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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張保，人稱張保仔，亦稱亞保仔，為十九世

紀初廣東沿海名盜，為香港人所熟知之人物。坊

間流傳其事蹟及掌故不少，惟訛傳甚多，部份事

實且被誇大。本文以檔案及文獻資料，介紹其生

平事蹟、在海盜中之地位、品德及其之最後歸

宿，目的在使人認識有關張保仔之歷史真相，並

藉以介紹檔案及文獻之運用，及利用掌故（口述

歷史）作研究時當注意之要點。

傳說掌故中之張保仔與香港

　　港人對張保仔之傳說甚多，皆以其巢穴在香

港島，分設東營盤及西營盤，東營盤位於鰂魚

涌，西營盤即今西環西營盤之地。2其部屬於塔

門洲、坪洲、長洲、馬灣洲及港島赤柱等地建築

天后廟，用作哨站，並供對天后虔誠祀奉。3張

保仔為人殘酷好殺，故於赤柱灣畔有「劏人排」

遺蹟，其為人奸詐，部份天后廟神案下有地道出

海，及於港島半山有張保仔古道，傳謂為逃避官

兵追捕而設。又謂其出海打劫所獲之財物，分藏

塔門洲、長洲、南丫島及港島舂坎角等地之山

洞，今稱張保仔洞。4

張保仔之歷史

　　清乾隆末年，越南內亂，巨盜鄭七擁眾橫行

越南沿岸，並組盜幫聯盟，嘉慶初年，鄭七敗

亡，其弟鄭一領其眾，繼為盜幫首領，其眾號紅

旗幫，張保仔為其頭目。5

　　嘉慶十二年（1 8 0 7），鄭一死，其妻石陽

（眾號鄭一嫂）領其眾，以張保仔對其恭順，遂

加重用，以一軍（一隊盜船）交其指揮。其後三

年，其部眾橫行珠江三角洲一帶，其名亦超越鄭

一嫂，且被誤傳為紅旗幫盜首。6

　　嘉慶十四年（1 8 0 9）間，沿海村莊守衛日

嚴，巡海官軍勢力日增，因致張保等糧食補給日

短，加以盜幫內黑旗幫向政府投誠，紅旗幫漸覺

勢孤，翌年二月，鄭一嫂率張保仔等亦向政府投

誠。嘉慶年間東南艇盜之患告終。7

文獻中所載之張保仔史料

　　民間有關張保仔之傳說頗多，部份且屬謠傳

失實，現就所獲文獻資料，詳為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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