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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鴉片戰爭與《南京條約》

中英鴉片戰爭中，清廷戰敗屈服，被迫簽訂《南京條約》。

從 1842 年（道光二十二年）起，香港正式成為英國殖民地。

中英興兵三載，清廷和戰失着

鴉片戰爭從 1840 年（道光二十年）6 月爆發，至 1842 年 8 月結束，

持續兩年零三個月；根據和戰的情況，可分為三個階段。清廷戰敗屈服，被

迫與英國訂立城下之盟。

第一階段：1840 年 6 月 -1841 年 1 月

1840 年 6 月，英軍統帥兼全權代表懿律（G.	 El l iot）（義律為副全權代

表）率領艦隊抵達中國海面，首先宣佈封鎖珠江，繼而決定沿海北上。英軍

至福建廈門，被新任閩浙總督鄧廷楨擊退。英軍轉而北犯浙江，攻陷定海，

8 月抵達天津海口，提出割地、賠款及通商等要求。清廷大為恐慌，一些大

臣歸罪於林則徐禁煙，道光帝態度動搖，任命直隸總督琦善為欽差大臣，前

往廣州與英軍談判，並下令將林則徐、鄧廷楨等革職。

英國對華全權代表義律以武力脅迫琦善接受英方的議和條件，要求中國

割讓香港島及賠償煙價六百萬銀元等。琦善未得到道光帝的諭令，不敢擅與

義律訂約；義律卻單方面聲稱「達成了初步協議」，英軍還強行佔據了香港。

第二階段：1841 年 1 月 -5 月

道光帝不滿琦善與英軍談判的表現，於 1841 年 1 月改派皇侄奕山到廣

州主持戰事，下令對英宣戰；隨後，將琦善革職鎖拿解京，抄家查辦。英方

獲悉清廷調兵遣將後，先發制人，進攻虎門砲台，水師提督關天培力戰殉國。

奕山到廣州後，未作充分準備即分兵三路，夜襲英軍，欲圖僥倖取勝；

但清軍戰敗，英艦砲擊廣州城郊。當時，清軍兵力較英軍多二十倍，可是奕

山並未將主力部隊屯駐城外，反而全部撤入城內，以致英軍登陸，並未遇到

重大抵抗。英軍攻下廣州城北郊的四方砲台，向城內俯射，摧毀兩個火藥

庫。奕山乞和，於 1841 年 5 月與英方簽訂《廣州和約》。6 其間廣州民間反

英氣氛熾熱，三元里一帶的村民自發會合抗擊英軍，是對外來侵略者的一個

懲誡。

第三階段：1841 年 6 月 -1841 年 8 月

英國政府因義律的對華交涉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果，於是撤換義律，改

派璞鼎查（H.	 Pott inger，又譯砵甸乍）為全權代表，增兵來華。1841 年

6 月，璞鼎查從英國起程；8 月，抵達香港，隨即指揮英軍再次沿海北犯。

英軍首先攻陷廈門。接着定海再度被攻破，總兵葛雲飛及四千將士犧牲。鎮

海、寧波相繼陷落。浙江連失三城，道光帝派另一皇侄奕經赴浙指揮戰守，

奕經戰敗逃往杭州。英軍乘勢攻佔江、浙兩省海防重鎮乍浦，續陷長江的門

戶吳淞，江南提督陳化成殉國。英艦進入長江，沿江西犯，攻陷鎮江，直抵

南京下關江面。

（杜振醉主編：《新視野中國歷史》，第二冊，頁 129-131。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4 年。）

城下之盟與割讓香港

自 1837 至 1838 年前後，英船已大量集中於香港海面。1838 年，一

位法國畫家波塞爾（Borget,	 Aunguste,	 1808-1877）途經香港，把船隻下

碇的港灣，稱為 Beit	 de	 Hong	 Kong，他畫筆下的海港，帆檣如林，從一個

側面證實了英國船隻已寄碇香港。

巴麥尊在 1840 年 2 月 20 日致海軍部的密件，實際上就是指令懿律和

義律如何在文件中強調開放港口讓英人自由居住、經商是首要的。英國在遠

東利益最大，也最具影響力的組織─倫敦東印度與中國協會的積積分子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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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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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德（Sir	 Larpent,	 George,1786-1855）給巴麥尊的建議書也把開放商港

