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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回 昂船洲與界限街  南九龍的割讓  

英國侵佔香港以後，野心越來越大。他們看透了清朝政府

的腐敗無能，又進一步計劃侵佔九龍半島。 

清咸豐六年(1856)，廣東水師千總梁定國，在省河檢查走

私船隻，從「亞羅號」中國船中拘獲 12 人。英國駐廣州領

事巴夏禮借口該船在香港領過停泊登記證，對廣東水師檢

查船隻妄加干涉，並偽造情節誣告廣東水師在亞羅號船上把英國國旗扯毀。 

英國以「亞羅號」事件為藉口，派出軍艦進犯珠江內河，攻陷中流砲台和珠海砲台，於 10

月 27 日砲轟廣州城，挑起了歷史上的稱之為第二次鴉片戰爭。 

1858 年英法兩國組成聯軍進攻中國，1 月攻陷廣州，俘虜兩廣總督葉名琛並囚禁於印度，

5 月攻陷大沽砲台逼近天津，清朝政府又急忙派出代表赴天津與英法聯軍談判。6 月，簽訂了

另一個不平等條約－－《天津條約》。清朝政府派出勞崇光任廣東巡撫及兼署兩廣總督。但在

英法聯軍的壓力下，他實際上也是英法聯軍的工具。   

1860 年 3 月，英駐廣州總事巴夏禮(Sir Harry Pakers)向勞崇光提出租借尖沙咀，勞崇光

在英軍淫威下，被迫接受巴夏禮的方案，在九龍半島劃一條線，由昂船洲的北端起，直至九

龍砲台以南附近的九龍城海邊的一點止，線南地方租給英國，年租五百兩。這條線就是今天

的「界限街」。9 月，英法聯軍攻陷北京，火燒圓明園，腐敗的清政府全部接受了侵略者的要

求，同年 10 月 24 日，簽訂了《北京條約》。 

《北京條約》的內容除了賠償英國五十萬兩；法國二十萬兩；增

闢通商口岸外；特別增加了割讓南九龍半島的條款。條款第六項規定：

「前據本年 2 月 28 日(即陽曆三月二十日) 大清兩廣總督勞崇光將粵

東九龍司地方一區，交與大英駐粵省暫充英法總局正使功賜三等寶星

巴夏禮代國立批永租在案。茲大清皇帝定即將該地界付與大英君主並

歷後嗣，并歸英屬香港界內，以期該港埠面管轄所及，庶保無事，其

批作為廢紙-----。」兩廣總督勞崇光租借給英國的『粵東九龍司』地

方，就如此這般被割讓與英國。從此，九龍半島從界限街以南包括昂

船洲在內的中國領土，正式被英國所佔有。 

昂船洲在深水埗對開海面，英文名為石匠島。島上設有軍火庫，一直被列為禁區。近年

來每年都有開放日，歡迎市民參觀。現時香港政府有意將目前位於中區添馬艦的英軍基地，

遷往昂船洲。假如屬實，昂船洲的神秘面貌亦不會有很多人知道。下次遇上開放日，請到島

上看看香港在 1861 年興建的第一所監獄的遺址；跟負責看守軍火庫的錫克族警衛打個招呼。

最重要的是：想想南九龍的割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