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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九龍城是一個充滿文化、有着悠久歷史的地區。有人說，若要了

解香港的歷史，必須從了解九龍城的歷史開始。為了讓大家能夠進一步

了解九龍城區的歷史，九龍城區議會於 2005 年 11 月出版了《九龍城

區風物志》一書，內容包括了九龍城區的歷史、名勝古蹟、傳統習俗和

民俗詩詞等，並配以大量的珍貴照片，極受市民的歡迎，隨後亦分別於

2011 年 2 月及 9 月編制了《追憶龍城蛻變》一書，從一個新的角度介紹

九龍城區。此書除了記敍豐富的歷史資料外，亦筆錄了區內居民的生活

片段和親身經歷，令大家對本區當年的居民生活有更深的認識和了解。

2014 年 4 月，港鐵沙中綫宋皇臺站工地發現多處歷史遺跡，並出

土數千件文物，包括宋、元，以及清朝的錢幣、陶瓷瓦片等，再度引起

香港市民對九龍城歷史的關注。九龍城區議會這次製作的《龍城•濃情》

一書，除了補充之前未有介紹的資料之外，特別有一章是介紹「九龍城

區歷史、文教與工商互動關係」，講述了宋皇臺歷史與香港歷史的關係，

其他的章節還包括了「九龍城區歷史發展」、「九龍城區社區蛻變」、「九

龍城區特色建築與活化」、「九龍城區特色文化與蛻變」及「九龍城區議

會」。這本書運用了大量圖片，使大家可以走入時光隧道，加深認識九

龍城區的歷史、文化、社區生活之餘，亦在可見的未來，對九龍城區的

發展有一定的憧憬，特別是啟德新區的發展及土瓜灣舊區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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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多月的時間籌備，《龍城•濃情》能夠面世，非常感謝工作小組

各成員的努力及各方面人士的協助，這本書再一次體現了大家的心血結

晶，希望大家在閱畢此書後，能夠對九龍城區以至香港有更深的認識。

九龍城區議會主席

潘國華太平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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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城．濃情》描畫九龍城區的社區發展及歷史轉變，並以詳今略

古的形式撰寫，冀為更新步伐漸快的九龍城區留下記錄和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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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初九龍半島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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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代九龍城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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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的九龍城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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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朝 

公元前 202-

220 年

清朝順治 

十八年 

1661 年

南宋 

1127-1279 年

清朝嘉慶

十五年 

1810 年

南宋景炎

二年 

1277 年

香港被納入番禺縣，開始因水路交通樞

紐和鹽產受到注視

由上古到現代，九龍城區無論在人文歷史、慈惠事業、宗教關懷、

工商文教及航空交通方面，都經歷了可引以為傲的長足發展。

為斷絕沿海居民對明鄭王朝的接濟，推

行《遷海令》，官富巡檢司的治所被調往

新安縣赤尾村，九龍城則建為烽火台

香港被納入東莞縣，九龍城區被納入東

莞縣中的四大鹽場之一官富場中

因海盜猖獗，撤銷直屬於大鵬營的佛堂

門炮台，並移至九龍寨，炮台於是年建

成，九龍城遂成海防要衝

宋端宗逃至宋王臺的巨石附近暫居，並

建行宮

18

九

龍

城

區

特

色

文

化

與

蛻

變



清朝道光

十九年 

1839 年

英國商人向鄉民購買食物時被中國巡船

阻止。義律率領五艘英船駛進九龍灣，

並向九龍寨炮台發動襲擊，最終清軍將

英軍擊退

清朝道光

二十三年 

1843 年

兩廣總督耆英為打擊當時從香港以帆船

走私洋貨到新安縣附近地區，把赤尾村

的官富巡檢司，改為九龍巡檢司，並把

它的治所遷至九龍寨，寨之內同時駐有

一文一武官員

清朝咸豐

十年 

1860 年

簽訂《天津條約》後，英方以借換約為

名，拒絕清廷指定進京路線，駛到大沽

口與清軍開戰，清政府未能抵抗而簽下

《北京條約》，當中新增了割讓九龍半島

的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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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佔香港

初期 

1899-1940 年

清朝咸豐

十一年 

1861 年

日佔香港

前夕 

1941 年

1925 年 ， 啟 德 機 場 完 成 首 次 飛 行 ， 象 徵 機 場

啟用

英國以武力收回九龍城寨和制定《樞密院令》，引

發中英對城寨管治權爭議， 1940 年更以武力拆遷

城寨

英國政府正式進駐九龍半島

啟德機場被日軍轟炸，宋代行宮化作煙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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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祖國 

1997 年

二戰之後

日佔香港

翌年 

1942 年

1998 年 ， 赤 鱲 角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啟 用 ， 啟 德 機 場

關閉

2007 年，啟德發展計劃展開

2010 年，「市區更新地區諮詢平台」於九龍城成立，

開始商討及訂立九龍城未來發展大方向

1958 年，政府完成九龍灣填海工程

1987 年，政府與中方達成清拆九龍寨城協議，

1993 年，開始清拆九龍寨城

日軍為擴建啟德機場，強行移平宋王臺所在的聖山

攫取沙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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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九龍城區人口及構成

