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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防博物館 

 香港海防歷史遺產，悠久而豐富。早於六百年前，香港

己是守衛中國南大門的邊防要塞，肩負起抵禦海寇和西方

殖民者對沿海居民侵擾的任務。除建有關城和炮台外，更

有戰船巡弋海域。 

1841 年 1 月，英軍強佔港島，銳意將香港建成新加坡以

北之另一海軍基地。修築了不少海防設施。1844 年，英軍           舊日的炮座 

鑑於鯉魚門地區控制維多利亞港東面入口，位居要衝，便於鯉魚門水道南岸的西灣地區修築

兵營，但由於疫症流行，不少駐兵病死，該兵營遂被棄置。及至 1885 年，為防禦法國及俄

羅斯的威脅，英軍乃決定在鯉魚門水道南面的岬角修築鯉魚門炮台。堡壘是整個防衛體系的

核心，由英國皇家工程兵設計和建造。他們首先從鯉魚門岬角的最高點移走面積達七千平方

米的泥土，然後建造十八間地下室，闢作士兵營房、彈藥庫、炮彈裝配室及煤倉等，最後再

填回泥土，將堡壘完全隱閉起來。所有工程在 1887 年完成。 

鯉魚門炮台是香港一座歷史悠久且具規模的英軍防禦工事，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得較為完

好的維多利亞時代堡壘之一。堡壘是整個鯉魚門炮台防衛系統的核心，內有 18 間地下室及 6

英吋口徑炮位 2 座。堡壘附近並修建有多座炮台，依山勢由西至東分布於岬角上，各炮射程

不一，可完全覆蓋整個鯉魚門海峽。1890 年，英軍在岬角海邊建成布倫南魚雷發射站，是當

時世界上最具威力的水下武器。到了 1930 年代，由於武器技術的改進以及其他新炮台相繼

落成，鯉魚門炮台在香港海防上的重要性遂逐漸減退。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軍入侵香港。在佔領新界及九龍後，

英軍即加強鯉魚門的防衛，防止日軍從對岸的魔鬼山渡海登

陸。12 月 18 日晚，日軍趁天氣惡劣，從九龍魔鬼山山腳處渡

海強攻港島，主力部隊在炮火掩護下迫近北角、鰂魚涌、筲箕

灣一帶，日軍第六中隊於譚公廟前登陸，然後登山向鯉魚門碉

堡進發，守軍雖曾多次擊退日軍的偷襲，但由於雙方實力懸殊，

日軍於當晚佔據碉堡群，鯉魚門砲台隨之陷落。不少守軍在戰

鬥中英勇犧牲。最後，駐港英軍在 12 月 25 日向日軍投降，是

為黑色聖誕節。 

戰後，炮台已失去防衛作用，但仍被英軍用作訓練基地，至

1987 年始全部撤走。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歸中國，解放軍進駐香港，香港的海防歷史，經歷了六百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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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局，自此掀起了新的一章。                             

1993 年市政局鑑於鯉魚門炮台的歷史價值及建築特色，決定將炮台修復，並改建成一所具

現代化設備的博物館。此項工程獲政府撥款 2 億 7 千 1 百多萬興建。另外，市政局亦撥款 2

千 1 百多萬元，供展覽設計及安裝之用。新館耗資港幣三億元，佔地 34,000 平方米，由臨

時市政局與建築署合作興建，是香港在二十一世紀首間落成啟用的博物館。籌建香港海防博

物館，旨在保存古蹟和古物，並透過展覽和教育活動，提高市民對香港海防歷史的認識和興

趣。  

博物館包括三個主要部分，分別為接待大樓，堡壘及古蹟徑。為方便市民參觀堡壘內的展

覽，博物館入口處會興建一個停車場及接待大樓。大樓內設有接待處、演講廳、洗手間及保

安室。市民可乘搭大樓內的升降機到達位於岬角最高的堡壘，參觀展覽。 

 堡壘是鯉魚門炮台的主體建築物，佔地 1,300 平方米，改建為主要展覽場地。堡壘內之營

房地下室經重修後，改為長期展覽廳，展示香港自明清兩代、英治時期、抗日戰爭以至回歸

以後的海防歷史。除了文字及圖片說明外，博物館還展出大量軍事文物，再配合多媒體視聽

節目，使參觀者對香港海防歷史有進一步的認識。此外，堡壘內亦設有禮品店，供遊客購買

書籍及紀念品。博物館另有餐廳及洗手間，設於堡壘後方一幢新建的單層建築物內。鯉魚門

岬角上舊有的各種軍事設施，如炮台、魚雷發射裝置、溝堡及彈藥庫等，均作適度修復，開

闢為古蹟徑，讓參觀者親身經歷鯉魚門軍事設施的格局及使用。 

博物館不會歌頌戰爭，它只會作為香港歷史的一部份予以陳述，讓參觀者明白戰爭的代價，

並從中吸取歷史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