列於首位。英國發兵侵華的主要動機之一，是拓展中國市場，要達到這個目

的，當然必須強逼中國開闢更多商埠，以打破廣州十三行行商壟斷貿易的局

面，所以開放港口實際上比爭求取「居停」更為重要。義律終於選擇了香港，

巴麥尊形容該處為「空無一屋的荒島」。

義律自 1834 年抵華，便一直在廣州工作，對中英商業貿易狀況瞭若指

掌。1839 年 3 月 21 日林則徐（1785-1850）下令包圍商館，斷絕食水及

蔬菜供應，中國職工撤離。義律在 24 日從澳門到廣州，與林氏商議，亦曾

被困商館區，深感英人寓居廣州，生命財產缺乏保障。1839 年 7 月，中國

村民林維喜被英國水手殺害事件發生後，林則徐責成英方交出兇手，先禁絕

英人柴米食物，撤其買辦、工人，繼而向澳葡當局施加壓力，把英人驅逐出

澳門。義律於是率同英國商民，浮海至香港暫避，前後寄住船上達 10 個月

之久，既缺乏淡水，又不易從岸上獲得糧食供應。所以義律深切明白取得一

個立足點是當務之急，而這個近在咫尺的「居停」當然是香港了。

義律的老上司律勞卑和羅便臣（Sir	 Robinson,	 George）都曾建議佔領

香港，對義律有一定的影響。可知義律矢志佔領香港，既有思想上的淵源，

復有實際上的迫切需要。他被罷免後，曾在 1841 年 6 月致函印度總督奧克

蘭爵士（Auckland,	Lord,	1784-1849）解釋佔領香港的原因：

即使中國的君主在其武力脅逼下答允開放港口，那御璽並不能

保障英人的性命和財產，（……）我們的商人不能得到妥善有效的保

護，使我急切地尋求一個在我們國旗保護下的安全商業據點。香港

在我們掌握中，駐有足夠的海軍，我認為實在毋須於東岸建立永久

根據地。7

7　Morse,	 HB(1910)	The	 Internat ional	 Relat 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	 vol .1,	 London,	 New	

York:	Longman,	Green	and	Co.,	648-654.

義律於信中詳細分析在華東建立根據地毫無益處，最後更強調若與中國

簽訂條約，只要包括兩個條款便已足夠：

1.	 割讓香港，使商人及船集能居停寄碇；及

2.	 取得最惠國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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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3。香港：三聯

書店，1997 年。）

清廷在軍事失敗的情況下，妥協派佔上風，穆彰阿甚至把軍事失敗歸罪

於抵抗派。宣宗決計對英軍屈服，授耆英、伊里布以和議全權，趕到南京與

英人締結「城下之盟」。耆英、伊里布與英帥璞鼎查談判，「拱手受盟，一詞

莫贊」，有要價無還價。道光二十二年（公元 1842 年）七月二十四日，耆

英到停泊在南京江面的漢華麗號英艦上，與英國代表璞鼎查簽訂了中英《南

京條約》（即中英《江寧條約》）。

（杜振醉編著：《國史述要》（丙編），頁 101。香港：波文書局，1984 年。）

茲因大清大皇帝，大英君主，欲以近來之不和之端解釋，息止肇釁，

為此議定設立永久和約。是以大清大皇帝特派欽差便宜行事大臣太子少保鎮

守廣東廣州將軍宗室耆英，頭品頂戴花翎前閣督部堂乍浦副都統紅帶子伊里

布；大英伊耳蘭等國君主，特派欽奉全權公使大臣英國所屬印度等處三等將

中英雙方簽定《南京條約》的情景（油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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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世襲男爵璞鼎查；公同各將所奉之上諭便宜行事及敕賜全權之命，互相較

閱，俱屬善當，即便議擬各條，陳列於左：

（……）

一、因大英商船遠路涉洋，往往有損壞須修補者，自應給予沿海

一處，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將香港一島給予大英國

君主暨嗣後世襲主位者常遠據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

一、以上各條均關議和要約，應俟大臣等分別奏明大清大帝、大

英君主各用硃、親筆批准後，即速行相交，俾兩國分執一冊，以昭信

守；唯兩國相離遙遠，不得一旦而到，是以另繕二冊，先由大清欽差

便宜行事大臣等、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各為君上定事，蓋用關防印

信，各執一冊為據，俾即日按照和約開載之條，施行妥辦無礙矣。要

至和約者。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即英國記年之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九

日由江寧省會行大英君主汗華船上鈴關防

（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一冊，頁 30-33。北京：三聯書店，1982 年。）

     港英殖民政府的成立

大不列顛和愛爾蘭聯合王國女王陛下與中國皇帝陛下批准的、經兩國君

主親筆簽字並加蓋御璽的媾和條約，已於今日正式交換，現將該條約及後附

的蓋有國家印章的皇家憲章和委任狀予以公佈、刊印，望一體周知和服從。

准男爵、巴斯大十字最高級勳爵士亨利．璞鼎查閣下已於今日宣誓就

職，負責主管香港殖民地及其屬土之政府。

遵照女王陛下在皇家憲章中所宣佈的慈諭，香港島及其屬土將被命名為

     

「香港殖民地」；總督閣下願意更進一步指出，目前設於香港島北部的城市，

應以女王陛下的名字命名，並且今後一切公函和檔案等等均應注明「維多利

亞」字樣。

願上帝保佑女王。

亨利．璞鼎查

（G.R.	Sayers,	Hong	Kong	1841-1862,	Appendix	VII I）

（〈璞鼎查關於吞併香港的公告〉，載於余繩武編著：《割佔香港島》，頁 106。香港：三聯書局

（香港）有限公司，1995 年。）

問題討論

1. 試分析英國意圖割佔香港的原因。

2. 你認為鴉片戰爭前，香港的海防力量足夠嗎？

3. 《南京條約》的內容和香港有什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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