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坐言集之中英街 

中英街 

1894 年，日本挑起侵略中國的戰爭，清朝陸軍戰無不敗，

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清政府危在旦夕，卑怯地向日求和，訂立

《馬關條約》，賠償二萬萬兩，割讓臺灣和遼東半島。清政府

的無能和中國的積弱，引起列強紛紛在中國爭奪地盤，德國佔

據了膠州灣、俄國佔據了旅順、大連和東北，而法國則霸佔了

廣州灣（湛江）。於是英國亦以此為藉口，聲稱為了香港的防

衛問題，要求中國將九龍半島（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以

及附近大小二百多個島嶼，租借給英國。 

1898 年 6 月 9 日，《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在北京簽署，專

條內容規定將新界及九龍半島租借給與英國，自 1898 年 7 月 1

日 起，九十九年為限期，至 1997 年 6 月 30 日止。但租金多

少，未有提及，亦從來沒有交收。至此，英國通過這三個不平等

條約，占去整個香港地區。 

1899 年 3 月 11 日，新界北部陸界的定界談判在香港舉行，

中英代表王存善和駱克參加了談判。1899 年 3 月 16 日，中英勘界委員王存善、駱克及勘界人員來到

沙頭角勘界，他們從大鵬灣出發，沿梧桐山下的小河豎立界椿，界椿上寫著「大清國新安縣界」，後

來改為界碑。 

3 月 18 日沙頭角勘界結束， 3 月 19 日在香港簽訂了《香港英新租借合同》，合同確定了勘界界

線，即「北界大鵬灣英國東經線 114 度 30 分潮漲能到處」。 中英界碑分佈在梧桐山下乾涸的河床上，

不久，有人在界碑兩側填土買賣，河道的中間形成了一條街，原名「鷺鷥徑」，形成了中英街的雛

形。 

在中英街還未形成之前，東和墟就是沙頭角、鹽田乃至

整個東部最熱鬧的地方。以前鄉民要購買生活用品，需要翻

山越嶺到十幾裏外的深圳去趕墟。後來，在一位潘姓人士的

提議下，1830 年左右，沙頭角建立了墟市，取名「東和墟」，

墟址就在沙頭角鎮內與中英街交叉的橫頭街一帶。建墟初期

有店鋪 72 間，每逢墟期門庭若市，甚至鹽田、橫崗和惠陽

一帶的鄉民也紛紛到來。 

  東和墟留在「華界」繼續繁榮，直至後來被一場強烈的颱風摧毀。而立著界碑的河道兩側，則開

始出現了店鋪，做起了生意，慢慢地衍生為今天的中英街。  

中英街只有 250 米長，共有 8 塊界碑，它們不僅是一百年前中國遭英帝國主義侵略擴張的歷史

見證，也是中英街歷史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景點。其中位於博物館廣場附近的 1 號界碑就是當年勘界的

起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