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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課 九龍寨城 
 

  明清時期，沿海海盜猖獗，為禍極深。清廷於嘉慶十五年(1810)興建九

龍炮台加強防禦。鴉片戰爭爆發，清廷增建九龍寨備戰。到 1841 年 1 月，

英軍登陸港島，繼而擅自拆毀對岸的九龍炮台。清廷有感炮台被毀，影響

軍防，遂於九龍寨增築城牆，總稱為「九龍寨城」，先後設置水師及巡檢司

駐守。 

    1898 年，新界歸入英治，但清廷保留九龍寨城主權，形成特殊地位，

但因國勢日下，無暇顧及九龍事務，造成權力真空，不少抗英份子或盜匪

逃至寨城，躲避追捕。港府為此而感不安，多次藉機清拆，均演變成中英

兩國的外交風波。港府以中方取態強硬，改而採取放任與孤立政策，不再

干涉城內事務，形成中國、英國與港府皆不願插手管理的「三不管」地帶。

由於九龍寨城乏人管理，既吸引貧民聚居，也淪為罪惡溫床，市民更謔稱

為「九龍城寨」，正有江湖草莽聚合的味道。 

    九十年代，以香港主權即將移交，中英兩國同意清拆九龍寨城，原址

改為公園。工程期間更出土清代文物，現已列為法定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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