根 據 2016 年 政 府 中 期 人 口 統

計，九龍城區的人口佔全港百分之

五，人數大約 41 萬。人口結構方面，

約九成華人居住在九龍城區，其中少

數族裔佔超過一成。

九龍城區少數族裔人士以印度人

及巴基斯坦人為主，兩者皆超過百分

之十。有不少市民把龍城區稱為「小

泰國」，該區有不少泰國餐廳，還有

為數不少的泰國人聚居。雖然九龍城

區的泰國人佔全區少數族裔的人口只

有 8.5% ，但九龍城區的泰國人為全

港第二多。與此同時，在九龍城少數

族裔人士中，印度人及泰國人均佔接

近百分之十，足見九龍城區種族多

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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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磡機利士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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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九龍城區分區蛻變

九龍城區由不同的地區組成，而各地區又有不同特色，以下介紹各

區的特點及歷史發展。

紅磡區

紅磡為九龍城區交通最方便的地段之一，香港最繁忙的海底隧道出

入口就位於這區，亦有不同交通工具連接港九各處。自香港開埠之初，

紅磡一帶設有英坭廠、發電廠等重工業，其後不同的工廠遷出紅磡，發

展為大型住宅區，同時有不少服務行業進駐紅磡。紅磡站一帶長生店、

殯儀用品及花圈店林立，為當區一大特點。

自 19 世紀末，不同英資洋行開始在紅磡海旁興建船塢等重工業，

使該區由一個小村落發展成一個重要工業區。隨着社會急速發展，紅磡

區由工業區轉型為以中產為主的住宅區。現今交通非常便利，區內有不

同鐵路、巴士路線以及水上交通工具連接市區各處，連接黃埔一帶的觀

塘綫延綫亦已於 2016 年通車。紅磡海底隧道出入口與紅磡火車站為隔

鄰，在收費廣場前設有多條過海巴士路線的巴士站，每天均有大量市民

乘搭東鐵綫或西鐵綫接駁過海巴士前往港島各區。

未來，紅磡區的交通網絡將更為完整，政府除了規劃中九龍幹線

外，沙田至中環鐵路綫工程的第二段在紅磡把東鐵綫延伸至金鐘，過海

鐵路經會展站直達金鐘，屆時會有三條鐵路綫連接紅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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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利士南路望向紅磡， 1969 年必嘉街在右，蕪湖街在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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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磡漆咸道， 196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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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頭 角 道，

1961 年左方

為 媒 氣 廠 及

牛棚

土瓜灣區

土瓜灣位於九龍城區東南面，區內的汽車維修輕工業及重要公用

事業為一大特色。土瓜灣區除了是工業區外，也是人口相對集中的住宅

區。土瓜灣一帶的房屋早期以唐樓為主，現今區內主要為私人屋苑及傳

統舊式唐樓，不少舊樓樓齡已超過 50 年，另有兩個公共屋邨。市區重

建局亦在區內積極展開重建工作。

私人屋苑方面，該區首個大型私人屋苑是 1978 年落成的偉恆昌新

邨，一共有 30 座，其前身是偉倫紗廠。 2000 年後，多座私人屋宇相繼

落成，包括翔龍灣、傲雲峰等，它們的前身分別是煤氣廠及製煙廠。區

內的房屋新舊並存，成為不同背景的人口安居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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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瓜灣住宅和工廠區， 1969 年。左面的馬坑涌山現時為土瓜灣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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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瓜灣的大型基礎建設，要數位於土瓜灣道及新山道交界的煤氣

鼓。煤氣公司起初在香港島提供煤氣作街燈照明，後來因為政府開始開

發九龍，對煤氣需求提高，故在九龍增設煤氣廠房。當時煤氣公司選址

靠近海傍及尖沙咀的土瓜灣，方便提供煤氣及運送製造煤氣的原材料。

當時煤氣鼓分為南北兩個廠房，南面的廠房靠近海傍，於 1933 年建成，

戰後因香港工業起飛，對煤氣需求大幅增加，故在 1956 年建成北廠。

直至 20 世紀 90 年代，香港煤氣已主要由大埔廠房提供，馬頭角廠房的

重要性大大降低，更於 1993 年拆卸南廠，重建為私人屋苑翔龍灣，而

北廠繼續保留至今，主要用作後備用途。

土瓜灣煤氣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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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塘區

九龍塘是香港市區罕有的低密度住宅區，位於九龍城區北面，背靠

筆架山及獅子山，區內以住宅為主。

九龍塘在 1920 年代開始發展，當時主要是外籍人士的住宅區。直

至七、八十年代才開始衍生經濟活動，主要為服務性行業，包括老人院、

時鐘酒店、婚紗攝影店等。當中時鐘酒店的興起，與 20 世紀八、九十

年代夜總會在尖沙咀東部一帶林立有關。當時尖東至九龍塘只需十多分

鐘車程，加上九龍塘一帶交通方便，環境寧靜，故吸引不少人到時鐘酒

店留宿。

九龍塘花園城，約 192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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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塘區， 1969 年，中間道路後來稱為廣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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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九龍塘廣播道一帶，

除了高尚住宅之外，還有香港電台

及商業電台。後來，政府因保安理

由，把香港所有電視台及電台搬到

鄰近九龍塘軍營的廣播道，當中包

括佳藝電視、亞洲電視、無綫電

視、香港電台及商業電台，故廣播

道亦有「五台山」之稱。當年無綫

電視及亞洲電視的錄影廠，如今已

重建成高尚住宅。

九龍塘區， 1969 年，中間道路後來稱為廣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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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塘設有多項重要設施，包括醫

