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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四課 皇權與殖民的痕跡 
 

  英國乃帝制國家，十九世紀英國政治向全球擴張，其殖民地處處顯露

皇權統治的權威。處在遠東的香港，雖實行自由貿易政策，是對外開放形

經濟體系，然對於皇室權威卻十分注重，並透過生活器物注入皇權元素，

例如市面各處豎立宗主國國君肖像或懸掛畫象，或以皇室成員名字命名街

道和公共設施，諸如維多利亞港、英皇道、公主道等，使市民在耳濡目染

下，對政權產生敬畏以達至有效的管治。 
 

    香港既為商貿平台，貨幣與資訊流通對本地市民生活，以至海外貿易

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媒介。1860 年代，殖民地政府先後提供郵政服務及設

立本地貨幣(港元)，以在位君主頭像作為主要圖案，帶強烈殖民管治氣色。     
 

    1862 年郵局率先發行首套以維多利亞女王側面剪影的通用郵票，此後

按帝位更易及社會需要而改版或增補面值，次數達二十次之多。至於英皇

加冕、週年壽辰或皇室婚慶等，更會發行紀念郵品，增加祝賀氣氛。此習

慣一直沿襲至 1990 年代，香港回歸以前才改變。 
 

    1863 年，香港也首度鑄造專屬的貨幣，亦

沿英制刻鑄在位國君頭像。香港殖民統治期間

共歷六位英王，惟愛德華八世在位甚短，本港

未及鑄造相關貨幣。 
 

    此外，殖民年代，部分政府部門亦特許貫

以「皇家」稱號，如皇家香港警察等。而殉職

的警員亦准以英國國旗覆蓋棺柩，以表哀榮，

此亦另一種展示王權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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