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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和香港同宗
同源。從約 7000
年前的咸頭嶺文
化，到約1700年
前的寶安縣，再
到 450 多年前的
新安縣，深港兩
地原是一體；近
代以來鴉片戰爭後
香港被迫割讓，深
港分離，進入到現
代，香港與深圳先後
崛起，香港被譽為 「東
方之珠」 ，深圳成為中
國改革開放的窗口，
香港和深圳攜手成為
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引擎，成為中國乃至全球的重要節點城市。
深港兩地共同譜寫了滄海桑田、雙城輝映的歷史篇章，而其中香
港和深圳的發展經驗對中國式現代化極具啟示意義，對中華民族
復興偉業也具有重大意義，在改革開放史、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
也具有重要地位。

史上六次編修新安縣志
地方志是 「一方之全史」 「一地之百科全書」，是中華文化的瑰寶，自古就有

官修的傳統。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指出 「了解歷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這是
我的一個習慣」。盛世修志，志載盛世。隨着深港經濟社會的發展，兩地史志工
作者以高度的歷史責任感使命感，推動史志事業蓬勃發展，地方歷史研究佳作輩
出、成果豐碩。

耕耘方知四季貴，秉筆直書寫春秋。其中，嘉慶《新安縣志》《深圳市志》是
深港古代志書和現代志書中的標誌性作品。

首先是嘉慶《新安縣志》。這是是古代最後一部記載今深港地域 「全史」的官
修縣志。深港地區歷史上曾先後六次編修新安縣志。明萬歷十五年（1587
年），新安知縣丘體乾倡修第一部《新安志》。其後，明崇禎八年、崇禎十六
年、清康熙十一年，新安知縣都親自擔任主纂，編修縣志。但是由於社會動盪，
這四部縣志均已失存。目前僅存的是清康熙二十七年和清嘉慶二十四年編修的兩
部縣志。嘉慶《新安縣志》編纂於1819年，由知縣舒懋官主修，王崇熙總纂，
還聘請了11個當時有名望、有才學的士紳擔任分纂。該志刊印後，受到各方好
評。當時的兩廣總督、史學大家阮元為此書作序。嘉慶《新安縣志》分設為 「沿
革志」 「輿地略」 「山水略」到 「藝文志」十三個部類，另有卷首皇帝 「訓
典」，合計18餘萬字，比較全面、翔實地記述了鴉片戰爭以前新安地區的地理
歷史情況，是古代最後一部記載今深港地域 「全史」的官修縣志。近年來，深圳
市政府地方志辦公室組織開展嘉慶《新安縣志》的點校工程，並印刷了簡體版和
繁體版，繁體版還作為慶祝新安建縣450周年禮物贈送給香港特首李家超。

讓歷史文化走進社會大眾
第二就是《深圳市志》。《深圳市志》是深圳首部全面記錄1979年深圳建市

至2000年歷史的大型綜合志書。《深圳市志》的編纂是一項龐大的文化工程。
歷經16年，2014年《深圳市志》最後一卷社會風俗卷出版。

《深圳市志》力求內容全面。《深圳市志》共設有基礎建設卷、改革開放卷直
到社會風俗卷等9大卷，每卷又包括若干個分志，分別記述相應部類的歷史。整
個《深圳市志》共有84部分志，全面囊括了深圳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
態等各方面的情況。

《深圳市志》力求真實準確。地方志書是嚴謹、科學的資料性著述。存真求
實、客觀準確是地方志書的生命力之所在。《深圳市志》編纂時收集了超過1億
字的基礎資料，廣大修志人員廣泛開展實地調研，反覆進行考證核實。正是嚴謹
的態度，確保了《深圳市志》至今仍是了解和研究深圳改革開放史最基礎的史料
之一，被廣泛引用。

修志問道，以啟未來。深圳市政府地方志辦公室編纂的各級各類地方志書、史
書，就是希望為當代和後世留下珍貴的歷史資料，延續悠遠的歷史文脈，達到
「存史」的目的；就是希望通過回顧歷史、總結經驗，切實為決策者提供有益的

借鑒和歷史智慧，達到 「資政」的目的；就是希望通過生動翔實的歷史敘述與文
化展示，真正讓歷史文化走進社會大眾，以史感人、以文化人，實現 「育人」的
目的。

新時代，香港正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深圳正朝着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
行示範區的方向前行，深港共同構成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引擎，成為重要的節
點城市，繼續書寫新的輝煌歷史。此 「新安」處是吾鄉，我們將與深港歷
史文化機構和專家學者們一道，繼續當好無愧於偉大時代的歷史記錄
者、研究者、傳播者，繼續創作更多的優秀歷史文化作品，讓深港歷
史文化研究的 「文本群」百花齊放春滿園，讓廣大讀者感受到深
港歷史文化的獨特魅力，更加堅定我們的文化自信、歷史自
信。