院、電台、大專院校等。九龍塘名校林

立，區內不乏傳統名校及國際學校，亦

有大專院校，包括位於窩打老道、聯福

道一帶的香港浸會大學。浸會大學的大

學會堂在紅磡體育館落成之前，是藝術

表演的主要場地之一，不少知名歌手曾

在此舉行音樂會。隨着大學校園重建，

大學會堂將於 2020 年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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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塘廣播道，約 1972 年，可見香港電台及商業電台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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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文田區

何文田位於九龍城區西面，是一個以中

層及基層為主的住宅區。香港開埠之初，何

文田只是一個人口稀少的小村落，該村原址

為現時的麥花臣遊樂場，村民以種菜及養豬

為生。何文田村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早已

消失，到了 20 世紀初，葡萄牙商人梭椏提出

在九廣鐵路沿線興建「花園城市」，希望為葡

萄牙人提供一個理想的居住環境。其後，何

文田變成了中產住宅區，商舖相繼進駐，當

中在勝利道及太平道一帶設有獸醫診所及大

量食肆，商店數量比九龍城其他分區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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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尖沙咀望何文田一帶， 193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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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香港經濟起飛，內地難民大量湧入香港，他們對土地需求殷

切，不少基層無法負擔昂貴租金之下，在何文田山搭建木屋居住。其後，

政府着手興建公共屋邨，包括愛民邨、何文田邨以安置寮屋居民，當中

以英女皇 1975 年訪港時曾經巡視的愛民邨最為著名。該邨為香港第一

代公共房屋，邨內設有一別具特色的「冬菇亭」熟食中心，曾為電影取

景地點。現今，愛民邨及重建後的何文田邨及常樂邨，皆為區內重要的

公共屋邨。

愛民邨，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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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文田公主道的平民屋， 1953 年

何文田的基礎建設也十分完善，學校林立，區內有不同的政府部門

及公營機構，公共設施亦一應俱全。區內有大專院校香港公開大學，現

有近萬名學生就讀。近年公開大學致力發展醫療相關學科，在常盛街的

空地上興建賽馬會護理學院大樓，為培育醫療人才提供更佳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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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民邨冬菇亭，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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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城區

龍城是整個九龍城區最早發展的地區之一，其歷史可追溯至北宋期

間。當時政府在九龍城一帶設有「官富鹽場」，是中國當時十大鹽場之

一。鹽場直至清初推行遷界令之後逐漸消失。明清年間，龍城一帶已有

村落，如打鼓嶺村、福佬村等。

1920 年代何啟、區德等人發展「啟德濱」計劃，在九龍城展開填海

工程興建華人住宅區，惟當時陷入財政困難，原有已填海的土地被政府

約 1952 年九龍城太子道與亞皆老街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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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後來發展成啟德機場。「啟德濱」周邊的村落被政府收回後被重

新規劃，成為龍城區一帶的房屋與街道。現今龍城區的佈局正建基於當

年的規劃。

二次世界大戰後，又到國共內戰，大批難民湧入香港。九龍寨城位

處「三不管」地帶，英國及香港政府均無權進入寨城，不少難民乘機在

寨城搭建樓房居住，全盛時期有 9000 戶。直至 1984 年中英簽署聯合

聲明，中英雙方同意在 1993 年清拆寨城，原址於 1995 年重建成九龍

寨城公園。

現今龍城區的房屋為商住混合唐樓，範圍大約由聯合道至太子道一

帶。以往龍城區的交通主要以巴士及小巴連接市區各處，不久後將有鐵

路連接，沙中綫的宋皇臺站設有出入口連接龍城區的南角道。

龍城區一帶基礎建設完善，不但設有大型購物商場九龍城廣場，也

有位於侯王道的九龍城市政大廈，內設街市、熟食中心、體育館及公共

圖書館。而鄰近也有私家醫院聖德肋撒醫院。區內亦設有不同的休憩空

間，包括九龍寨城公園及賈炳達道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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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寨城， 19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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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寨城公園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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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969 年的九龍城迴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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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迴旋處，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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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福佬村道，約 1972 年

50

九

龍

城

區

特

色

文

化

與

蛻

變



啟德區

要了解啟德區的前世今生，需要追溯啟德以往的歷史，以及其與香

港航空交通的關係。 1920 年代，九龍城區被規劃成「花園城市」，其中

一個為在九龍灣興建的華人高尚住宅區。當時建屋計劃準備由九龍灣沿

岸（現太子道東及觀塘道一帶）向南填海約 200 畝。新的海岸線西起約

由現今尚存的啟德機場控制塔，東至今天的麗晶花園及啟業村，全部工

程共分三期進行。第一期的工程於 1916 年開始，並於 1920 年完成填

海工程，所填的區域稱為「啟德濱」。

約 1925 年的啟德濱

51



1920 年，九龍灣第一期填海工程完

成後，在香港也經歷了數次工人運動。至

1925 年，香港工人開展省港大罷工，數以

千計的大小公司被逼倒閉，於 1926 年開

始直至 1927 年填海工程被政府接管前，

啟德公司所有填海工程全部停工。

英國為防衛香港，開始着意發展一殖

民地空軍基地。機場選址成為一大難題，

當時只有啟德和元朗能進行飛機升降，而

啟德近海，可切合水上飛機的需求。政府

於是與啟德發展公司商討細節，但卻在籌

措資金方面遇上困難，過程中英國政府僅

提供十萬英鎊，殖民地政府經過長時間籌

募經費，才得以完成第三期填海工程及興

建機場基本設施。至 1929 年，啟德機場

的主要基建設施竣工，成為一個軍事和民

事兩用機場。 1935 年，首座指揮塔和飛

機庫落成，而在 1936 年，首班商業客運

航班飛抵香港啟德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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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德機場鳥瞰圖， 195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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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 12 月 8 日，日軍入侵

