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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鴉片走私問題與林則徐禁煙

英國是通過發動鴉片戰爭割佔香港的。香港島被割佔不是

孤立的事件，而是中英鴉片戰爭全局的一個組成部分；而鴉片戰

爭的直接原因─ 或者是近因─ 則是由英商向中國大量走私

鴉片引起的。

     香港島與九龍半島的海防

根據中外文獻的記載，大概在嘉慶時期開始，清政府已在香港島設有

紅香爐和赤柱兩汛，駐兵防守。而自此之後島上的官兵有增無減。至於九

龍半島，在復界後清政府即在當地建立九龍塾台，有士兵三十名防守。康

熙二十一年（1682），新安縣裁減兵員，並將縣內二十一座塾台削減為八

座。但九龍塾台並不在裁汰之列，只改名為「九隆汛」，駐兵十名。可見對

這個地方之重視。其後工部尚書杜臻被康熙帝派到廣東和福建巡視復界，認

為九龍形勢很重要，還迅速增加了九龍區的駐軍。嘉慶十六年（1811），

清政府更將原在佛堂門的大砲移至九龍寨海旁，並建成砲台。道光初年，除

了九龍砲台設有千總及兵員防守外，更有九龍海口汛由十名兵丁駐守。到了

道光二十六年（1846），該砲台的駐軍已由三十八名增至四十七名，另有

協防外委一名帶兵二十名，分守九龍海口汛。又在鴉片戰爭之前及期間，英

人曾多次侵擾九龍，顯示有覬覦之心。清政府為了加強在九龍的防衞，首先

在道光二十年（1840）在尖沙咀興建兩座砲台：一名「懲膺」，一名「臨

衝」，共配有鐵砲五十六位，分派大鵬左右兩營防守。到了道光二十三年

（1843），又改調大鵬營副將一員、九龍巡檢一員駐紮九龍以加強該地的監

察和防禦力量。

從上述清政府所採取的一系列軍事措施來看，在鴉片戰爭前後當英人經

     

常入侵香港島及九龍半島海面之際，不能說清政府沒有採取措施來保衞香港

地區的海域。在尖沙咀建立的兩座砲台，用意就是用來阻止英人入侵九龍。

根據英方的資料，這兩座砲台對英人在尖沙咀及九龍其他地方海面的活

動和佔據香港島有諸多不便，所以當中英雙方停火進行談判期間，義律即向

琦善提出要求清政府將尖沙咀的兩座砲台摧毀：

照得先日與貴大臣爵閣部堂，議將香港一島讓給英國主治，其對

面之尖沙咀地，聽照貴大臣爵閣部堂來意，不請兼給，當經面說明。

尖沙咀不應留存砲台軍士，致嚇該處洋面及香港海邊地方。唯據尖沙

咀砲台數台，現聚軍士多人（……）請望就將該台砲械軍士，統行撤

回九龍，可期相安全妥矣。不然則各該處既有軍台，其對面之香港山

處處，即須堅立砲台，俾開放砲彈，起火箭砲，以為自護，並須多留

英國水陸軍士，保守地方。誠恐其中難免偶因不相順處，致壞兩國承

平和好之意。不如先將各該台汛軍械將士，均即撤回九龍，則英軍砲

台，除須在門口等處，備武提防，堵禦外國相敵者及海盜寇船外，自

可無庸多建，兵亦不用多留矣。此果兩相重信，友交保和常遠之美法

也。本公使大臣因念如此議擬辦理，可期相安永久，倘因未能如此，

必致以安易危，欲保和好，終適礙難，勢所必有。故特此專請貴大臣

爵閣部堂，熟思之，且知此際該處光景，固非善妥，一日難保無事。

其尖沙咀等處砲台，應以軍械將士退回九龍之情至緊要。貴大臣爵閣

部堂，就便查照施行登覆，為此照會。4

義律（Ell iot,	 Charles）要求琦善馬上從尖沙咀的「懲膺」和「臨衝」兩

座砲台撤防的意圖，是不難窺見的：主要是由於這兩座砲台，對英人佔據香

港島和進一步入侵九龍半島造成不便。雖然義律在上列的公文中聲聲以和為

4　原載於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の研究》（資料篇），頁 76。東京：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

196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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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但其實暗中出言恐嚇，若果琦善不答應將這兩座砲台摧毀，就要再次開

