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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山 

 香港島西部由一連串高低不等的山丘組成－－包括扯

旗山、西高山、摩星嶺、奇力山和龍虎山，它們俯瞰著繁

忙的維多利亞港。這樣獨特的景色是怎樣形成的呢？ 

 香港島的岩石約於侏羅世才逐漸形成。在中侏羅紀世，

即一億七千萬至一億五千萬年前，香港島現址滿是火山活

動。火山噴出大量熔岩，而間歇性的爆發噴出火山灰、石

頭和大石塊，它們跌落地面後慢慢冷卻，部分更在湖泊或       1860 年間的太平山 

內海堆積，形成淺水灣組堆積系。這組岩層包括覆蓋港島西部的酸性熔岩。 

 約於一億至九千萬年前，地殼運動如褶皺和劈理在區內非常活躍；而最近的六千萬年以風

化、侵蝕和沉積作用為主，漸漸成今天的山嶺，谷地和溪流。火山岩侵蝕在薄扶林山谷堆積，

形成肥沃的土壤，供古代森林及至近代戰後的植林生長。 

 在第四紀──即二百萬年前，從山頂俯視只見流著曲溪的廣闊海岸平原；直至公元前一萬五

千年，冰河時期結束，海平面上升，海岸平原漸被淹沒而形成今天為人鍾愛的維多利港。  

太平山是港島中央山脈的主峰，約高 540 公尺，是港島最高的山峰。香港開埠以後，定名

為維多利亞峰。民間又俗稱為扯旗山。 

太平山得名的來由，可能是與張保仔有關。因為張保仔是一個著名的海盜，以香港為其中

一基地，搶劫商船，後來歸順清廷，香港及鄰近一帶得享太平，所以被稱為太平山。據說張

保仔和其下屬盤踞踞在港島時，利用這個山頭作為通風報訊之用，當發現商船時，       

便扯旗為號，進行搶掠。所以這個山頭有人稱為扯旗山。但這說法未見有文獻記載。而另

一個說法是香港開埠後，因為當時未有電報，政府在山頂設有暸望站，遇有遠洋船隻進入港

口時，便扯旗為號，通知山下港口的領港人員准備，所以被稱為扯旗山。但亦有人稱英軍佔

據港島後，每日在山頂懸掛英國旗，故稱昇旗山，後習稱扯旗山。 

香港開埠初期，由於歐洲人認為山頂經常被霧氣籠罩，

容易傳染瘧疾，因此不喜歡住在山頂。後來人們的觀念有

所改變，甚至港督於 1867 年也在山頂購置了一所別墅。

1876 年之後，情況完全改觀，很多外國人在山頂建屋，

用來避暑。因此，政府在 1887 年在山頂設有警署。初期

來往山頂的交通十分不方便，只有私人或租賃的山和

轎。由於愈來愈多外國人極力要求，山頂纜車在 1888 年              野豬石 

開始通車。而港英政府則立例禁止華人在山頂購置物業，使山頂成為外國富商居住的樂園。 

太平山的名勝不少，如老襯亭、纜車、獅子亭、山頂公園，還有盧吉道的「棧道」、石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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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豬石等。往昔的新舊香港八景中，與中西區及扯旗山有關的有：「仙橋霧鎖」、「飛橋夜瞰」、

「飛車絕壁」、「旗山星火」、「香港燈火」、「昇旗落日」、「青洲落照」等。                         

《沙田九約竹枝詞》對中西區及太平山下有這樣的描述： 

「爭傳香港景繁華，巨艦通洋各埠家；上下中環多貨值，奇呈式式錦添花。太平山透西營

盤，妓女青樓數百家；紅袖添香文武廟，梳妝時樣巧雲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