香港， 12 架隸屬日本第二十三軍

四十五飛行戰隊的九八式輕型轟炸

機，在 36 架九七式戰鬥機掩護下，

向啟德機場發動攻擊，幾乎擊潰了

整個駐港皇家空軍，啟德機場亦受

到破壞。

香港進入日據時期後，由於香

港航空運輸日見頻繁，日軍決定擴

建啟德機場以適應新形勢。當時準

備興建兩條跑道，第一條跑道與原

先舊跑道設計相若，另一條則與第

一條跑道幾乎成直角，為一條橫跨

清水灣道的跑道，全長 1,371 米，

在 1943 年年底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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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光後的啟德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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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的啟德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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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年的啟德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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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代初的啟德機場跑道，後方空地為新蒲崗發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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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中的啟德機場，前方為十三街樓羣及牛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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汎美航空的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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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德機場與「垃圾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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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 6 月 8 日，「披頭四樂隊」乘搭 BOAC 波音 707 噴射客機抵達啟德機場

66

九

龍

城

區

特

色

文

化

與

蛻

變



啟德機場機場客運大廈，約 1965 年，前方為太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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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的啟德機場

二次大戰後，香港航空事業發展迅速，以 1947 年 6 月的數據可見，

香港共有大小中外航空公司約 14 家，經營全球的航線。與航空客運發

展的同時，因地緣因素和機場設備日漸完善，香港的航空運輸業發展一

日千里。在 1997 年啟德機場遷離九龍城之前，香港空運服務業的出口

額是 340 億港元，佔全港服務業出口總額 11.5% 。 1998 年 7 月 5 日晚

上，啟德機場結束長達 73 年的航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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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飛行總會， 2019 年

對於啟德區的發展史，或許未必太多人留意香港飛行總會一段鮮

為人知的過去。香港飛行總會前身是遠東飛行學校（Far East Flying 

School），由英國皇家空軍退役人員溫福拿（R. Vaughan F.）於 1933

年 11 月 7 日成立。該校位於啟德機場西南端，擁有先進器材和技術，

提供多種飛行及航空課程。三十年代，學校捲入二次大戰漩渦，教官被

徵入伍。在淪陷時，校址更被日軍夷平以擴建啟德機場。及至 1981 年，

遠東飛行學校和香港飛行會結合成香港飛行總會，後於 2003 年起，在

馬頭涌宋皇臺道會址復辦飛行理論及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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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德機場， 19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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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德機場， 1998 年

機腹在頭頂及屋頂掠過，越過跑道的鐵絲網在跑道盡頭停下，是昔

日九龍城特有的風景。雖然機場現已遷移，卻不代表繁華的啟德就此平

靜下來，隨着政府在 2007 年落實啟德分區計劃大綱圖，啟德機場原址

大量工程展開，如啟德體育園區、啟德城計劃。 2013 年，位於原啟德

機場跑道末端的啟德郵輪碼頭正式落成，為大排水量的郵輪提供泊位計

劃將香港打造成區內郵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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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德機場， 1994 年

另外，原機場用一帶也開始大興土木，包括在前皇家香港輔助空軍

基地上興建啟睛邨及德朗邨，這兩個公共屋邨在 2013 年 12 月正式入

伙，兩個邨可容納超 3 萬人。在私人房屋方面，煥然一居、啟德一號、

天寰及龍譽等相繼落成，啟德的人口也愈見增長。此外，部份政府部門

辦公室，例如稅務大樓等，將於三、四年後遷往啟德發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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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路建設方面，政府除了在啟德區內興建多條道路連接區內的住

宅區及商業區外，也正準備興建中九龍幹線，由西九龍文化區以隧道連

接啟德發展區，全長 4.7 公里，並在幹線東邊建造通道，接駁啟德發展

區網絡及二號幹線。政府亦計劃在啟德興建環保運輸系統，以單軌鐵路

連接啟德發展區，預計 2023 年完成。此系統將連接觀塘海旁的商貿區、

郵輪碼頭及跑道休閒區等。

政府規劃啟德發展區時，把不少基礎設施設於該區。例如，政府着

意在啟德興建體育園，包括一個可容納 5 萬人的世界級體育場館、一個

室內體育館。在醫療方面，香港兒童醫院已投入服務而啟德醫院也在興

建中，為市民提供優質醫療服務，啟德醫院預計容納超 3000 張病牀。

近年，環保概念興起，政府在 2013 年開始建造區域供冷系統，為

啟德發展區的建築物提供中央水冷系統，透過管道把水送到該單位，並

配合吹風機作為空氣調節之用。這樣便不用安裝任何冷氣機組，有助減

低二氧化碳排放。現時的工業貿易大樓、晴朗商場，及即將落成的警務

處東九龍總區總部皆設有水冷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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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啟德區工地及舊啟德機場跑道 

香港兒童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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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想中的海濱緩跑徑

計劃中的輕軌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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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啟德體育園區

啟德區中的新型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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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德郵輪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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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德郵輪碼頭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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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1  土瓜灣、紅磡特色建築

