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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关系四百年》

前言

　　公元1573年，明朝政府批准现在的深圳和香港地区从原东莞县版图分离出来，设立新安县。这是
深港地区第一次单独成为一个全新县级行政区，对深圳和香港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　　400多
年来，深港共同经历了社会变迁的风雨沧桑，经受了鸦片战争和割让香港的痛苦和耻辱，参与了奋起
抗战、共御外敌的伟大抗日战争，分享了国家改革开放、繁荣富强的喜悦，见证了香港回归的神圣时
刻，可谓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特别是香港回归以来，在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帮助下，特区政
府与港人一道，坚定不移地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方针，经济社会更加繁荣稳定，人民福祉不
断提升，“东方之珠”更加璀璨生辉。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窗口，则在短短的20多年间，从
边陲小镇迅速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大都市，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史上的奇
迹，与香港一起成为南海之滨的双子星座。　　深港山水相连，虽然曾经受分离之苦，却一直保持唇
齿相依的密切关系。深圳作为后起之秀，发展得益于毗邻香港的因素甚多，在建设国际化城市的道路
上需要向香港学习的更多。香港回归祖国后，深圳一直以服务香港为己任，凡是有利于香港繁荣稳定
的事，深圳就全力以赴，以最高的效率去推动、去落实，有力地支持了香港的繁荣发展，圆满完成了
中央交给深圳的任务。2004年以来，深港双方签署了历史性的“1+8”合作协议，建立了两地政府间定
期沟通协商机制，深港合作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　　现在的深
港地区，香港第三产业发达，是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和信息中心；深圳高新技术产业
和先进制造业发展较快，两地产业互补性很强，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今年恰逢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
，深港两地政府和民间的有识之士也在深入思考如何推动两地共同走向新的繁荣。前不久，曾荫权特
首提出了深港两地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创建世界级大都会的战略构想。推动建设深港世界级大都
会，也是深圳长期以来的愿望。令人欣喜的是，深港双方已经朝着这一战略构想迈出了有意义的一步
。双方刚刚签署的建设“深港创新圈”合作协议，力争将两地的产业和资源优势结合起来，使两地成
为创新资源最集中、创新活动最活跃的国际一流创新圈，可谓深港共建世界级大都会的首个实质性举
措。　　同样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深港合作正得到民间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参与。这本由南方都市报策
划、40多名记者历时半年采写编辑而成的《深港关系四百年》，全面生动地展现了400多年来深港地区
血浓于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史，时空纵横交错，资料丰富翔实，非常值得一读。这是民间对香
港回归祖国十周年的一份纪念，也是民间关心和推动深港合作、共建世界级大都会的一项努力，显示
了深港合作深厚的民间基础。　　今后，深圳将秉持“向香港学习，为香港服务”的理念，大力推进
两地政府和民间的合作，努力实现两地共赢发展。我相信，深港两地一定会朝着更美好的明天阔步迈
进！　　深圳市市长许宗衡

