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歷史囘眸     

250 米中英街  滿載歷史記憶 

     地處深港邊界的中英街是人們感到十分神秘的地方。香港回歸前，這裡是一街兩國分治；香港

回歸後，這裡是一街一國兩制。這條 250 米長的小街歷史内涵十分豐富。它是我們的國家從落後挨打

到獨立自主，從閉關自守到改革開放的歷史見證，也是深港兩地關係發展變化的歷史見證。 

香港  劉蜀永 

“落後挨打”的歷史見證 

    中英街是英國租借“新界”的歷史產物。在列強瓜分中國的歷史背景之下，1898 年 6 月 9 日，中英

雙方簽訂《展拓香港界址專條》，英國將沙頭角海到深圳灣之間最短距離直線以南、今界限街以北的

廣大地區以及附近 235 個島嶼和大鵬、深圳兩灣水域租借九十九年。 

    1899 年 3 月 17—18 日，中英兩國官員對新界北部陸界進行勘界，沿線豎立木質界樁。香港歷

史檔案館存有當年勘界的一張十分經典的歷史照片。拍攝地點在沙頭角海海岸，今中英街歷史博物館

附近。圖中左前方第二人英方定界委員、香港政府輔政司駱克手扶界樁，趾高氣昂，傲氣十足。左前

方第一人中方定界委員、廣東省補用道王存善垂首而立，表情沮喪。兩個人的肢體語言生動地反映出

租借新界時中英兩國的不平等地位。 

     1905 年，香港政府工務局在沙頭角和蓮痲坑之間豎立了永久性的石頭界碑。根據香港政府 1927

年繪製的界碑位置圖,在新界東北部陸界，共有 20 塊永久性界碑，其中 3—8 號界碑在今中英街範圍

内。中英街界碑具有極高的歷史價值和文物價值。現存有關英國佔領香港地區的實物見證，除了分別

保存在倫敦和臺灣的三個不平等條約原件、保留在愛丁堡的英國接收新界時用過的英國國旗外，就是

這些界碑了。 

    根據《香港英新租界合同》，沙頭角(土名桐蕪墟)當時劃在華界，港界的沙頭角墟是後來形成的。

兩個沙頭角墟之間邊界綫上有一條名為「鸕鷀徑」的小路，到二十世紀二、三十年代逐漸形成一條街

道，即中英街。 

中英街商業潮起潮落 

     國家實行改革開放政策以前，中英街比較冷落蕭條，街上僅有一家廣東省特批開設的沙頭角綜

合百貨商店。1979 年和 1980 年，深圳市先後下發了《關於發展邊防經濟的若干規定》和《深圳市農

村實行特殊政策靈活措施有關問題的暫行規定》等文件。這些特殊政策相繼出台促進了沙頭角和中英

街經濟的發展。 

   20 世紀 80 年代初，中英街開始有限度地向外地遊客開放。中英街屬於免稅一條街，不僅有物美

價廉的進口商品，又可以滿足內地群眾走近香港的心理需求。到 1985 年，來中英街購物的人流已經

是摩肩接踵。中英街客流最高峰出現在 20 世紀 80 年代末至 90 年代初，曾創下了日接待遊客近十萬

人的記錄。人們口頭相傳：“不到沙頭角，等於沒來深圳。” 

