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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龍洲炮台 

據 新 安 縣 志 載 ， 此 炮 台 建 於 清 康 熙 年 間

（1662-1722），但按另一史籍稱，炮台為兩廣總督楊

琳於任內(1719-1724)下令建造，有營房 15 所及大炮 8

門。主要目的為防禦海盜侵擾。 

炮台原稱佛堂門炮台，位據軍事要點，俯瞰佛堂門海

峽，扼守商船進入香港海域前往廣州的主要海道。炮台

建成後，一直駐有守軍，及至十九世紀初，海盜日益猖獗，而炮台位於孤島上，補給和支援

困難，清政府於 1810 年在九龍城海邊興建一所新炮台取代，原有軍隊和軍備都移駐於此，

東龍洲炮台從此荒廢。 

殘存炮台位於東龍洲北端，遺蹟明顯可見，相信很早便為人所發現。1979 年，古物古蹟辦

事處詳細記錄炮台遺蹟，並決定予以修繕作史蹟展覽。 

1980 年 7 月 25 日政府宣佈炮台為法定古蹟，隨之進行修葺。炮台修繕工程於 1979 年 1

月開始，工作分期進行，每期時間長約數週至數月不等。除僱用數位當地村民作工人外，主

要工作人員均為義工。工作期間，更得到許多私人、社團及政府部門的合作與支持。 

炮台長方形，長三十三米半，闊二十二米半，唯一入口於北牆，南牆闊八米，另有一平台，

長十五米，闊四米，附建於東牆靠北處。圍牆平均高度為三米。由於缺乏炮台的建築圖樣及

有關資料，故修繕只限於將遺蹟作局部復原，不作無謂的修繕猜度，目標是要修復成一個既

堅固而又安全的炮台遺蹟。 

修葺工程開始前，炮台野草蔓生，內進困難。當大部份植物被清除後，發現圍牆倒塌十餘

處，損毀情況極為嚴重。 

最後一期修繕工作進行時，炮台內部亦同時展開有系統的

考古發掘。發掘工作於 81 年秋季開始，並分在三年內分期

進行。發現的遺物計有陶器、石器、金屬器物、魚獸骨和貝

殼。 

炮台內部建築遺蹟，己有大部份呈現出來，可分辨出房

舍、走廊、梯階及內院。古物古蹟辦事處在義工協助下，在

炮台內部進行有系統的考古發掘工作，出土器物數量甚豐。 

發掘工作完成後，考古學者會將炮台內部及附近所發現的器物作詳細研究，並嘗試從各類

器物的型制及數量的演變，找出索，從而了解這個炮台在過去數世紀以來的活動情況。 

整個工程於 1982 年初完滿結束，炮台隨即於同年 4 月 27 日作歷史遺蹟開放，供巿民參觀。     



坐言集之東龍炮台 2 -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