九龍城的歷史延綿數百年，近十多年的發展更是一日千里。新舊交

融下的龍城，處處可見有特色的建築、人文及社會習俗等，透露出非凡

的文化魅力。

近年經外牆翻新的唐樓，煥然一新，使社區充滿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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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瓜灣全景，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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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下鄉道的一幢唐樓，採用 19 世紀末期的 3 至 4 層建築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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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內最為老舊的唐樓之一位於下鄉道 65 號，採用廣州騎樓建

築風格，騎樓以磚砌支柱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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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尚可依稀看見柱上的商號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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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唐樓採用一條樓梯到底的建築模式

89



土瓜灣可說見證了香港時代變遷。

踏進其街道中彷彿回到數十年前的香

港，街道兩旁是一幢幢唐樓，老舊的牆

壁上烙印着年月風霜。

土瓜灣區的建築尚有三大特色，分

別為四所相連的學校（保良局陳維周夫

人紀念學校、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和聖

公會牧愛小學）、城中天后廟、城中煤

氣公司等，均是在其他地區較為少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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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所相連學校為土瓜灣區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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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的天后廟，與民居、商舖、馬路相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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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然被城市包圍，卻不減其莊嚴。廟中分為天后古廟和龍母廟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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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煤氣公司位於土瓜灣道 100 號，從新山道到木廠街一段路，被

土瓜灣道切斷，以往分為南、北兩廠。 1990 年代初南廠停用並拆卸，

後於 2007 年建成大型商住物業翔龍灣，隨後北座亦拆了一半，尚存一

座管道和筒箱，互相交接，在龍城住宅林立的土瓜灣尤其矚目。

中華煤氣公司（土瓜灣馬頭角）的廠房，是極少數建於鬧市的煤氣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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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見管道和筒箱與主要幹道、房屋形成強烈對比

煤氣鼓與土瓜灣，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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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土瓜灣是新舊交融，那紅磡則是上下交融，區內許多商業活動與

殯儀業有關。這源自區內兩大殯儀館︰世界殯儀館和萬國殯儀館。世界

殯儀館於 1975 年落成；萬國殯儀館於 1951 年於灣仔開業， 1980 年遷

至紅磡。

此兩大區域打破一般香港人對市區的認知，有不少「不可能」的建

築物，如煤氣廠及殯儀館坐落鬧市中，都是源於歷史因素。

世界殯儀館與國殯儀館相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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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牛棚後方

牛棚是現時香港唯一現存的戰前牛房，歷史價值很高。牛棚前

身為建於 1908 年的馬頭角牲畜檢疫站，一直被用作牛畜檢疫站及屠

房，自 1969 年長沙灣屠房啟用後便改作牛隻檢疫及買賣中心。牛棚

與以往區內鄰近的工業有極為密切的關係，於 1918 年馬頭角區已有

毛皮加工、皮革廠、生熟牛皮加工工業，如永興號等，這些工業均

依賴屠宰牛隻。自屠房遷出後，相關工業在馬頭角區逐漸消失。

直至 1999 年，政府決定停用有關設施，將牛隻檢疫和屠房等

設施遷至更近邊境的上水。自牛棚停用起，政府着手改建牛棚，自

2001 年起租予本地藝術家和團體，取名為「牛棚藝術村」。牛棚紅

磚建築羣保存良好，更於 2009 年被列為香港二級歷史建築， 2011

年起對外開放，為區內重要文化景點。

牛棚後方在經發展及活化後，為土瓜灣一帶提供以文化藝術為

主題的休憩之處，又可作為康樂用途，並協助宣傳牛棚的獨特背景。

98

九

龍

城

區

特

色

文

化

與

蛻

變



馬頭角牛棚藝術村

馬頭角牛棚藝術村全景，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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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3  石屋家園

石屋家園坐落九龍仔聯合道 133 號，早於 19 世紀末已存在，當時

的房屋整齊排為兩行，名為何家村。日據期間，日軍為擴建啟德機場拆

卸多個九龍城的村落，並把無家可歸的村民安置於聯合道一帶興建的平

房。戰後，內地政治動盪，大量內地居民南下香港，並於聯合道一帶搭

建寮屋，一列五間的石屋就於當時建成，正是現時石屋家園所在。

70 年代九龍城石屋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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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屋家園內展示以往鄰近區域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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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屋家園的石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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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城電影製片公司舊照

20 世紀 50 年代，侯王廟村及石屋家園被改建成電影製片場，當中

包括長城片場、世光片場、友僑片場及國家片場等。當時這些地方多為

平地，而且人煙稀少，故相當適合拍攝電影。以往三大粵語電影女星陳

寶珠、蕭芳芳和馮寶寶，均曾在這些片場拍攝電影。約 60 年代，附近

的工業開始發達，已不再適合拍攝電戲，片場於是相繼遷出，並分租予

不同工廠，包括超錦五金廠、華發電鍍廠、藍恩記山墳墓碑工程，及於

仁牙膏肥皂公司等。藍恩記山墳墓碑工程的招牌至今依舊保存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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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後的石屋，既保留古色古香的韻味，也融入都市中

侯王廟新村於 2001 年清拆後，在其內的石屋家園於 2008 年被納

入發展局推出的「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第二期活化計劃，並由永光

鄰舍關懷服務隊有限公司將石屋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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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屋家園現址保留了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寮屋區的建築特色，建築

