，加強防衛。 

英國管治－回歸祖國 (公元 1841-1997) 

 1841 年中英戰爭結束後，雙方簽訂《南京條約》，香港島歸英國管治，港島的發展因而起了急劇的

變化。英國佔領港島後首要任務是建立管治機制，因此最早期的建築都是為軍事及管治而建造，如三

軍司令官邸、中區警署、域多利監獄等；其後來華的英人多為拓展商業業務，他們在港島蓋樓房、修

築馬路、建倉庫、開辦工廠等，而經濟方面要依賴航運業。因為缺乏建築師，港島區早期的西洋建築

形式可說是仿照英國建築風格，只是為適應本地技術、材料和炎熱潮濕的氣候而作出適當的修改；例

如加入寬闊游廊、金字瓦頂、木製百葉窗等，因而形成了獨特的殖民地風格。 

 1860 年中英簽訂《北京條約》，九龍半島歸英國管治。香港因擁水深港闊的維多利亞港及處珠江口

岸，加上港口的基本設施，例如船塢、碼頭倉庫等日趨完善，使航運業更見規模；銀行業及商業設施

亦相繼湧現。十九世紀末華人經濟勢力日益發展，歸國居港的華僑亦大大增加。 

 1898 年中英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租借新界九十九年。自此至 1941 年日治之前，香港

轉口港的地位進一步鞏固。二十世紀初期，香港經濟日見繁榮，公共建築亦隨之而增加；學校、醫院、

郵局、街市、火車站等建築相繼落成。二十世紀上半期，香港己逐漸發展為國際化都市，具代表性的

商業建築，如 1935 年建成的香港匯豐銀行總行大廈亦相繼出現。 

 至 1941 年，香港淪陷，開始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時期，期間本港人口由二百萬銳減至七十萬；社

會及經濟受到嚴重影響；日軍最後於 1945 年 8 月 14 日投降，香港重光。戰後大量移民湧入，帶來

資金及技術，使香港經濟再次發展；與此同時，人口激增亦帶來了房屋、教育及醫療等問題。大型基

建工程及市區重建計劃亦隨之開展。至九十年代香港己躍升為世界知名的金融經濟中心。 

 1997 年英國在香港的管治將會結束，而香港亦進入一個歷史的新紀元。根據 1984 年的《中英聯

合聲明》，香港將在 1997 年 7 月 1 日回歸祖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 節錄自古物古蹟辦事處《香港文物六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