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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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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張保之出身及獲進身頭目

　　張保本新會江門漁民之子，被鄭一所虜，後

淪為盜。《靖海氛記》中載：「張保，新會江門

漁人子，……十五歲，隨父在舟中取魚，遇鄭一

遊船至江門劫掠，保遂為所擄，鄭一見之甚悅，

令給事左右。」8

　　其獲升頭目之由，《靖海氛記》復載：「保

聰慧，有口辨，且年少色美，鄭一嬖之，未幾升

為頭。」

二、張保之被重用

　　嘉慶十二年（1807）十月十七日，鄭一於颱

風中沉船溺死，鄭一嫂領其眾，助鄭一姪安邦。

因鄭安邦軟懦無能，惟張保能為之助，故為鄭一

嫂重用，以一船隊交其調度。

　　《平海紀略》中載：「鄭一歿，……張保踵

鄭一之餘孽以助鄭一姪安邦。安邦軟懦無能，聞

砲聲輒掩耳，惟張保實左右之。……仍聽命於鄭

一之妻石氏，事必請而後行。……」10

　　其對鄭一嫂之恭順，故被重用。《靖海氛

記》載：「嘉慶十二年十月十七(日），鄭一為颱

風所沉，其妻石氏，遂分一軍以委保，而自統其

全部，世所稱鄭一嫂是也。」11可見張保仍只為鄭

一嫂手下頭目，而非該幫海盜之首領。

三、其名日顯，其徒日眾

　　《靖海氛記》復載：「保既得眾，日事劫

掠，由是夥黨漸眾，船隻日多。」其勢力日漸擴

大。12

　　其處事公正，御下甚嚴，故能名蓋全幫。

《靖海氛記》又載：「……乃自立令三條：一、

私逃上岸者謂之反關，捉回，插耳刑示各船，遍

遊後，立殺。一、凡搶奪貨物，不得私留寸縷，

必盡出眾點閱，以二分歸搶者，以八分歸庫，歸

庫後謂之公項，有私竊公項者立殺。一、到村落

擄掠婦女，下船後，一概不許污辱，詢籍注部，

隔艙分住，有犯強奸私合者，立殺。又慮糧食缺

斷，凡鄉民貪利者，接濟酒米貨物，必計其利而

倍之，有強取私毫者，立殺。……凡打單及虜掠

所得，必命隨庫記部，歸於公籍，不敢有所私

焉。惟劫殺搶奪，戰陣進退，各賊咸聽其指揮，

有犯其令者立斬。故威行海面，人但知為張保仔

云。」13因此，盜幫海上劫奪，或上岸搶殺，人皆

以之為張保仔所為。

四、張保之品德

　　張保雖為海盜，但非大奸大惡之徒，前文已

引述其侍上恭謹，御下甚嚴。除此，其對敵人亦

示寬仁，下列兩則紀錄可證。《廣州府志》引

《譜荔軒筆記》云：

劉某者，番禺人，其父賈安南，歲一往

返。嘉慶初，海賊方熾，半道為賊夥所

掠，急赴水，僅以身免，既恨喪資，又

受驚恐，病遂卒。劉以諸賊惟張保最

強，必保也。朝夕切齒，欲得而甘心

之。覓良工，製尖刀尺許，日夜淬之，

且傅以藥，懷之而投賊，乞為黨，每侍

立必近保側。一日，保察其顏色有異，

突命左右縛之，搜其衣底，得利刃，其

光熒然。保叱之曰：汝胡為者？劉嗔目

曰：欲殺汝耳！保曰：素無仇，必殺

我，何也？劉曰：殺吾父非仇乎？保宛

轉問：爾父遇賊何時何地？沉吟久之，

曰：殺爾父者，烏石二也。余是時全

幫方駐某所，何由得至某地與爾父遇？

汝誤矣，令左右釋其縛，且曰：余殺人

父多矣，汝敢仇我，真壯士也。汝仇未

報，汝心遂矣，不必作白頭也。給四金

遣之歸。14

　　此外，張保雖為盜，但常存反正之心。《靖

海氛記》載：

十三年七月，虎門鎮林國良率師出海剿

捕，張保諜知官軍至，預伏戰船於別

港。……保欲降國良，……良堅不可，

以死自誓。保本無殺國良意，其手下遂

以刃刺之，國良死，時年七十。保怒

曰：我等露宿風餐，飄泊海面，正如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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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斷梗，浮沉莫定，幸藉一戰之威，暫