戰。琦善是個軟弱無能的人，為了委曲求全，只好答允：

本月十一日接據來文，內開請將尖沙咀砲械軍士撤回，則英軍砲

台，除須在門口等處，備式提防，堵禦外國相敵者及海寇船外，自可

無庸多建，兵亦不庸多留等語。查貴國求請承平，已均議定，具有公

文，原可無庸添兵防守，所有尖沙咀砲位兵丁，現已檄行撤回。唯砲

位須由海船載運，貴公使大臣即飭知貴國軍士人等，此係依允所請，

撤回存貯砲位，無得起疑，致滋別故。5

（丁新豹：〈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載於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頁 46-48。香港：三聯

書店，1997 年。）

英國走私船在香港水域的活動

溯查夷船私帶煙土來粵，從前潛聚於香山縣之澳門地方。近緣奉禁綦

嚴，易於盤詰，該夷改於附近虎門之大魚山（即大嶼山）洋面，另設夷船，

囤積煙土，稱為鴉片躉。並有夷目兵船，名曰護貨，同泊一處，為之捍衞。

然其貨遠在洋面，奸商不敢出洋販買，夷人亦不敢私帶入關，於是勾結土

棍，以開設錢店為名，其實暗中包售煙土，呼為「大窰口」。如省城之十三

行聯興街，多有此店，奸商到店與夷人議價立券，以憑到躉交貨，謂之「寫

書」。然其貨仍在洋面，難以私帶也，則有包攬走漏之船，名曰「快蠏。

（……）凡由躉送貨至窰口者，皆係此船包攬。（……）查煙土一項，私相售

賣，每年紋銀出洋不下數百萬，是以內地有用之財，而易洋人害人之物，其

流毒無窮，其竭財亦無盡。

5　原載於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の研究》（資料篇），頁 78。東京：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

1964 年。

（〈湖廣道監察御史馮贊勳奏摺〉，載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一冊，

頁 85。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

緣每年各國貨船到粵，均在黃埔停泊，其地係屬內河，且必經行商出具

甘結，始能進口，稽查較易。唯英吉利國有躉船十餘隻，自道光元年（1821

年）起，每年四、五月即入急水門，九月後仍回零丁洋。（……）由是鴉片

之入口，紋銀之出口，皆恃有該躉船為逋逃淵藪。

（〈禮部給事中黎攀鏐奏摺〉，載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一冊，頁

229。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

查例載：凡夷船到廣，必先取其洋商保結，其必無夾帶鴉片，然後准

其入口。爾時雖有保結，視為具文，夾帶斷不能免。故道光三年以前，每歲

漏銀數百萬兩。其初不過紈絝子弟，習馬浮靡，尚知斂戢。嗣後上自官府縉

紳，下至工商優吏，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置買煙具，為市日中。

（……）外洋來煙漸多，另有躉船載煙，不進虎門海口，停泊零丁洋中之老

萬山、大嶼山等處。粵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用扒龍快蟹等船，運銀出

洋，運煙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八百萬兩。自十一年

至十四年，歲漏銀二千餘萬兩。自十四年至今，漸漏至三千萬兩之多。此外

福建、浙江、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數千萬兩。以中國有用之財，填海

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憂，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臣不知

伊於胡底。

（〈鴻艫寺卿黃爵滋奏摺〉，載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一冊，頁

244-245。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

查各國貨船抵粵，皆循例報驗入口，開艙起貨交易。其日久寄碇伶仃外

洋者，即屬營私夷船，外間以躉船目之。蓋伶仃與老萬山以外洋面毗連，是

以逐去復來，難期絕跡。嗣且假避風之名，連檣駛入金星門內洋拋泊，恣意

為奸。臣於到任後，即經設法驅逐，兩年以來不敢駛入，然仍寄泊伶仃洋，

或十餘隻，或二十餘隻，每覘風勢順逆，於伶仃附近之九洲、雞頸、潭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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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沙咀等處洋面，徙泊靡常。該管官巡防雖密，而各洋灝瀚無際，顧此失

