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事因素对香港城市发展影响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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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军事因素在香港的城市发展中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明清时，随着海防压力提升，香港地区已经成为我国海防
中的重要一环，至今还留有军事设施遗迹。鸦片战争后英国强占香港岛，之后火炮技术的进步成为英国不断要求香港

拓址的主要因素——随着火炮射程和精确度逐步增加，为了防止敌方攻击港岛核心区，英国政府先后割据了九龙半岛
和新界地区。二战期间，空军成为影响战争走势的决定性力量，香港被英军战略放弃，在日军入侵期间，驻港英军构
筑的防线几乎没有发挥作用。日占时期，香港因其战略地位成为盟军的重点攻击对象。二战结束后，因香港维持了长
期的和平和稳定，军事因素对香港城市之影响才逐步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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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处，独特的历史背景使香港的发展轨迹与众不同。自秦“百越之战”后，

香港被纳入中国版图，明清时成为我国东南海防一环；再至“鸦片战争”被英国割据、二战期间被日

军短暂侵占；直至九七回归，解放军入驻。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军事因素始终对香港产生着显著甚

至决定性的影响，并给城市留下了诸多印记。本文将根据史料和相关研究成果，梳理香港自明清至抗

日战争结束这段时期内城市发展变化与军事因素的关系。

一 海防一环
在珠江口星罗棋布的岛屿中，香港岛并不起眼，在陆权时期

③
，由于这里远离中原文明核心区，因

此王朝更替、国力兴衰的影响都很少波及这里。

直至海权时代临近——明代，帝国的海疆不再如以往一样平静，除了猖獗的倭寇，欧洲人也随着

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出现在中国的近海。为此，明政府于沿海州县广置“卫”、“所”，其中千户所总

数超过 1000 个，包括建于 1394 年、位于香港周边的东莞千户所和大鹏千户所，它们的主要职责在于

巡视珠江口及沿岸地区，包括香港地区。1514 年，葡萄牙船队到达珠江口，在通商请求被拒后，遂占

据“屯门岛”，屯门岛的位置存在争议，有研究认为是香港的大屿山岛，因葡人曾于该岛的大澳建立

过据点，这些殖民者直至七年后的 1521 年才被广东海道副使汪鋐率领的军队驱逐。

清初海禁极为严格，为打击海盗并防止沿海居民出海，政府在深圳南头设置新安营，驻兵 500 人
④
，

并在屯门、九龙等地设置墩台，以烽火示警，其中的九龙墩台在日后发展为著名的“九龙寨城”。

1682 年，台湾郑氏降清，一些郑氏余部沦为海盗，为防范他们，政府又在新安县增设 21 处汛营，每

处汛营 10—50 人把守，其中 7 处位于香港境内。

进入十八世纪，随着贸易往来的愈加频繁，为保护商船和打击走私，政府开始修筑炮台防御，

1717 年，大屿山的鸡翼角炮台和东龙岛的佛堂门炮台（图 1）相继被建成，萧国健先生在《关城与炮

台》一书中将清代这一时期修筑的炮台归为四类，香港的两座炮台均可被归类为海岛要塞，目的在于

“固守近海之重要岛屿，掩护海口及海岸之安全
⑤
”。此时的清军海防还处于点式布局，并未形成完善

的防御体系。十九世纪初，更多的炮台被建设，位于香港地区的有九龙炮台（1811 年）、石狮炮台

（1817 年）、尖沙咀炮台（1840 年）和官涌炮台（1840 年），清军的沿海防御机制也从点式防御过

渡到集群防御。

①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建筑历史与理论方向，邮编 510000，邮箱：1694369678@qq.com。
②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编 510000，邮箱 arjcheng@scut.edu.cn。

③ 陆权是地缘政治概念，一般认为中国古代一直是陆权主导的，相对应的是海权。

④ 1663 年，新安营驻军驻兵增至 1000 人，设置游击 1 员，中军守备 1 员，千总 2 员，把总 4 员。

⑤ 萧国健著.关城与炮台· 明清两代广东海防[M].香港：香港博物馆.1997.56 页。另外三类炮台分别是：海口要塞、

海岸要塞、江防要塞。

图 1 清政府在香港修筑的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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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军事技术发展与香港拓址
至鸦片战争之前，香港岛还可以用人迹罕至形容。负责《南京条约》谈判的中方代表爱新觉

