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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防與炮台 

 香港位於廣東珠江口，握守入粵之交通要衝，唐朝時曾設屯門鎮，派兵駐守；宋朝時

亦有軍隊屯戍，但仍未有設巡汛，巡邏沿海地域。至明代時，香港地區已成為海防要地。

明代在這裡設防，是為了防禦『倭冠』、葡萄牙和荷蘭侵略者。 

明朝中葉，廣東沿海有三路巡海備倭官軍。其中的中路『自東莞縣南頭城，出佛堂門、

十字門、冷水角諸海澳』。佛堂門在香港地區，該地區顯然屬於中路的防禦範圍。 

  嘉靖四十二年(1563)，福建巡撫譚綸、總兵戚繼光奏請恢復設置水寨舊制。在此之後，

明朝政府在廣東的潮州、惠州、廣州、高州、雷州、瓊州等地設置了水師六寨，在廣州

地區的為南頭寨，防禦地區東至大屋，西至廣海，該水寨轄有佛堂門、龍船灣、洛格、

大澳、浪淘灣、浪白等汛地六處。每處汛地駐軍二百餘名。其中至少有佛堂門、大澳兩

處汛地屬於今天的香港地區。 

清代對香港地區的海防更為重視。當時在這裡設防，先是為了對付鄭成功和沿海海

盜，後來則主要為了防禦英國侵略者。 

清朝初年，清政府曾強令沿海居民內遷，香港地區多屬遷界範圍。康熙七年(1668)

復界時，為加強海防，曾在新安縣沿邊踏勘，設置墩台 21 座，其中至少有 5 座在今香

港地區。這 5 座墩台皆為新安營汛地。其中屯門墩台應在今日新界之青山或九逕山，當

時駐有千總一名，士兵五十名。九龍墩台應在獅子嶺，大埔頭墩台應在大埔舊墟西北，

各駐兵三十名。麻雀嶺墩台在今沙頭角與粉嶺之間，駐有把總一名，士兵五十名。佛堂

門設置的是瞭望台，駐兵十名，其地當在今田下山半島。 

康熙二十一年(1682)當地奉命裁兵，許多墩台亦改為汛。汛，或稱營汛，為清代綠營

兵勇分駐地。當時原九龍台改為九隆汛（九龍汛），駐兵十名。原大埔頭台改汛後駐兵

十名，原麻雀嶺台改汛後駐把總一名，士兵二十二名。原屯門台改為屯門寨，駐千總一

名，士兵三十名。但佛堂門瞭望台改為北佛堂台，駐把總一名，士兵三十名，力量有所

加強。乾隆年間，當地仍設有屯門寨、北佛堂台、九隆汛、大埔頭汛、麻雀嶺汛。 

清政府在香港島亦有營汛。同治年間所編《廣東圖說》寫道：香港島『東有紅香爐汛，

東南有赤柱汛、南灣汛』。嘉慶二十四年(1819)所編《新安縣志》說：『赤柱山，……

有兵防守』。此書在大鵬營管轄的營汛中，已列有紅香爐汛。道光二年(1822)所編《廣

東通志》說，紅香爐水汛在大鵬營西，設千總，外委各一人。該汛兵丁撥配米艇巡洋。

從上述史料看，至還在 1819，香港島上已設有紅香爐汛，赤柱已有兵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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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遷海後，沿海汛地被廢置，後界後，由於海寇為患，加上英人東來，遂於沿海廣

設汛營及炮台，其後為加強防務，並加建寨城，增兵駐守，這些寨城及炮台，是當時重

要的軍事設施，至今仍可見者，還有多座。如九龍寨城、東涌寨城、雞翼角炮台、石獅

炮台、佛堂門炮台等，而九龍炮台、尖沙咀炮台與官涌炮台則不復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