免諸官之捕，原待鎮軍，遂之回港，以

通往來，然後徐圖歸正，我等方可無

事也。乃不奉我命而無故殺之，意欲

可為？且彼既輕敗師徒，失舟被獲，殺

之，於我可加？縱之，或歸就戳。今徒

使我有殺協鎮之名。後雖欲投降，其可

得乎？遂亦殺刺國良者。15

五、虔奉三婆神

　　民間傳謂張保及其盜眾信奉天后，且建天后

廟為其哨站。但據文獻所載，其所信奉者，為三

婆神。《靖海氛記》云：「惠州有廟曰三婆神

者，在海旁，數著靈異，賊舟過，必虔祀，稍不

盡誠，禍咎立至，賊事之甚謹。一日，各頭領齊

詣羅拜，欲捧其像以歸，俾朝夕求問，皆持之不

動。張保一扶而起，遂奉之以歸舟，如有風送到

船者。凡往來出沒，搶劫打仗，皆取決於神，每

有祈禱，休咎悉驗。」16

六、盜巢所在

　　張保之巢穴，傳謂在大嶼山、香港島或東莞

龍穴島，香港境內有等海島，傳為其藏寶之所。

惟皆無文獻可證。其時之盜巢，實位廣東與廣西

交界南部海上之 洲及潿洲。《靖海氛記》載：

……惟潿洲、 洲孤懸海外，往來人跡

罕到，其地四圍高山拱峙，中一大渚，

可容洋舶數百數。遇颶風浪滾，人於其

中，自無傾覆之患，內有肥田美地、鳥

獸花果草木，一仇池島也。賊遂據之以

為巢穴，凡裝船造器，皆聚於此。17

另外，《平海記略》亦載：

……而潿洲、 洲孤縣（懸）海外，遂

為賊之巢穴。……18

　　二島今屬湛江地區，潿洲島位廣西南陲北海

市南部之北部海上， 洲島則位廣東湛江市南部

雷洲灣之東，孤處海外。當時之巡海官船，未能

遠航外海，故雖有精兵良將，亦未能進剿該等海

寇。筆者於1 9 9 0年代曾乘坐直升飛機考察 洲

島，並從高空拍攝該島照片，詳〈附圖一〉，足

證《靖海氛記》所謂「其地四圍高山拱峙，中一

大渚，可容洋舶數百數」云云，實非虛語。

張保與香港之關係

　　香港地區有關張保之傳說甚多，惟多無文獻

證明。惟大嶼山北岸今赤鱲角香港國際機場附近

之水域，於清嘉慶十四年（1809）十月十三日至

二十二日間，清朝水師曾於該地圍剿張保紅旗幫

之主力，但最後仍被其突圍遁去。圍剿清朝水師

主帥提督孫全謀因此且被降職。19

　　除此事件，各文獻中未有其他張保與香港關

係之記錄。

張保仔之降書問題

　　張保仔之降書，文獻未有見載，人有以黑旗

幫郭婆帶之降書，誤作為張保者。20現摘錄《靖海

氛記》原文以供研究﹕

……婆帶從之。就令隨庫作呈投遞。其

詞曰：竊惟英雄之創業，原出處之不

同，官吏之居心，有仁忍之各異。故梁

山三劫城邑，蒙邑赦而竟作棟樑，瓦崗

屢抗天兵，荷不誅而終為柱石；他若孔

明七縱孟獲，關公三放曹操，馬援之窮

寇莫追，岳飛之降人不殺；是以四海豪

傑，效命歸心，天下英雄，遠來近悅；

事非一轍，願實相同。今蟻等逢盛世，

本乃良民，或因結交不慎，而陷入萑

苻；或因俯仰無資，而充投逆侶；或因

貿易，而被擄江湖；或因負罪，而潛身

澤國。其始不過三五成群，其後遂至盈

千累萬；加以年歲荒歉，民不聊生；於

是日積月累，愈出愈奇，非劫奪無以延

生，不抗師無以保命；此得罪朝廷，摧

殘商賈，勢所必然也。然而別井離鄉，

誰無家室之 ，隨風逐浪，每深萍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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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倘遇官兵巡截，則炮火矢石，魄喪

魂飛；若逢河伯行威，則風雨波濤，心

驚膽落，東奔西走；時防戰艦之追，露

宿風餐，受盡窮洋之苦。斯時也，欲脫

身歸故里，而鄉黨不容，欲結伴投誠，

而官威莫測；不得不逗留海島，觀望徘

徊。嗟嗟！罪固當誅，梗化難逃國典，

情殊可憫，超生所賴仁人。欣際大人重

臨東粵，節制南邦，處己如水，愛民若

赤，恭承屢出示諭，勸令歸降；憐下民

獲罪之由，道在寬嚴互用；體上天好生

之德，義惟剿撫兼施；鳥思靜於飛塵，

魚豈安於沸水？用是糾合全幫，聯名呈

叩。伏憫蟲蟻之餘生，拯斯民於水火，

赦從前冒犯之愆，許今日自新之路；咸

謌化日於帡幪。敢有二心，即祈誅戳。21

張保之降

　　清嘉慶十五年（1810）二月，鄭一嫂與張保

仔派業醫澳門之周飛熊往見兩廣總督百齡，代為

說項，表達降意。其後鄭一嫂親往省城，見百

齡，自願為人質。百齡遂許張保率紅旗幫降，並

命香山縣令彭恕於香山南門河畔大涌口，建招安

亭，接受其降。三月，紅旗幫歸降。22官府收降盜

眾一萬五、六千人，盜船二百七、八十艘、大炮

兵械無數。23鄭一嫂併各家口送省城安置。張保留

船二、三十艘，協助出洋緝捕餘盜。鄭安邦、梁

皮保、蕭嵇蘭及蕭步鰲等亦降。清光緒《廣州府

志》有載。24

　　可見民間傳謂張保卒於東莞南面海上之龍穴

島，實誤。25

歸正後之張保與鄭一嫂

　　張保降後，獲授千總職，助官軍平定珠江三

角洲一帶之寇患，以軍功陞守備，後官至福建同

安協副將。26鄭一嫂降後，下嫁張保為繼室，後獲

朝廷誥封，育一子，名張玉麟。27

　　清道光二年（1822），張保本當擢升總兵，

但為朝臣反對，數月後，病卒副將任內。時林則

徐以鄭一嫂為再婚婦女，為重名器，上摺疏請追

奪其誥封，又以其子張玉麟，本蔭千總，惟因並

未投營，及聚眾賭博，欲奪其父蔭。28道光三年

（1823），兩廣總督阮元上疏，請朝廷撤除對張

玉麟之父蔭，獲朝廷允許保留。29

結語

　　有關張保仔之傳說，民間流傳頗多，惟多訛

傳失實。從現存之文獻資料中，多可考證。致民

間流傳已久之傳說掌故，對旅遊發展，亦有幫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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