沿用傳統中式建築風格，內部包括屋樑及一樓層板等，以木材為主要建

築材料，外牆則以石塊及磚塊砌成，配以金字塔型上蓋，更採用中式筒

瓦和板瓦鋪設屋頂。在復修的過程中，麻石牆上後加的批盪被清除，並

以符合現代規格的灰泥修補石縫。至於 31 號石屋則要保留「藍恩記山墳

墓碑工程公司」招牌和石屋的歷史韻味，採用同年代的鐵窗，在最大程

度上保留了歷史文化。

藍恩記山墳墓碑工程的招牌在翻新後的石屋牆上，顯得更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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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4  東方紗廠

東方紗廠於 1954 年由澳門富商傅老榕與上海富商萬春創立，廠房

設於土瓜灣木廠街，從事紗紡工業。 1955 年正式投產，並註冊為香港

棉紡業同業公會會員。廠房營運初期設有 1 萬個紗錠， 1973 年起生產

量急增；於 1981 年結業前僱用 300 名工人，擁有超過 6,000 個紗錠。

東方紗廠的地皮在 2006 年經轉讓後由傅厚澤持用，與好收成空運

中心（即現時宋皇臺道 70-78 號）統一劃為「綜合發展區」，並成功向城

規會申請興建計劃。由於綜合發展區內不能單獨拆卸重建，紗廠一直未

被清拆。 2010 年，古物諮詢委員會將東方紗廠列為三級歷史建築，業

主起初有意保育，並曾聘請設計師對活化保育工程進行深入研究，但後

來因保育會使原來圖則大幅更改而被擱置。

雖然在九龍城市區更新計劃的《市區更新地區願景研究》文件中，

曾希望將東方紗廠活化，以保留九龍城區工業的歷史印記，而發展局已

多次與業主聯絡，鼓勵和協助業主保育東方紗廠，卻因保育計劃牽涉規

劃和土地契約等問題，故未能與業主達成共識。屋宇署最終在 2012 年

6 月批准業主的拆卸申請，只保留立面，以符合三級歷史建築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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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紗廠未拆卸前全景

保留下來的東方紗廠立面

未拆卸前的東方紗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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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是一個多元文化共生的社區，這裏有華裔、泰裔、南亞裔等

不同種族人士居住，又有從廣東、北方等中國各省市而來的同胞，家國

地區文化互相衝擊及融合。龍城之地，南北匯聚，中外交接，文化多元

而絢爛，並反映在宗教、風俗、社區活動上。

九龍城地理上屬廣東地區，加上早年來到九龍城的居民大多祖籍廣

東，與嶺南一脈相承，故九龍城有着濃厚的嶺南文化色彩，並體現在區

內許多風俗節日，諸如潮州盂蘭文化、天后寶誕、福德寶誕、觀音借庫，

皆為嶺南文化的象徵。除此之外，居於九龍城的不同羣體，皆為這個城

區帶來截然不同的風俗習慣，匯集成九龍城一道道獨特的風景。

巡遊隊伍邊巡遊，邊舞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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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1  潮州盂蘭文化

潮汕文化受嶺南文化影響，有着俗信的個性，督信鬼神巫術之說。

《漢書．郊祀志》記載：「粵人俗鬼，而其祀皆見鬼，數有效」。故此，

潮汕人多篤信鬼神崇拜，會參拜地主公、媽祖、觀音等神明，多神合一

的盂蘭節更為他們所重視，素有舉辦盂蘭勝會的傳統。潮汕人來到香港

後，把這個文化也移植過來，九龍城便成為了潮汕人在香港散落盂蘭文

化的其中一片土壤。

九龍城每個盂蘭勝會都依照傳統，一絲不苟，毫不馬虎，而當中最

熱鬧、規模最盛大的，莫過於在亞皆老街球場舉行的九龍城潮僑街坊盂

蘭勝會。

盂蘭勝會內容多姿多彩，包括歷時一小時的請神巡遊、日夜輪番上

演共七場神功戲、潮州傳統美食試吃，如茶果、魚蛋、筍粿、工夫茶等，

也派發平安米。當中，巡遊隊伍人數更超過 500 人，從亞皆老街球場出

發，途經聯合道、衙前圍道和買炳達道等 13 條街道，沿途遍灑七色花

水，敲打馬頭鑼，寓意淨化；更有龍獅隊、潮州大鑼鼓助陣，不時停下

來舞龍舞獅，寓意帶來吉祥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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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潮僑盂蘭勝會的入口

盂蘭勝會香火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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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抬着香爐巡遊，意味神明的參與

九龍城其他的盂蘭勝會都辦得有聲有色，例如紅磡三約潮僑盂蘭友

誼會每年都會舉行請神巡遊，路線每年固定：中午 12 時在青洲街遊樂

場出發，分別到福德宮請出土地、北帝古廟請北帝、觀音廟請紅磡觀音、

盂蘭會會址請關帝，最終回到青洲街遊樂場的會場，不獨是請盂蘭的主

神明，更是共酬地區中其他神明，以見嶺南文化中的宗教特色。

善信在盂蘭勝會拜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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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2   天后寶誕

嶺南文化在九龍城的其中一種宗教風俗反映，便是區內的兩間天

后廟︰位於九龍城衙前圍村的正中央的一間，是歷史悠久的天后廟；位

於九龍城打鼓嶺道一個單位內的一間，是成立於 1992 年的「九龍城天

后會」。

天后廟裏供奉着天后娘娘，乃道教神衹裏的「海女」。嶺南地區以

廣東一帶海岸線長，海洋活動便利，居民多以捕魚為業。而廣東地區深

受嶺南文化影響，督信鬼神之說，並迷信海神信仰，崇拜海女「天后」，

祈求天后保調佑漁民出海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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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后會內供奉的天后像

