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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618-907)南方經濟發展迅速，廣

州為南方最大商港，南洋諸國及阿拉伯商

人皆在廣州之「蕃（音：翻）坊」聚居，

朝廷於廣州設巿舶司，管理海外貿易；為

保護海上貿易，於 736 年，置屯門軍鎮，

以守捉使一員，率二千兵駐守。該軍鎮隸

（音：第，隸屬的意思）安南都護府，其轄

（音：瞎）管地域包括今東莞（音：管）、

香港及深圳沿岸一帶，指揮部位於今深圳

南頭城。 

 

屯門亦稱團門，又稱段門，位香港

新界西部，其位置扼廣東珠江口外交通

要衝，故凡波斯、阿剌伯、印度、中南

半島及南洋群島等地人士，欲由海路到

中國貿易者，必先集屯門，然後北上廣

州貿易。其時文士對屯門交通重要亦有

耳聞，故時有酬詠詩歌，著者有韓愈之

《贈別元十八協律第六首》及劉禹錫之

《踏潮歌》。 

 

屯門境內之主山名屯門山，又名青山，古稱杯渡山，因杯渡禪師曾駐錫（僧

人居留的意思）而得名，英人稱之為堡壘山(Castle Peak)，因其巔峰形如堡壘之故。

其東為屯門灣，又名青山灣，古名屯門濱，惜為了填海發展，建築屋邨，舊貌全

失。灣南為大嶼山，又名大濠島，古稱屯門島。 

 

唐初，香港地區屬廣州府南海郡寶安縣，757 年，寶安縣改為東莞縣，香港

地區遂亦轉隸廣州府東莞縣。 

 

其時，區內居民仍多土著，以輋（音：邪）、傜及越為主，濱海地域則多蜑

（音：但）民。北方中原大族亦有南徙，建村定居，與原住民同化。近年，於屯

門、赤臘角、大嶼山、馬灣、南丫島、長洲及香港島沿岸發現窰址頗多，經研究

證明，其用途多為燒灰、煮鹽，或製造陶瓷食具。 

 

五代十國時，香港地區屬南漢國範圍。其時，政府仍於屯門駐軍，營寨位



杯渡山麓（音：碌），惜位置難考。此外，政府於大步海（今大埔吐露港）設媚

川都，派兵二千駐守，並招募本地水上人士於該處採取珍珠；由於珠役頻繁，人

民大受其苦。 

 

其時，朝野人士大多信奉佛教，故有雕製佛像供養及敕（音：戚）封聖山

之風氣。955 年，關翊（音：亦）衛副指揮、同知屯門鎮檢點、防遏（音：壓）石

靖海都巡陳延，曾命工鐫（音：專，鑿刻的意思）杯渡禪師像，立於杯渡山杯渡巗

（同「巖」）內供養，該像至今仍存。969 年，南漢主劉鋹敕封杯渡山為瑞應山，

並勒碑（在碑石山刻字的意思）紀其事；惜流碑今已不存。 

 

 

 

（整理自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歷史科：香港發展錄像專輯》參考文章） 

 



自我評估練習 

1. 文中提及屯門在唐代有哪些優勢？ 

（i） 是外國商人循水路經香港北上中國的必經之路 

（ii） 具填海發展的潛力 

（iii） 扼珠江口的對外交通要衝 

（iv） 是唐代東莞縣的政治特區 

A. （i）、（ii） 

B. （i）、（iii） 

C. （ii）、（iii）、（iv） 

D. （i）、（ii）、（iii）、（iv） 

 

2. 下列哪一個並非唐代主要居於屯門的土著？ 

A. 藏 

B. 蜑 

C. 傜 

D. 輋 

 

3. 五代十國時期，香港受哪一國管治？ 

A. 南唐 

B. 南漢 

C. 南平 

D. 南蜀 

 

4. 下列各項，哪些是五代十國時期中國政府在香港禮佛的表現？ 

（i） 將杯渡山敕封為瑞應山 

（ii） 鐫鑄杯渡禪師像 

（iii） 刻製誠心禮佛的碑文 

A. （ii） 

B. （i）、（ii） 

C. （i）、（iii） 

D. （ii）、（iii） 

 

5. 上文提及唐及五代時期香港居民主要從事以下哪幾項工作？ 

（i） 煮鹽 

（ii） 製瓷 

（iii） 製陶 

（iv） 採珠 

A. （i）、（ii） 

B. （i）、（iii）、（iv） 

C. （ii）、（iii）、（iv） 

D. （i）、（ii）、（iii）、（i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