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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 明清海盜—鯉魚門/鄭一/張保/奉禁封船 

 

  香港全境，三面環海，沿岸海灣甚多，自古已聚集蜑民(「蛋」音)及航

海者聚居為業。明朝為防佞寇騷擾，實行海禁鎖國政策，凡是靠海謀生者

均受牽連，間接斷絕生計，加上各種稅捐、欺凌和剝削，推使不堪壓迫者，

淪為海盜。 

清初，又因抗擊在台灣的南明勢力實施《遷海令》，嚴重打擊沿海居民

生計。南明歸降後，部份遺屬流落華南，據守海島以延續反清事業，最終

也淪為海盜集團，擄掠居民和往來商旅，嚴重影響治安。 

香港處於珠江出口，是進出廣州及福建的必經航道，盜患最為嚴重，尤

其鯉魚門海峽和西南水域的島嶼更是海盜巢穴，經常騷擾境內村落，居民

苦不堪言。 

清代嘉慶年間，海盜首領張保率領部屬歸降，盜患大為平息，但仍有零

星盜匪為禍。直至二次大戰，海盜問題才得到徹底解決。 

至今，本地尚流傳許多海盜傳說和遺蹟，側面反映海盜橫行對居民造成

重大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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