位於衙前圍村的天后宮

天后寶誕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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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的祭品

九龍城天后誕一直依照傳統進行，做足請神儀式、天后巡遊與神功

戲等。每年農曆三月廿二日，即天后寶誕前一天，九龍城天后會便會進

行請神儀式，派出潮州大鑼鼓遊藝隊伍，將天后像請至亞皆老街球場，

然後於傍晚開始還神、還花炮，子時過後各村村代表會在天后廟上頭炷

香、拜神。翌日則進行大型公眾參拜和祈福。正誕當日，則是舉行重頭

戲，巡遊活動的日子。巡遊正式開始前，信眾會按照傳統，先將天后像

請至神轎內，抬轎的隊伍便會聯同舞龍醒獅，從亞皆老街球場出發，途

經獅子石道、侯王道、賈炳達道、衙前圍道等，巡遊到大街小巷，並沿

途順便為天后會經費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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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神功戲的戲棚

神功戲則在農曆三月廿六日起一連五天，在亞皆老街球場建棚上

演。五晚神功戲中，三晚表演潮劇、兩晚演出粵劇，是九龍城天后誕傳

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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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3   福德寶誕

道教是嶺南文化另一個重要部份，昔日道教南傳，與嶺南一拍即

合，自此嶺南人多以崇拜多神宗教為信仰，其中一位為多數人供奉崇拜

的神祇，就是福德正神。

福德，就是我們常說的「土地公」，人們相信福德有消災化厄的力

量，是土地的守護神，故開始建廟崇拜。香港作為嶺南文化的傳承地區，

當然也會拜土地公。九龍城福德廟，就位於紅磡寶其利街與船塢街交

界，為紅磡區內最大規模的廟宇之一。

紅磡福德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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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磡福德廟建於宋朝末年，至今已有數百年歷史。這座古廟曾一

度面臨清拆，現在四周住宅和商店拔地而起的格局下，一直屹立在馬路

旁，至今上香的善信依然絡繹不絕，廟內香火鼎盛。

 每年農曆三月廿九日，不少福德廟也會舉行福德寶誕，惟土地公

是基層神明，故福德誕一般規模不會過於盛大，活動內容多是以香供神

參拜、潮劇欣賞會、舞龍醒獅等，並多於廟內舉行。但由於紅磡福德祠

位於馬路旁，為免引起交通不便，供奉儀式會移施青洲街遊樂場舉行。

巡遊期間，隊伍會打銅打鼓，增加喜慶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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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磡福德寶誕由紅磡三約潮僑盂蘭友誼會主辦，該會成立於 1963

年，多年來一直致力維繫何文田、紅磡大環山、馬頭圍道等地區的潮州

僑民，也堅持在社區發揚潮汕盂蘭、福德等的宗教風俗文化。每年農曆

三月廿九日起一連三天，紅磡三約潮僑盂蘭友誼會都會都在球場舉行福

德寶誕，期間包括巡遊、潮劇神功戲、上香等祈福活動，籌辦至今已近

40 年。

善信上香供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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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4   觀音借庫及觀音誕花炮會

華人圈裏有一個民間傳說：每年農曆正月廿六日子時至亥時，觀音

會大開金庫，借富於民，助民發財。每逢這天晚上，借富人士便會湧到

觀音廟，按照習俗，入廟祈福，向觀音借庫，祈求財運亨通。

排隊輪候借庫的信徒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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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觀音開庫

不少香港人素有拜觀音傳統，觀音廟散佈各區。每到觀音開庫，善

信都會湧到觀音廟祈福。當中建於 1873 年、坐落大環差館里的紅磡觀

音廟，更是善信首選廟宇，每到觀音開庫日必定人山人海。

為甚麼紅磡觀音廟特別受青睞？據說日佔時期，日軍曾大舉轟炸

紅磡，區內許多建築物都抵不住戰火摧殘，惟觀音廟一直相安無事，毫

無損毀，當時甚至有「如果想保命，只要踏進觀音廟便可」的說法。人

們相信這座廟宇得到神明特別眷顧，故較為靈驗，漸漸成為觀音借庫首

選。曾有善信稱，到紅磡觀音廟借庫後，生意馬上轉虧為盈，從此，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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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農曆正月廿六日，紅磡觀音廟外便會出現長長的人龍，排隊借庫，場

面十分熱鬧。

跟觀音有關的傳統活動，除了觀音借庫外，也有在九龍城區最具規

模和歷史、每年於農曆二月十九日舉行的觀音誕花炮會。早期的花炮由

火藥製成，隨着時代轉變，花炮逐漸發展得像神枱，並貢奉着各種祭品。

這些花炮祭品用來拜祭神明，村民競投祭品，期望得到神明保佑，花炮

會由此誕生。 

每年觀音誕花炮會都有舞獅巡遊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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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遊終點在紅磡觀音廟

在紅磡街市內舉行的花炮會舞獅儀式

紅磡的觀音誕花炮會由紅磡街市的肉食檔戶始創，隨後影響力逐步

擴大，現時街市商販及其家庭成員仍然是花炮會核心成員。花炮會在觀

音誕時會舉行巡遊、上香及舞獅等儀式和活動，每年為紅磡居民及社區

求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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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進行祭祀儀式的郭氏族人