Page 2



《深港关系四百年》

内容概要

《深港关系四百年》是凝聚了本报40余名采编人员心血的一部大型断代深港关系编年史，全书共计52
个章节，20余万字，系统记述了明朝万历元年(1573年)起，深圳和香港从东莞县分离，单独设立新安
县建制至今的深港关系史，填补了400余年来深港关系研究的一段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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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公元1573年，明神宗万历元年首设新安县，抗倭能力大增，深港边民重新安居乐业。然而，清军
入关，明朝灭亡后，清廷为镇压南部沿海抗清复明志士发布的一纸“迁界令”，却给新安边民带来长
达8年的迂徙之苦，这也是深港历史上曾有过一段短暂的由南往北回迁史。　　封锁郑成功下达迁界
令清朝初年，反清复明志士退守东南沿海继续抵抗，其中力量最强大的是据守台湾的郑成功将军，他
拥有强大的水师，其部下同福建、广东沿海一带的居民交，主密切，除交换生活必需品外，还到东南
沿海岸边种庄稼。加上很多士兵本来自福建和广东沿海，亲戚往来十分频繁。清政府为了斩断东南沿
海居民与郑成功的联系，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式发布“迂界令”。当年12月颁布的《严禁通海
敕谕》称：“郑或功盘据海徼有年，以波涛为巢穴，无田土力可以资生。一切需用粮米、铁、木、物
料皆系陆地所产，若无奸民交通商贩，潜为资助，则逆贼坐困可待。”随后，朝廷派官员到东南沿海
各村张贴告示，但老百姓哪能说走就走，有的老百姓念着庄稼需要收割，有的想着台湾的战火一时半
会儿还不会烧到这里来，有的还心存侥幸以为皇帝会改主意。于是，清廷派出大批官兵强行驱赶，并
强行毁坏田舍、村镇、城廓，百姓限期搬出，违者以军法论处。初迁时，只限期三日，“尽夷其地，
空其人”，被迫北迁的深港百姓只能带着可随身携带的小家当仓促上路。新安无百姓知县奏请撤被迫
离乡的百姓开始还指望很快就能回迁，但官府动用军队，挖界沟，筑界墙，设烟墩，严禁任何人进入
界内，越界者死。回迁无期，随身携带的银两也用尽了，生活无着，出现了“夫弃其妻，父别其子，
兄别其弟”的悲惨场面。丈夫哭着送妻子“跟他人去作为婢女，免得大家都饿死”，做父亲和兄长的
眼含泪水让儿子或兄弟“暂且到人家去打工养活自己”，即使是一些大富人家，有的也被迫转做奴婢
，有的无处安身只能去投军，还有一些年老体衰最后毙尸路边，惨不忍睹。　　到康熙年间，“迁界
令”仍一道又一道地颁发。康熙元年（1662年）三月，新安县居民已内迁50里，迁出区域占整个新安
县域的三分之二。康熙三年（1664年）五月，清廷“时以迁民窃出鱼盐，恐其仍通海舶”，又F令再内
迁30里，新安县境内的居民几乎迁完。最后在当时两广总督的求情下，曾保留了24个乡。但康熙四年
（1665年）三月，剩余的24个乡也不能保，近的撤到东莞，远的不知所终。及至康熙六年（1667年）
，由于新安县百姓已经全部北迁，堂堂一县衙门没有百姓可管，时任知县张璞奏请撤销新安并入东莞
县，朝廷批准。康熙迁海令涉及中国所有沿海地区，而因迁界而被迫撤县的，新安县是绝无仅有的。
　　进士去求情全村得幸免据考证，在新安县大规模迁界过程中，还有少数幸存的“钉子户”，其中
一户就在今天的深圳沙井街道一带。当地恩德乡有一个三都衙边村，村里有位年轻人叫陈隽蕙，他在
顺治十八年（1661年）赴京师参加辛丑科会试，登马世俊榜第二甲，赐进士出身。迁界之时，他正在
家里等候皇帝任命，眼看靠晒盐为生的父老乡亲就要失业，他恳求迁界官员给一条活路。　　考虑到
他可能前途无量，迁界官员给了他一个面子，同意这个村里的人可以凭借一道特许的腰牌进出，但只
能晒盐，不能在村里居住。还有一户是香港新界地区的邓氏家族，他们虽然没有陈隽蕙这样的进士，
但是家族势力不小，或许是打通了官府的某些关节，这个邓氏家族被准许撤到最靠近边界的地区，也
就是今天的深圳沙井茅洲河一带。据说，后来再次迂回今天的香港地区后，邓氏家族还把茅洲的南海
洪圣大王请到了今天的香港元朗。　　巡抚求复界总督被罢官“迁界令”一直持续了将近8年。当时
的广东巡抚王来任，非常同情新安北迁居民的悲惨遭遇，于康熙六年冒死上疏请求复界。他在《展界
复乡疏》中写道：“沿海边民，惨被荼毒，或被戮而尸骸遍野，或被掳而骨肉星分，或被横征而典妻
儿，颠连万状，罄竹难书。”并指出“迂界”政策不仅给民间造成深重灾难，还使全省每年减少地丁
钱粮30多万两，几十万失去生路的边民成为盗贼。然而，王来任很快被罢官，病死在广州，广东广西
总督卢兴祖也受牵连被革职。随后，山东巡抚周有德升任广东广西总督，内国史院学士刘秉权任广东
巡抚，这两位官员也对迁海政策提出质疑，继续上疏朝廷，痛陈“迁界”之害。康熙八年（1669年）
正月，清廷终于取消“迁界令”，准许康熙三年迁界地区居民回迁恢复原籍。同年七月，康熙皇帝下
诏恢复新安县。至此，长达8年的北迁浩劫终告一段落。　　新安百姓被迫北迁，深港地区沿海农业
生产、渔盐采集、对外贸易都遭到巨大的破坏。迁界前，新安县人口6851人，盐丁3818人，国家征收
赋税粮食11652石；迁界后，新安人口2172人，盐丁127人，国家征收赋税粮食2837石。由于人口稀少，
清廷不得不从广东各地招募人丁迁居新安。根据康熙《新安县志》记载，每年都招入数十至数百居民
来到这里，重新开垦荒地。迁界之前，新安县盐业发达，因迁界致盐业长期荒废，再加上珠江口海水
逐渐变淡，盐质量大不如前，大部分回迁盐民不得已转以捕鱼、养蚝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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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本由南方都市报策划、40多名记者历时半年采写编辑而成的《深港关系四百年》，全面生动地
展现了400多年来深港地区血浓于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史，时空纵横交错，资料丰富翔实，非常
值得一读。这是民间对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的一份纪念，也是民间关心和推动深港合作、共建世界级
大都会的一项努力，显示了深港合作深厚的民间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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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南都系竟然也出这么垃圾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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