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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至今仍保留了許多殖民地時期獨有的建築、設計和產物，大眾了解鴉片貿

易與香港的關係時，通常從史學角度出發，了解鴉片戰爭前後香港的轉變，卻忽

略了香港也有與鴉片相關的考古遺存。目前沒有任何香港鴉片貿易及吸食習慣的

研究是從考古學角度出發，並運用香港出土的鴉片煙罐，又名鴉片陶罌，作為研

究對象。因此，本研究會運用考古遺存了解香港十九世紀初至二十世紀中期的鴉

片加工、貿易和使用。 

當時全球最大的鴉片罌粟種殖地，位於英屬印度，大量生鴉片從印度運往英屬

香港加工，然後轉口到中國內地，甚至北美洲的華人市場。鴉片成為了當時跨國

貿易和商品體系中重要的一環，也將中國、英國、英屬印度和美國結合在四邊的

貿易關係中，而香港在整個鴉片貿易中成為重要的中轉及加工地，構連了中國與

其他國家的全球經貿關係。  

本論文在考古學和文化人類學的框架下，研究相關的物質文化，分析各遺址出

土的鴉片陶罐在外型、體積和數量上的差異，並結合大量的政府檔案、口述歷史

和實地考察資料，進一步分析香港各社會階層吸食鴉片的異同。直至 2021 年，

香港至少有八個經考古調查或發掘的遺址，出土了與吸食鴉片相關的用品和工具，

包括過千件的鴉片陶罐及陶蓋，以及一個懷疑安裝在煙槍上的煙鍋碎片，這些物



質文化不但成為有力的一手資料，也承載著香港早期的經濟和社會訊息。各考古

遺址中， 以 2017 年進行發掘的沙中線聖山遺址數量最多，超過 400 件較完整

的鴉片罐；其次是 2001 年進行重修發掘的新田大夫弟，出土超過 300 件鴉片

罐，因此是次研究也側重剖析以上兩個考古地點，並與美國加州的情況作比較。  

研究結果顯示，香港及加州的的吸食者雖然同樣以低下階層的華人為主，但相

較之下，香港的吸食者對鴉片煙膏的品質、存放和品牌沒有太大的要求，即使是

士紳階層，也是使用較廉價的鴉片煙罐； 反觀加州的吸食者，他們著重品牌，

願意購買價格昂貴但品質上乘的煙膏，這反映兩地消費觀和社交文化的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