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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赤柱 

  赤柱位於港島南部，古時區內盛產木棉樹，當開花時，紅色的花朵綻放，

高低起伏，遠看像一根根紅色柱子，故稱「赤柱」。其英文名稱 Stanley，則是

1845 年為紀念英國海軍將領 Stanley 在此登陸而來，成為香港首批保留中文地

名，又以英國著名人物命名的地方。 
 

  古代的赤柱又稱「赤市」，因昔日有漁民聚居，他們每天在這裡販售漁獲，

加上位處航海通道，商旅亦在此登岸補給，明顯這是個經濟蓬勃的地方。清

代，香港一帶水域之海盜極猖獗，赤柱居民為祈求平安遂興建天后廟。此外，

朝廷並建立海軍汛站，守衛海港，其軍事地位日益顯要。 
 

  其後爆發鴉片戰爭，英軍於 1841 年從赤柱及上環登陸佔據香港島，並展

開管治。其時，島內人口有 4350 人，而赤柱已佔了二千人，接近全島之半數，

加上地理四通八達，英軍一度計劃以赤柱為管治中心，未幾卻改到中環建城，

全島政經核心轉到港島北岸，港府僅設軍營及警署作防衛。 
 

    直到 1930 年代末，有感中日戰事蔓延，港府着手佈防，曾在赤柱增建軍

營及建造黃麻角炮台。到 1941 年 12 月，日軍攻港，經十多日戰事，最終攻

到赤柱，雙方爆發激戰，死傷慘重。香港淪陷後，赤柱的聖士提反書院改為

戰俘集中營。重光後，赤柱回復軍營及監獄用途，社區未有重大發展。 
 

  至七十年代，陸續有居民開設酒吧，吸引南區居住之外籍人士前來消遣，

漸漸發展成旅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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