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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嶼山史略

尾大不掉

現在初中的中國歷史課程自夏商周開
始一直談到現代中國，不過因為歷史課程均
採納所謂正史的角度來看待問題，難免有些
歷史故事可能會出現偏差。其中，關於西周
滅亡之說，眾所周知，周幽王 「烽火戲
諸侯」 導致後來遭犬戎圍攻鎬京卻無諸侯趕
來勤王而亡。而且此事因記錄在司馬遷
的《史記》當中，後世便沿用此說法。但現
在越來越多的考證證明，西周滅亡源於周幽
王被犬戎不假，但 「烽火戲諸侯」 卻是子虛
烏有，而且事實真相更與西周氣候變遷
有關。

主動起兵 卻反被攻滅
根據西晉史書《竹書紀年》的記載，

周幽王的父親周宣王年過半百才 「老來
得子」 ，所以當其即位之時只有十四歲。雖
則現今社會十四歲不過是初中生的年紀，但
於當時已經可以大展身手。周幽王即位後三
年便帶兵攻打褒國。褒國位於今天陝西省勉
縣，也就是在漢中一帶。自此西周開始控制
了今天的漢中地區。而褒國因戰敗遂將美女
褒姒獻上，亦因此埋下了西周滅國的伏線。
周幽王自此開始寵愛褒姒，到了周幽王

五年，當時的太子宜臼便出奔申國。背後原
因當然與宮廷鬥爭有關，太子宜臼是申后之
子，申后是申國諸侯之女，面對周幽王的貪
新忘舊，申后帶着年幼的太子宜臼選擇
出走，回到娘家。及後，周幽王改立褒姒的
兒子伯服為太子，也因此引發申侯聯絡其他
幾個和他關係不錯的諸侯國例如曾國等，擁
立太子宜臼為王了，而且自號 「天王」 ，所

以周幽王想鏟除 「逆子」 而主動起兵攻打申
國。但事與願違，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
年）形勢發生了逆轉。申人、曾人及犬戎攻
入鎬京，周幽王和太子伯服一起遇害，褒姒
則被犬戎擄走。所以實情中周幽王並不是像
傳言那樣，還沒來得及呼叫諸侯的援軍就被
犬戎攻滅了，而是主動出擊，結果被反推到
家門口。

氣候天災 成敗關鍵
根據西周的封建制度安排以及鎬京的

地理位置，當時的關中號稱四塞之地，而且
所在區域天子擁有的兵力再加上不少關中諸
侯，為何會被申國及犬戎聯軍所滅呢？背後
則是當時的氣候變遷及天災有關。西周末年
中國北方氣候發生轉變，由暖轉寒令關中地
區的旱災頻發。《詩經》中記載，從共和十
四年（前828年）至宣王六年（前822年），
關中持續七年大旱。到了周幽王即位後第二
年又發生了一起大地震，當時涇、渭、洛三
條河流枯竭，岐山崩塌。氣候和天災所造成
的經濟和社會損失慘重，令關中地區已經不
及西周初年般富饒，難以支撐養活按照編制
的兵力。加上幽王父親周宣王於千畝之戰中
被申戎擊敗，慘失南國之師，因此周幽王本
來在實力上就難以與日漸強大的犬戎比拼。

更甚者，犬戎在地理位置上還佔有絕
對的優勢。從地圖上來看，犬戎位處於今天
甘肅、寧夏一帶，相比西周鎬京所處的關中
平原，本身就居高臨下。而且關中平原不少
的城鎮都缺少城牆，故此西周的敗亡可謂是
一早注定了。

解釋：
本來比喻部下的勢力十分強大，不易

控制。後來比喻機構架構複雜，難以調度。

出處：
「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

也。」 《左傳．昭公十一年》

典故：
魯昭公十一年的冬天，楚靈王出兵滅

了蔡國，打算在陳、蔡、不羹三個地方修

築城池，同時打算派自己的弟弟棄疾去
管理蔡國。對此楚靈王詢問大臣申無宇
的意見，以了解派棄疾管理蔡地是否合
適。

申無宇說道： 「父親是最了解兒子的
人，選擇大臣也沒有人比君主更適合，但
是設立封地一事一定要小心。從前鄭國設
有櫟城，但是櫟人傅瑕使鄭莊公長子丟掉
了君位。齊國設有渠丘城，但後來齊國渠
丘的邑主殺了公孫無知。我聽說越是親近
的人越是要留在身邊，而在朝中依附着權

勢的人就應該派往外地。現在主公派你的
弟弟外出管理封地，一定要好好想清楚
啊！」

楚靈王說道： 「我們國都有着高大的
圍牆，不怕任何叛亂吧！」 申無宇就說道：
「衛國蒲城、戚國的邑主驅逐了國君衛獻
公；宋國蕭城、蒙城的邑主殺害了宋昭公，
這些都是有所記載的歷史。正所謂樹枝過
長容易折斷，尾巴太大就難以擺動。過於
強大的封地肯定對國都有害，主公不得不
提防啊！」 楚靈王沒有接受申無宇的意見，

仍決意讓自己弟弟擔任蔡公，管理蔡國封
地。後來蔡公棄疾果然趁着楚靈王外出征
戰時，殺害了楚靈王的兩個王子，另立新
君。同時策反了楚靈王的軍隊，逼得楚靈
王自縊身亡。

