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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課 九龍與界限街 
 

  港島開埠以後，中英衝突更為激烈。1856 年，兩廣地區先後發生「亞

羅號事件」及「馬賴神父教案」，英、法兩國藉口發動「英法聯軍之役」(第

二次鴉片戰爭)。戰事持續擴大，聯軍轉攻大沽口、塘沽及天津，咸豐皇帝

倉皇避走。 

    由於清廷戰敗，被迫與英國簽訂《北京條約》。根據條約，英方以昂

船洲最北點為起點，以測量方法向東伸延至東岸海邊為界，即現今之界限

街（Boundary Street），此界以南地段之主權全部割予英國。 

九龍半島歸入英治初期，政府視為「不毛之地」，僅作為港島與清廷之

間的緩衝地帶，除尖沙咀設置軍營和倉庫外，並無開發計劃。 

  觀察半島地形，東岸以紅磡、土瓜灣及馬頭圍海灣為界，並未涵蓋九

龍海（灣）；西邊則將昂船洲列為軍營，守護港九西邊水域。由於紅磡灣

對岸的北角已超出維多利亞城的範圍，英人未予發展。反映港府佔掠九龍

半島的用意僅為保衛及輔翼「維多利亞城」及其海港。直至新界歸入英治，

九龍地區始有顯著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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