罗· 耆英在给道光皇帝的上书中写道：“（香港）本属荒岛,重峦复岭,孤峙海中,距新安县城一百余里。

从前本系洋盗出没之所,绝少居民,只有贫穷渔户数十家,在土名赤柱湾等处畸零散处”。而距香港不远

的广州是中国的对外贸易枢纽，彼时已经是一个繁华的城市。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国内对于占领中国何地一直存在争议，一些人主张占领台湾，但台湾过

大的面积势必造成高昂的投入；外相巴麦尊（Henry John Temple, 3rd Viscount Palmerston）中意

的是舟山或者宁波，这是当时众所周知的重要口岸。但英国侵华军全权代表查理· 义律（Charles

Elliot）认为，香港是最适宜的，他在给政府提交的报告中谈到，香港这样的口岸拥有“巨大而安全

的港口，丰富的淡水，易于由强大海军保护等诸多长处，面积大小和人口状况都非常符合我们的需求。
①
”

1841 年 1 月 25 日，英军在义律的率领下于香港岛登陆。英军登陆后举行了简单的占领仪式，义

律宣布自己暂行管制该岛。英军举行仪式的地方被命名为占领角，港人称为大笪地（即今上环水坑口

街附近）。因此在 1842 年 8 月《南京条约》签订之时，英军早已强占了香港岛一年有余。

英军占领香港后随即开始人口普查，香港岛原住民多生活在南部的赤柱，为避免和当地人冲突，

也为了靠近港阔水深的维多利亚湾，英国人选择在港岛北部建设未来的城市中心。但他们这样的选择

却置未来的城市中心于危险之中——香港岛北部、维多利亚湾“环抱”的九龙半岛成为英军担忧的焦

点，这里的炮台射程可以轻松覆盖香港的“心脏”地带，义律很快察觉到这一危险，并提出清政府应

拆除九龙现有的炮台。1859 年，法军在意大利战役中使用的线膛炮射程可达 3km 以上，准确度也大幅

提升。另外，随着清朝军队对外作战的一败再败，其他列强纷纷开始在中国谋求更大利益，并为此不

断制造事端。英国人不得不为维多利亚城的安全着想了：九龙半岛的地形条件对维多利亚城来说始终

是个巨大隐患——其控制在清政府手中已经使英军如坐针毡，倘若落入其他列强之手，那些新式的大

炮足以摧毁这个刚刚兴起的城市。

图 2 九龙地区的炮台对港岛核心区的威胁示意 图 3 强租新界后英军控制的陆域和水域

驻港英军的一些将领向当时的香港总督约翰· 包令（John Bowring）指出了这种潜在的威胁，并

敦促其尽快向伦敦方面反映：至少要获取九龙半岛以及距离海岸线一英里左右的昂船洲。在这样的背

景下，就有了 1860 年《北京条约》所宣布的“该地界（九龙半岛）付与大英大君主并历后嗣，并归英

属香港界内，以期该港埠面管辖所及庶保无事。”（图 2）英军占据九龙半岛后，随即将清军建造的

炮台拆去，并制定全新的防卫计划，在九龙半岛西面、昂船洲、西环和鲤鱼门等地建设新的炮台，将

防卫网进一步向西、北、东三个方向扩大，形成拱卫维多利亚城的弧形防御圈。

30 多年后的 1894 年，驻港英军司令部再次向英国政府提议，出于防务需求，香港的边界应拓展

至深水湾至大鹏湾一线，包括距离香港 3 英里（约 4.82km）范围内的所有岛屿，英国陆军部讨论后同

意了这一项提议，并派出英国驻北京公使窦纳乐（Mac Donald）与清政府展开谈判。之所以提出这样

的拓址要求，主要原因是当时的造炮技术又有了新的进步，英国此时已经能制造出威力远超以往的大

炮（如 1893 年制造的 9.4 英寸口径的大炮射程达 30000 码，约 27km，且精度极高）。类似的重型武

器可以由当时准备修建的广九铁路轻易运输到发射位置，从而对香港产生致命的威胁。但清朝官员对

此是不甚了解的，这也是为何此次英国要求的土地数量令他们“目瞪口呆”。

晚清政府根本无力拒绝英国人的要求，1898 年 6 月 9日，李鸿章与窦纳乐在北京签订了《展拓香

港界址专条》。中国将深圳湾到大鹏湾以南的区域，租与英国 99 年。新条约使港英政府控制的陆地面

积扩大了约 11 倍，水域面积扩大了约 50 倍。这使得港岛核心区距离中英边界达到 30km 以上，暂时摆

脱了火炮的威胁（图 3）。

①（英）弗尔什著；王皖强，黄亚红译.香港史[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1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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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香港“十八天战事”
1911 年，意大利军队在和土耳其的战争中使用了飞机进行侦察，这是飞机首次用于军事。飞机的