烽火戲諸侯真的導致西周滅亡嗎？

那些你不知的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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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舊事

大嶼山，古稱大奚山，位香港島之西，為
香港區內第一大海島。 「大奚山」 之名，初見
於趙宋王象之《輿地紀勝》，云： 「大奚山，
在東莞縣海中，有三十六嶼，居民以漁鹽為生。」
惟據明崇禎曹學佺《大明一統名勝志》〈廣州
府新安縣〉條中載： 「……大奚山，在縣南大
海中，環三十六嶼峒，周迴三百餘里，……」

宋代時期 以產鹽聞名
觀上所引，有 「三十六嶼」 及 「環三十六

嶼峒」 二說，然 「嶼」 之意為 「島嶼」 ，或為
「嶼峒」 （蠻居）；惟從之可證 「大奚山」 並

非只為一島，其包括之地甚廣，闊達 「周迴三
百餘里」 。但今日則只狹指大嶼山一大海島。

該島自古已為先民聚居之所，二十世紀中
葉，島上東岸萬角咀，及南部石壁一帶濱海地
域，出土上古石器及銅器文物甚豐。東晉末年，
孫恩、盧循為亂長江下游及福建等地。元興二
年（403），晉將軍劉裕討盧循；盧循敗亡後，
其餘眾多退居大嶼山一帶，遺種曰廬餘。

宋代大嶼山以產鹽出名，北宋以來原為海
南鹽柵所轄；南宋紹興年間（1131-1161），
該地曾為土著朱祐所據，朱祐投誠後，少壯者
被選為水軍，老弱者則放歸。寧宗慶元三年
（1197），提舉徐安國緝捕鹽梟於島上，島民
由萬登領導抵抗；其後，廣州經略錢之望遣兵
入大嶼山，盡殺島民，且墟其地。事平，留兵
三百戍守。元代，島上復聚居民數百家。事見
元吳萊《南海古蹟記》〈大奚山〉條。明天順
盧祥《東莞縣志》載： 「……居民不事農桑，

不隸征徭，以魚鹽為生。」

明軍於茜草灣大敗葡寇
明代，廣東沿海常受倭寇困擾，大嶼山位

廣東南陲，故為防倭重點。萬曆年間所設之南
頭寨，轄六汛地，其一即位島上之大澳。正德
十六年（1521）至嘉靖元年（1522）間，佛朗
機人（即葡萄牙人）入寇屯門一帶，明軍與之
戰於茜草灣，疑即今大嶼山北岸大澳與沙螺灣
之間海面，是役葡人敗走。據明萬曆郭棐《粵
大記》〈廣東沿海圖〉載，其時，島上已有之
聚落凡九處：即雞公頭（今稱雞山）、石壁、
大澳、沙螺灣、東西涌、大蠔山、梅窠（窩）
村、螺杯澳（杯澳）及塘福。

清初，為禁沿海居民接濟台灣鄭氏，於順

治十八年（1661），厲行遷海令，沿海居民全
遷內陸，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灣鄭氏
降，沿海各島居民始被許遷回，其初，遷回大
嶼山復居之鄉村凡五：即大澳、東西涌、螺杯
澳、石壁村及梅窩村。至嘉慶年間，島上屬官
富司管屬村莊有袁家園、梅窩村、石壁村、塘
福村、水口村、石甲門、石榴坑、中凹村、沙
螺灣、石頭莆、二澳村及由古塱。官富司管屬
客籍村莊則有大蠔、白芒、橫塱及東涌嶺皮圍。
其時，居民多以漁農為業。

雍正初年建大嶼山炮台
清初，島上初無防汛之設置，復界後，至

雍正（1723-1735）初年，始於島上西面汾流
角山上，建大嶼山炮台。乾、嘉間，以沿海寇
盜之擾仍熾，及西人東來之威脅日增，故於島
上增設東涌口汛。嘉慶二十二年（1817），又
於東涌口增建汛房，並於石獅山腳建石獅炮台。
道光十二年（1831），於東涌上嶺皮山腳處，
建東涌寨城。鴉片戰爭後，島上除原有寨城、
炮台及汛房外，繼增設大濠汛、沙螺灣汛及梅
窩汛；道、咸、同、光四朝仍之。至光緒二十
四年（1898），英人租借新界，大嶼山一地亦
轉歸英人轄管，島上各汛營及炮台乃廢。

如今，島上石壁地區則已闢建水塘，東涌
已發展為新市鎮，其餘各村則因對外交通不便，
故部分古樸之風仍存。

▲清朝道光年間，為阻止鴉片貿易和海盜侵略，
當時的清朝水師把附近的大鵬營升為大鵬協，下
設左右二營，總部及左營設於深圳的大鵬所城，
而右營則是駐在新建的東涌所城。

▲嘉慶二十四年（1819）《新安縣志》中的
《新安縣海防圖》，標示仍用大奚山。

▲大嶼山古稱 「大奚山」 。也有大俞
山、大嵛山、大虞山、大庾山、大移山
等各種別稱。

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歷史研究所教授
暨香港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蕭國健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