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山與深港歷史

深圳市南山博物館 戚鑫



位於廣東省深圳市中西部，地域由陸地與內伶仃島、
大鏟島等島嶼組成。行政區域東起車公廟與福田區毗鄰，西
至南頭安樂村、赤尾村與寶安區相連，北靠羊臺山與寶安區、
龍華區接壤，南臨蛇口港、大鏟島和內伶仃島，東南隔深圳
灣與香港元朗比鄰，西南隔珠江口與澳門、珠海相望。 地
形為南北長、東西窄。



南山，明清至近代又被稱為南頭，是明
清兩朝新安縣（管轄地域為深圳和香港
的大部分區域）縣治所在地，承載著深
港兩地約1700年的城市發展歷史。

今天的南山，已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重
要組成部分和支撐極，並加快建成世界
級創新型濱海中心城區。



肇始東官 港澳源頭



自秦始皇統一嶺南，在嶺南設立郡、
縣後，深圳地區一直尚未單獨置縣。
直到東晉鹹和六年（331年），晉成帝
將南海郡一分為二，東部為東官郡，
領九地六縣， 寶安為六縣之首，現在
的深圳、香港、澳門、東莞、珠海和
中山等地均隸屬寶安縣。這也是深圳
地區設縣的開始。

深圳、 香港和澳門三地的城市發端均
肇始於東官郡。

清·康熙（左）和嘉慶（右）《新安縣志》節選





“香港”一名的出現，初
見於明朝郭裴於萬曆二十
三年（ 1595年）所刊著
《粵大記》的廣東沿海圖
中，彼時的“香港”應是
一座島嶼的名字。

明·萬曆《粵大記》之廣東沿海圖中出現的“香港”



粵中首郡 新安長歌



唐開元二十四年（736年），設屯門鎮（軍
事機構），隸屬安南都護府，鎮治設在南頭。

唐至德二年（757年），寶安縣更名東莞縣，
屬廣州都督府，縣治從南頭遷到今東莞市莞
城，曆宋元兩朝，直至明朝中後期。

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置東莞守禦千
戶所，並在南頭修築所城（即今南山區之南
頭古城）。

宋·建隆《唐會要》 清版《唐書》



明萬曆元年（1573年），析
東莞縣，置新安縣，設治所
於南頭，屬廣州府。

清康熙五年（1666年），新
安縣併入東莞縣，八年複置
新安縣，屬廣州府。

清·康熙（左）和嘉慶（右）《新安縣志》節選



出版於1866年的《新安縣全圖》，該圖是第一幅使用現在測繪技術繪製的深港地圖



清嘉慶版《新安縣志》中的新安縣境圖



清嘉慶版《新安縣志》中的新安縣水路圖








2023年是新安建縣450周年。

由東晉的寶安縣到明朝的新安縣，這座位於廣東中部珠江入海口的縣
城，因鹽業而始興，至唐代為軍事重鎮並發展為海上絲綢之路上的必
經貿易港口，明清兩朝更是兩廣海防前沿要地，至今已曆1700年。

新安縣所獨具的地理、 軍事和貿易地位， 使其可当粵中首郡。



粵海門戶 古城華章



自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以來，歷任知縣對南頭城進行了多次
擴建和修繕。

新安縣地處明清時期廣東海防中路，有著重要的軍事作用。 清代
《廣東海防匯覽》記載“邑為東莞分地。前俯大海，急水、佛堂、
獨鼇洋、小三門諸隘，其出海所必須經也。……至南頭一寨，原轄汛
地六處，尤為關鍵。”

清代《廣州府志》記載“然其形勝之所，內則鞏省城之金湯、外則
絕邊倭之窺伺。”清康熙《新安縣志》記載“新安，彈丸小邑也。
然佛堂門諸險，砥柱大海，較虎門尤為扼塞。”

新安縣有著“ 全廣門戶” 和“ 省會藩籬” 的重要地位，可当粵海門戶。



清康熙版《新安縣志》中的南頭城圖



清嘉慶版《新安縣志》中的南頭城圖



專家經研究整理後繪製的清代南頭城示意圖 根據史料復原的清代南頭城木質沙盤



1858年 8月， 3000

餘英軍搭乘三艘大

兵船、四艘大火輪

船及其他大小船隻

約五十條，進犯新

安縣城，新安軍民

共同抗擊來犯之敵，

鏖戰六個小時，大

敗英軍，粉碎了英

軍企圖佔領南頭城

的企圖。



2020年，南山區政府投
入鉅資，對南頭古城進
行了改造提升，這座有
著近600年歷史的古城
再次煥發了勃勃生機！









謝謝！
欢迎大家常来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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