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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如何理解香港歷史？

作為英國的轄地，香港具有「非移民型殖民地」的特

點。英國派遣行政官員、經濟管理、專業技術及軍警

人員到香港維持治安，白人移民只佔本地人口的很小

比例，本地華人的文化傳統得到相當程度的保留。

1841 年至 1997 年間香港歷史發展的主要脈胳，概可
歸納為三條主線：

 

1．英人治港政策的演變

英人治港政策是隨着香港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形

勢的改變而不斷調整的。

開埠初期，英人僅將香港視為英國在華的經濟和軍事

據點，華洋社會出現絕對隔離的形態。其後英人逐漸

發現華人對發展香港經濟的重要性，認為華洋之間必

須有所溝通，才能對華人進行有效管治。第二次世界

大戰後，如何拿揑與新中國的關係成為英國對港政策

的重要課題：總體而言，英國一方面重視維持與中國

的友好關係，拓展英國的利益；另一方面扶植西方華

人精英，維持英國人對香港的有效管治。

 

2．香港華人社會的成長

經濟發展、移民和西式教育，推動了早期香港華人社

會的成長。但早期香港華人對本地的歸屬感相當有

限，大多抱有「難民心態」，僅視香港為暫居地，「借

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正是這種心態的寫照。1970 
年代以後，港府為市民提供更多福利措施；1980  年
代本地經濟轉型與普及教育的發展，形成中產階級崛

興，定居香港的華人，逐漸對香港產生歸屬感，產生

本土意識。

 

3．中國因素的影響

香港在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上，都與中國關係密切，

內地發生的各種變革，都會對香港產生巨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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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華人移民絕大多數來自內地，定居香港後，仍

與家鄉保持密切聯繫；加上 1949 年以前中外轉口貿
易是香港的主要經濟命脈，兩地居民亦可隨時跨境通

行，遂形成互通聲氣的密切關係。

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政府希望利用香港作為突破西

方陣營封鎖禁運的前沿陣地，擱置收回香港的問題；

同時為擴大中國對香港的影響力，又在港經營各個具

政治成分的組織，進行統戰活動。及後內地的文化大

革命、改革開放、「六四事件」等，無不牽動香港的

政經神經，對香港的發展影響深遠。

 

沿上述三條主線解讀香港史，有助讀者把握香港的過

去、現在與未來。

香港史的歷史分期
與特點

前開埠時期｜遠古 - 1840
●  自秦漢時期起，香港地區已被納入中國版圖內，中原人士開始遷居

香港，帶來了較先進的文化和生產技術。

● 清代的遷界令改變了香港的人口和社會結構。

● 以農業及漁業為主。

開埠時期｜1841 - 1860
●  1841 年 1 月，英人強行登陸香港，建立政治體制。

●  英人行歧視華人的政策，加上華洋缺乏溝通，使華洋社會隔離。

●  文武廟成為當時華人社會的議事中心。

華人精英冒升時期｜1860 - 1914
●  香港成為中外貿易轉口港，經濟急速發展。

●  內地政局及社會持續動盪不安，大量富有及教育水平較高的華人移

居香港。

●  西式教育普及，更多西化華人精英崛興。

●  港府襄助華人慈善事業，與華商維持合作關係。

●  內地的政治運動刺激華人民族主義興起。

●  辛亥革命後，港府漸次加強對華人民族主義的防範。

兩次大戰期間｜1914 - 1938
●  物價飛漲，工人生活困苦，加上內地工運熾盛，導致 1920 年代的

勞工運動此起彼落。

●  1925 年，省港大罷工爆發。

●  港府一方面壓制工運活動，另一方面爭取本地華人精英的認同，鼓

勵他們維護傳統儒家觀念，恢復大罷工後的社會秩序。

遠古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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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國共內戰時期｜1939 - 1949

●  抗戰爆發後，香港成為中國南方抗戰的宣傳與活動中心。

●  1941 年 12 月，日軍佔領香港。

●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國民政府被迫放棄收回香港，英人恢復對港

管治。

●  「楊慕琦計劃」遭擱置，「仁慈的獨裁制度」成為戰後港府的主要

施政方針。

●  左派力量崛興，港府開始限制親中勢力在港活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1949 - 1959

六十年代的香港｜1960 - 1969

香港本土意識的成長期｜1970 - 1979

中英談判及主權過渡時期｜1979 - 1989

後過渡期｜1990 - 1997

回歸後至第二任行政長官完成任期｜1997 - 2012

尋找新方向的香港｜2012 - 2020

●  見《速讀香港史（1949 至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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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英佔前的
小小香港

大
事
記

●遠古時代，香港地區已有人類足跡。

●秦漢時期，香港即被納入中國版圖。

●早期香港經濟以鹽業和採珠業為主。

清中葉，受「遷界令」影響，沿海居民被迫內徙，

漁業與農業得到較大發展。

●同時，客家移民大量遷入。

●香港島的經濟發展較為緩慢，島上人口較少，

居民多以航海、捕魚及務農為業。

●直到英人佔領香港，香港始出現巨變。

香港已有人類活動

遠古

被納入中國版圖

秦漢

居港中原人士增加

唐宋

頒佈遷界令

．香港的鹽業等式微

．漁業和農業得到發展

．族群結構出現變化

清代

遠古

1840

Chapter 1

先秦
魏晉
南北朝 隋 元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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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越族人的遷入

公元前 1500 年左右，即夏商之際，古越族人古越族人開始從廣

東移居香港地區。他們住在海邊，活動範圍卻擴展至附

近的山崗和台地，可能更掌握了原始農耕技術。他們使

用幾何印紋陶和刻劃紋陶器，與福建、廣東等地的古越

族遺址所出土的陶器極為相近。

新界

九龍半島

大嶼山 香港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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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很久很久以前的香港

香港地區最早的人類足跡

早在公元前公元前 40004000 年年，香港地區已有人類的足跡。考古
學家發現，當時定居香港地區的居民已懂得製造陶器製造陶器，

他們在海邊居住，以漁獵採集為生以漁獵採集為生。在南丫島深灣發掘

出的墓坑中，留有不少人類的顱骨，該墓可能是人牲

祭祀坑，死者可能是作為祭祀品被砍頭殺死，死後被吃

掉，只剩下頭顱。這種做法與其他原始社會氏族的習尚

相近。

及至公元前 3000 年左右，這批居民可能因為自然環境
變遷之故，突然在香港地區銷聲匿跡。

1  舂坎灣

2  沙埔村

3  大灣

4  蘆鬚灣

5  深灣

6  西灣

7  鯆魚灣

8  大浪灣

9  東灣

10 沙螺灣

11 虎地灣 *

12 過路灣 *

13 沙洲

14 銅鼓

15 龍鼓上灘

16 湧浪

17 沙柳塘灣

18 蟹地灣

19 萬角咀

．香港地區遠古時期重要遺址分佈圖．

* 二十世紀末，因新機場* 二十世紀末，因新機場

的興建，赤鱲角被夷平，的興建，赤鱲角被夷平，

因此，虎地灣及過路灣已因此，虎地灣及過路灣已

湮沒於現在的機場。湮沒於現在的機場。

這四粒貼圖是可以隨意

貼的，重覆使用 , 例如

右頁，放在圖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