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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名稱的由來 

屯門位於新西北部，是香歷史最悠久的一處地

方。遠在新石器時代，屯門一帶已有少數人口聚

居。近年在龍鼓灘、湧浪及掃管笏等地出土了不少

文物，歷史學者從這些出土文物，推斷屯門古代的

先民可能和中國東南方的百越族同出一源。 

南北朝時代(420 – 589 年)，劉宋文帝元嘉五年

時(428 年)，杯渡禪師到屯門修道並在青山的一個

大山巖中定居，在巖前興建杯渡庵（後稱青山古寺

及青山禪院）。 

屯門背靠高山，面臨大海，對外交通以海路為

主，從唐代開始，政府設軍事要塞，屯兵留守，防衛海門，屯門之名由此亦與此有關。 

 五代南漢時（917-971）設靖海都巡，並在山麓建軍寨。山上杯渡巖內的杯渡禪師石

像，亦為五代時南漢時所雕刻，現仍獲保存於原地。 

 宋代（960-1279）置巡檢司緝捕海盜。當時屯門漸漸成為廣州的外港，由廣州出海，

來往各地的船隻都停靠屯門灣等候風訊；而在陸上，居民多以農務為業，主要種植稻米，

但僅供自給。 

 元代時，蒙古人入主中原，令北方中原的漢人大族紛紛南徒，而遷居於屯門境內的則

有廖氏、陶氏。 

 明朝建築墩台與汎房分別駐守，明正德九年（1514），葡萄牙人曾抵屯門，佔據通

往珠江三角洲海道，對本地居民造成極大苦難。正德十六年（1521），爆發了首次中

葡戰爭，廣東海道副使汪鈜指揮戰事，擊退葡人，奪回了屯門。在商業方面，屯門當時

盛產著名茶葉及海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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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時，屯門是漁農之鄉，清政府在此設屯門寨、墩台，並派有官兵防守，而自南頭

至屯門一帶又常為倭寇及海盜等侵犯。康熙元年（1662），輔臣鰲拜連續頒布三道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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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令，遷界使屯門區居民輾轉流離，土地荒蕪，人命經濟損失慘重，也令海盜更猖獗，

廣東官員均痛陳遷界弊病，紛紛要求復界，至康熙八年（1669 年），才准許復界。 

 1899 年屯門移交英國時，屯門只有新墟這個人口二百五十人的小鎮，由於交通不便，

居民要往區內返各鄉村只可靠水路交通。當時青山灣還是荒涼一片，人煙不多，食水也

僅靠山泉供應。 

 古老的屯門的最近一頁光輝歷史乃與國父有關。公元 1900 年，革命黨人在遠離港九

市區的「青山農場」一帶建立了一個反清秘密活動站，開展革命活動。 

 屯門經歷幾千年的發展，從古時緩慢的生活節奏至今天的緊張生活；從舊時的自然景

像漸漸變成今天廣廈林立，古代的屯門，已漸漸在城市發展中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