從 20 世紀 80 年代末開始，中英街一度變爲“黃金一條街”。當時內地實行黃金管制，價格也偏高，



而中英街的金鋪從香港進貨，貨源充足且款式時尚，實行兩種貨幣交易，兌換相對也簡單，大批來自

內地的遊客在中英街狂購金器。最多時，中英街二百餘間店鋪中經營金器的就有 47 家。1988 年，“黃

金熱”達到高潮時，一天有三家金鋪同時開張。1996 年，中英街上的謝瑞麟金鋪月銷售額達到 1，300

萬元。 

    20 世紀 90 年代中期以後，中英街逐漸變得冷清。原因是造成當年空前繁榮的外部條件發生了變

化。一是隨著改革開放的進展，內地商品經濟逐步發達，商品種類越來越豐富。二是 2003 年逐步開

放內地居民港澳自由行以後，到香港旅遊購物不再是難事。就像一些廣州市民所說“到香港掃貨就像

逛天河城”。 

    深港兩地的市民和政府部門十分關心中英街和沙頭角禁區的發展路向，透過會議發言和報刊討論，

不斷探索該地區未來的繁榮之道。一些學者提出了“人文中英街”的概念。建於1999年的中英街歷史博

物館成爲遊客必到的參觀熱點。2008年，始於清初的沙頭角魚燈舞被列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錄。

從2011年開始，一年一度的沙頭角魚燈節成爲中英街引人注目的文化項目。 

老兵重逢的感人故事 

    1985 年秋，深圳攝影家何煌友在中英街起點拍攝了一張體現中英街一街兩制的珍貴黑白照片。

照片背景店鋪林立、人來人往。照片正中是三號界碑。界碑右側，兩位佩戴執勤袖標的中方邊防戰士

垂手站立，界碑左側，兩位香港警察慢步巡邏，正擡頭向華界張望。 

      2010 年，筆者協助劉智鵬博士開展中英街口述歷史項目。看到這張照片後，就想聯絡照片上

的香港警察。經過香港警察學院研究中心的幫助，我們終於找到照片左側第二位香港警察姚志明。他

擔任過警署警長，曾兩度在中英街巡邏。 

     2011 年 1 月，筆者協助香港警察公安大學校友會組團考察中英街。姚志明也一同前往，並把自

己駐守中英街時使用的警服和銀雞繩（警笛）捐贈給中英街歷史博物館。博物館孫霄館長當時和筆者

商議，可否找到照片上其他邊防人員，讓他們一起“重走中英街”。這一想法得到駐守中英街的廣東省

公安邊防總隊六支隊十三中隊和《南方都市報》的支持。 

    《南方都市報》記者發表一系列文章跟進此事，又在網上發出了尋人微博，在短短一天時間裡，

就有 500 多人轉發，有 60 多位網友發表評論。在熱心讀者的幫助下，很快找到了中方兩位邊防戰士。

照片中右側第一人叫鍾軍，在深圳一家保安公司上班，右側第二人叫張求華，在韶關樂昌做生意。 

    一張老照片牽動深港兩地情誼。在香港地方志辦公室的協助下，2011 年 2 月 27 日，公安邊防總

隊六支隊和中英街歷史博物館在中英街組織了一次感人的聚會。姚志明、鍾軍、張求華、何煌友等老

照片的主人公和拍攝者在 25 年之後聚集一堂，暢談中英街歷史變遷。 

    當天，來自香港的姚志明先生深有感觸地說：“1979 年我首次到中英街巡邏時，氣氛非常緊張，

雙方見面都彼此防備。華界的邊防士兵一見到香港警察進入中英街，會立刻由揹槍改為抱槍的姿勢，

並沿途跟著我們走。直至我們離開中英街，他們才會放下手中的槍。1985 年我再進入中英街巡邏時，

華界的武警會和我們打招呼，關係非常好，和從前是兩回事。 ” 

（作者係嶺南大學榮譽教授、香港地方志辦公室副主任）       原載《紫荊》雜誌 2013 年 3 月號 



 

1899 年 3 月 18 日，中英雙方官員在沙頭角海海岸樹立木質界樁。（香港歷史檔案館照片） 

中英街一度成爲黃金一條街。 



 

1985 年秋，粵港雙方巡警在中英街三號界碑附近。左起為馮寳勝、姚志明、張求華、鍾軍。（何煌友攝） 

 

2011年2月27日，中英街上一次感人的聚會。左起為孫霄、劉蜀永、張求華、姚志明、鍾軍、何煌友、楊華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