彼，內匪即從而偷販。此鴉片之所由滋蔓也。

（〈兩廣總督鄧廷楨奏摺〉，載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一冊，頁

426。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

    林則徐受命到廣州查禁鴉片

道光十八年秋，林則徐奉命進京討論查禁鴉片事宜。是時，各省禁煙

運動逐漸展開。北京捉拿的吸煙犯中有皇室親貴。兩廣總督鄧廷楨從依違猶

豫轉而認真禁煙。十月底，廣州民眾一萬多人，在外國商館面前示威，反對

英、美等國商人干涉廣東當局處絞煙販。十一月，林則徐受命為欽差大臣，

到廣州查禁鴉片，並節制廣東水師（……）。

道光十九年（公元 1839 年）正月，林則徐到達廣州，會同鄧廷楨緝拿

煙販，整飭海防。二月初四日，命令英美等國商人在三天之內，全部交出存

在躉船上的鴉片，並向中國政府具結（立約），保證以後「永不夾帶鴉片」，

如有違反，「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林則徐表示：「若鴉片一日

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他視察了珠江

口的形勢，在珠江口安置木排和鐵鏈，添建了炮台，把三百八十門大砲排列

在珠江兩岸，招募漁民、鄉勇五千人，天天訓練；並派人翻譯外文書報，自

編《四洲志》，以了解外國情況。

是時，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力圖阻止英商繳煙與具結。二月初九

日，義律命令所有鴉片煙船開出珠江口，擺出作戰姿態，並企圖庇護大煙犯

顛地（Lancelot	 Dent）潛逃。林則徐當機立斷，派兵包圍英國商館，斷絕食

水和蔬菜的供應。英國商館中的中國僱員，也全部撤出。二月十三日，林則

徐再曉諭英商應永絕販煙。義律迫於無奈，只好下令英商繳出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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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二日，林則徐下令將繳獲的英、美等國商人的鴉片二萬零

二百八十三箱，在虎門海灘當眾銷毀，到五月十五日全部銷毁乾淨。

虎門銷煙舉世注目，而中英關係，已臨近大戰邊緣。

（杜振醉編著：《國史述要》（丙編），頁 93-95。香港：波文書局，1984 年。）

五月二十七日，尖沙村中有民人林維喜，被夷人酒醉行兇，棍毆斃命。

訊據見證鄉鄰，僉稱係英吉利國船上夷人所毆，眾供甚為確鑿。諭令義律交

出兇夷，照例辦理，將及兩月，延不肯交，臣等給與論函，亦竟始終不接。

竊思人命至重，若因英夷而廢法律，則不但無以馭他國，更何以治華民。義

律肆意抗違，斷非該國王令其如此，安可聽其狂悖，而置命案於不辦，任奸

宄以營耘，壞法養癰，臣等實所不敢。恭查嘉慶十三年，英國兵頭都路厘

等在澳門違犯禁令，欽奉諭旨：「即實力禁絕柴米，不准買辦食物等因，欽

此。」此時義律與各奸夷均住澳門，前以裝貨為詞，顯有佔踞之意，今更種

種頑抗，自應遵照嘉慶十三年之例，禁絕英夷柴米食物，撤其買辦工人。

（……）自七月初九日至十九日，義律率其家眷，及奉逐未去之奸夷央頓等，

並散住澳內英夷共五十七人，悉行遷避出澳，寄住尖沙咀貨船及潭仔空躉船

上。（……）必俟交出兇夷，埽盡煙土，貨船進埔報驗，空躉悉數開行，一

切恪遵法度，然後給還買辦工人，仍准住行住澳。

（〈林則徐奏摺〉，載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一冊，頁 671-672。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

查該夷所泊之尖沙咀洋面，羣山環抱，浪靜風恬，奸夷久聚其間，不

唯藏垢納污，且等負嵎縱壑，若任其踞為巢穴，貽患曷可勝言。（……）節

據派防各文武稟稱，尖沙咀迤北，有山梁一座，名曰「官涌」，恰當夷船脊

背之上，俯攻最為得力。當即飭令固壘深溝，相機剿辦。夷船見山上動作，

不能安居，乃糾眾屢放三板，持械上坡窺探。（……）九月二十九日，夷船

排列海面，齊向官涌營盤開炮，仰攻數次。（……）十月初三日，該夷大船

在正面開炮，而小船抄赴旁面，乘潮撲岸，有百餘人搶上山岡，齊放鳥槍，

被增城右營把總劉明輝等率兵迎截，砍傷打傷數十名，夷人披靡而散。初四

日，夷船又至官涌稍東之胡椒角，開炮探試。經駐守之陸路提標後營遊擊德

連將大炮抬炮一齊回擊，受傷而走。（……）

計官涌一處，旬日之內，大小接仗六次，俱係全勝。（……）士密、華

侖兵船，義律三板，及英夷未進口大小各船，自尖吵咀逃出後，各於龍披、

筲洲、赤瀝角、長沙灣等處外洋四散寄泊。

（〈林則徐奏摺〉，載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一冊，頁 732-734。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

問題討論

1. 英國鴉片走私船是怎樣在香港水域進行活動的？

2. 根據文獻所述，鴉片給當時的中國帶來了什麼禍害？

3. 中英第一次戰爭與鴉片問題有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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