一縣之境產生兩大都市
由於倭寇與海盜頻頻侵擾東南沿海，明朝開始實行海禁。經南頭鄉紳的提議，在

廣東海道副使劉穩的支持與籌劃下，明朝萬曆元年，從東莞縣析出新安縣。
廣東新安縣雖然已經名之不存，卻以一縣之境的母體，產生了兩個世界級的大都

市——香港和深圳。香港的特點是開放，深圳的特色是改革。深港兩地的文化基因
有跡可尋，都指向歷史上的新安。

「新安」之名取 「革故鼎新，去危為安」之意。以現今的眼光視之，新安有兩重
含義，一是安全觀，二是改革觀。香港的開懷向洋，深圳的改革創新，或許與此
有關。

新安建縣於明朝萬曆元年，屬於公元1573年。要記住這個時間，可以參照瀘
州老窖旗下的一款白酒品牌——國窖1573。也是在這一年，瀘州老窖始建釀
酒窖池群。

既無歲月可回頭，且敬時光一杯酒。

明清兩代的海防重地
深圳自古都是邊防重地。有防必有攻，攻防謂之戰。所以，作為海疆的

歷史深圳，一直不消停。
明清兩代，這裏發生了兩場海戰，皆大快人心。明代是屯門海戰，清代

是九龍海戰。
屯門海戰發生在明代，它的指揮者，是時年56歲的廣東海道副使汪鋐。
「屯門」北起深圳南山區，南至香港九龍半島沿海大部分，包括前海

灣、后海灣、伶仃洋等，是 「佛朗機」（明代對葡萄牙人的稱呼）最初佔
據的地方。

葡萄牙的戰船體形巨大，火炮射程遠，命中率高。汪鋐在南風大作的一
天，率軍士4000人眾，船隻50餘艘攻打葡人船隊。先將填有膏油草料的船隻
點燃，火船快速衝向葡人船隻，迅速燃燒起來，葡人大亂。汪鋐趁機派人潛
入水下，將未起火的葡人船隻鑿漏，葡人紛紛跳海逃命。汪鋐命軍士躍上敵船
與葡人廝殺，葡人大敗。最後剩下三艘大船，趁天黑逃走，中國收回被葡人盤
踞的 「屯門島」。其後20年間，中國典籍中再沒有佛朗機侵擾廣東沿海的記
錄。

屯門海戰打響了中國人民反抗西方殖民者侵略的第一槍，也是第一次取得勝
利。最主要的是，汪鋐仿製佛朗機炮裝備明軍，實現了武器的迭代式升級，是中
國最早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人。

九龍海戰發生在清朝，它的指揮者，是大鵬營參將賴恩爵，領導者是湖廣總
督、欽差大臣林則徐，對手則是英國海軍上將查理·義律。

在中英問題上，義律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存在。它因鴉片貿易問題，促使英國對清
廷宣戰，引發第一次鴉片戰爭。他派兵佔領香港，在島上升起英國國旗，出任香港
行政官。

1839年9月4日，義律率領兵船2艘、貨船3艘到九龍海岸以索食為名，炮擊九龍
山師船。正在巡洋的大鵬營守將賴恩爵受到出其不意的攻擊後，隨即指揮水師船和
九龍炮台開展反擊，義律乘坐的 「路易沙」號主帆被擊中 「在漩渦中滾轉，夷人紛
紛落水，各船始退。」下午5時，義律又調來主力艦 「窩拉疑」號及武裝船 「威廉
姆堡」號參戰，絲毫沒佔到便宜。下午6時30分英船逃回尖沙咀，九龍海戰以我方
的大勝而告終。道光皇帝在奏章上朱批四字： 「可嘉之至」。

九龍海戰是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的開始，也是中國近代史上一系列反侵略戰爭中
的第一仗。

「吾樂收回香港而樂」
賴恩爵將軍的故事遠未休止。
九龍海戰後，他因戰功升任南澳鎮總兵。
1841年，英軍對虎門要塞發動總攻，年逾六旬的守將關天培和400多名將士一同殉

國。賴恩爵繼任廣東水師提督，皇帝連下三道聖旨，召其進京，他三次上表辭謝。
中國近代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由中英雙方於1842年簽訂，標誌着

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結束。該條約主要規定了中國開放新的通商口岸、割讓香港島等
內容，破壞了中國的領土完整和關稅主權，使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1848年，賴恩爵病逝，終年53歲。道光皇帝聞訊，謚封為 「振威將軍」。他的
府第——賴府的大門額上至今貼有道光皇帝御筆欽題的 「振威將軍第」。大門兩旁
貼有道光皇帝御賜對聯 「秀一鵬山開泰運 重班鳳闕迓鴻庥」。

作為保家衛國的赫赫武將，看到朝廷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他深感奇恥大辱。在
去世前，他將子孫叫到床前將子孫叫到床前，，留下遺訓留下遺訓：： 「「吾憂朝廷腐敗而憂吾憂朝廷腐敗而憂，，吾樂收回香港而吾樂收回香港而
樂樂！！」」

經過經過148148年之後年之後，，也就是也就是19971997年年66月月2121日日，，散居世界各國的百多位賴氏後人散居世界各國的百多位賴氏後人，，不不
忘忘祖訓祖訓，，紛紛回到大鵬古城紛紛回到大鵬古城。。在賴恩爵將軍第在賴恩爵將軍第，，懸掛了一幅紅色牌匾懸掛了一幅紅色牌匾：： 「「還我祖願還我祖願」」。。

99天之後天之後，，香港回到了祖國懷抱香港回到了祖國懷抱。。
時間如刀時間如刀，，減去多餘減去多餘，，留下精粹留下精粹。。

南頭古城南頭古城，，又稱又稱 「「新安故城新安故城」」 。。資料圖資料圖

屯门海戰汪鋐像

《《新安縣志重印本新安縣志重印本》》封面書影封面書影 資料圖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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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認為，新安縣是中國歷史上的獨一無二。
中國有兩個新安縣，一在河南，一在廣東。一個已經消失了，一個

依舊奔流不息。
消失的新安在廣東，具體而言，轄地包括今天的深圳及香港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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