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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唐宋時期的香港 
 

  香港據守珠江出口，是中外商旅進出廣州的必經之地，早於秦漢時期

已是航海地標。而屯門青山之杯渡岩遺址，乃魏晉時期梵僧杯渡禪師來港

候船出海時的歇息之地，證明在一千六百年前本地已經有遠航船隻與南海

國家有所往來。 

  隨着海外商旅接踵來華，唐朝於廣州設立市舶司管理對外事務，以香

港為外港，輔理商務，同時設屯門軍鎮，駐二千兵以守護國門；宋代，受

中原戰亂影響，外省客籍氏族入遷定居，帶動本地鄉鎮發展。與此同時，

朝廷大力發展海上貿易，先後在港設立海南柵場及官富場，隸屬市舶司管

轄。年前，九龍城出土宋代方井及村落遺址，以至各種生活器物及商業貨

品等等，均顯示當時的香港已相當繁榮。 

  宋末時期，元軍攻陷臨安，皇室成員流落沿海，經福建來到官富（九

龍城）暫蹕近九個月，在港歷經駕崩、登基等大事，所到之處留下遺蹟與

傳說。 

  總而言之，香港雖為國家邊陲，卻同時擔當與南海國家往來的窗口，

意義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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