出现改变了战争的样式，空军的对战争的影响越来越强，驻港英军再也不能像之前那样通过不断“拓

址”增强防御了，防空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图 4）。

二战前，日本在东亚实力日盛，香港时刻面临日军之威胁，但英国国内却在香港防御政策上举棋

不定。英国政府认为应重点设防的地区是新加坡——其背靠的马来半岛在当时也处于英国控制之下，

安全性更高。舰队从新加坡出发可以在两天内到达印度洋或者中国南部海域，与此相比，尽管香港更

有利于海军在中国沿海展开军事行动，但却离日本以及被日本占领的台湾太近了，这显然是极为危险

的。

中日战争爆发后，香港实际上已经被英国政府战略放弃了，这导致香港的军事防御力量极其孱弱，

1936 年英军在新界醉酒湾至白沙湾一线修筑的醉酒湾防线“时断时续”
①
（图 5），且缺少重型武器，

驻防的兵力也极为有限。局势在 1939 年日军占领海南岛后进一步恶化，香港被彻底孤立了。英国首相

丘吉尔直截了当的指出：“我们根本不可能守住或者驰援香港，增加我们势必在那里遭受的损失是极

不明智的。”
②
对于驻港英军来说，留给他们的唯一的任务就是尽可能的拖住日本，以保护新加坡。

图 5 西起荃湾，东至清水湾的醉酒湾防线示意

① 醉酒湾防线只是根据地形而设置的一连串机枪堡、掩体和战壕，并未形成完善的防御体系。

② 转引自蔡益怀.赤柱湾畔听海涛——纪念“八一五”香港抗战胜利日[N].光明日报：2013 年 8 月 16 日.13 版。

图 4 1936 年的香港防空设施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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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在 1941 年 12 月 8 日爆发，日本陆军渡河攻入新界，12 架日军轰炸机在 36 架战斗机的护航

下从广州起飞，直扑启德机场，将英军仅有的五架飞机炸毁在地面上，守军未作抵抗便退至“醉酒湾

防线”，与此同时，英军驻港的两艘驱逐舰奉命撤往新加坡以减少损失。12 月 9日，醉酒湾防线的重

要据点城门棱堡失手，英军退守港岛。12 月 18 日晚，在炮火的掩护下，日军三个步兵联队渡海在香

港岛北角至筲箕湾一带登陆成功，英军节节败退，最后于 12 月 25 日向日军投降。战争只持续了短短

十八天，被称为“十八日战事”，战争中日、英双方投入兵力分别约 2 万人和 1 万人，对于防御一方

的英军来说，并不是很大的劣势，日军的胜利很大程度上依靠绝对的制空权以及更高的军事素养。

香港此后成为日军重要的海军基地和补给中心，因此被盟军空军列为重点轰炸目标。持续的空袭

使香港城区受损严重。1945 年 8 月 15 日，日军向盟军无条件投降。19 日，香港前辅政务司詹逊（Sir

Franklin Charles Gimson）获释，他宣称奉英国政府之命出任港督，接手了日军的权利。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香港作为自由港成为沟通新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和平与发展成为

主旋律，英国在香港仅仅维持了象征性的驻军，也未再有大规模的军事设施建设，直至“九七”回归

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入驻，标志着香港从根本上是归属中国政府管辖。

四 结语
短短一个半世纪， 香港从一个籍籍无名的海岛发展成为举世瞩目的东方之珠，如今的香港是世界

贸易中心之一，但遍布香港境内的军事遗存却在无言地提醒着人们这里的过往——在香港的历史发展

中，军事因素的影响始终存在，甚至在一些历史阶段成为香港城市发展变化的主导因素。本文以相对

宏观的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还有很多空白和细节留待未来深入的研究。

图片来源
图 1、2 作者改绘，底图为 google 地图

图 3 作者改绘，底图来自网络

图 4 作者改绘，底图来自香港历史档案馆，1936 年香港防卫报告（Hong Kong Defence Scheme 1936）

图 5 作者改绘，底图选自：叶榕编.香港行山全攻略军事遗迹探究〈新界篇〉[M].香港：正文社出版有限公司.2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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