5 . 5   汾陽郭氏祭祖

汾陽郭氏祭祖，就是郭氏族羣的祭祖活動，是香港市區罕見同姓宗

親的大型祭祖儀式，亦是九龍城獨有的宗教文化儀式，於 2014 年被列

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中。

郭氏族羣每年農曆十二月十一日和十二日（即太祖死忌）都會舉行

祭祖儀式，以盡孝道。每年農曆十二月十一日早上，郭氏族人會先在祖

廳進行「請祖出巡」的拜神儀式︰請祖先到樓下，然後把轎抬上車，再

運到球場進行祭祀。不過，按照傳統，請祖出巡應是一個巡遊儀式，由

族人抬着轎徒步巡遊到球場。然而，除了請祖出巡，郭氏祭祖的其他禮

節均承襲傳統，如祭祖儀式步驟、祭品種類等，尤其以生豬及生羊作祭

品的傳統，多年來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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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在郭氏祖先的神主牌前拜祭

祭祀按照傳統，有豬肉為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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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完結後，則迎來舞龍、潮劇等表演，以及總會理事的就職禮，

亦設有盆菜聚餐、拍賣和投福物環節，各環節早已成傳統。而到了農曆

十二月十三日清晨六時，眾人便會請祖回廳，意味着祭祖活動正式結束。

族人輪流上香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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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6   泰國潑水節

九龍城區目前有超過 800 名泰裔人士居住，該區是泰國人在香港的

聚居地之一。只要用心觀察，不難發現九龍城區充滿泰國痕跡︰泰國土

產雜貨店散佈社區；每逢週日早上更會舉行供僧儀式，故九龍城又有「小

泰國」稱號。

 九龍城「小泰國」的形成，乃始於七、八十年代。當時，不少泰國

人來港謀生，由於人生路不熟，便來到鄰近啟德機場的九龍城。除了地

利之便，城南道至啟德道租金相對便宜，亦受到泰國人歡迎，故選擇落

腳於此，當中更有不少泰國女士嫁給香港男士，落地生根。

泰國新年潑水節，在九龍城區發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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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一同參與潑

水節浴佛儀式

不同國籍人士一同狂歡

自 2015 年起，一班在香港土生土長的「泰二代」自發推廣潑水節，

宣揚港泰共融，使本來在泰僑間小規模慶祝的潑水節，一下子變得嘉年

華化、大眾化，發展成「香港潑水節」，把泰國的傳統文化，移植到來

九龍城，成了旅遊活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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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7 聖公會聖三一座堂及聖匠堂

香港的聖公會組織始於 1843 年，迄今已有 150 年歷史，是香港重

要的宗教社福組織，當中分為香港教區、西九龍教區及於 1997 年為立

的東九龍教區。在九龍城區不難看見與聖公會有關的社福機構，包括聖

公會九龍城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聖公會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等；教

育機構，例如協恩中學、聖公會聖提摩太小學等。它們對區內的社區服

務、教育等各個範疇均有完善服務和協助。

九龍城華洋雜處、中西文化並存，廟宇及教堂隨處可見。香港現時

一共有三座大型座堂（Cathedral），分別為聖約翰座堂、聖公會諸聖座

堂，以及位於九龍城馬頭涌道的聖公會聖三一座堂。

要追溯聖三一堂與九龍城的淵源，就要從 1890 年代說起。 19 世紀

中葉以後，香港殖民地範圍擴大，聖公會展開了九龍半島的佈道工作。

到了 1890 年代，他們在九龍城、馬頭圍區已建立固定的信徒羣體。隨

着信徒羣體壯大，聖公會決定在九龍半島籌建新聖堂，獲政府批出位處

昔日宋王臺聖山附近一塊 6,000 多平方呎的土地。 1898 年 8 月新堂落

成，是為第一座聖公會聖三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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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聖三一座堂現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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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三一座堂採用了中式建築風格

教會事務安頓下來後，在 1950-80 年代，聖三一堂一直扎根九龍

城，致力於教育及社區服務。 1950 年，堂會在教堂閣樓開辦了一家幼

稚園；到了 1951 年，又獲政府批出九龍一幅 9,750 平方呎的土地，興

辦聖公會聖三一堂小學；1978 年，校址位於何文田忠孝街的聖公會聖

三一堂中學落成，自此，聖三一堂便有着完整的教育事業，為九龍城學

童提供教育服務，春風化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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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三一堂白普理中心

除了教育事業，聖三一堂的社區服務也進一步發展。1984 年 6 月，

位於聖三一堂籃球場側，樓高八層的白普理中心開幕，是結合社區中

心、鄰舍輔導、托兒所、自修室、幼兒中心、青少年中心等服務的綜合

大樓，為九龍城區居民提供完善及全面的社區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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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聖匠中學

至於位於九龍城紅磡的聖公會聖匠堂，始建於 1954 年，一直於九

龍城服務居民，除了發揮其重要宗教作用外，更提供社區服務。由聖公

會聖匠堂葉西山牧師創建聖匠職業訓練學校，即現時聖公會聖匠中學。

聖匠堂與社區關係密切，早於建堂之際，於 1967 年建成聖匠社會

服務中心。後來因會務日漸擴大，原址被重建為聖匠大廈，更於新大廈

中設立社區中心， 1980 年起，聖匠堂開始關注長者服務，於 1980 年

設立聖匠堂老人福利中心，於 2003 年易名為聖匠堂長者地區中心。

現時聖匠堂為不同範疇人士提供服務，包括九龍城區內的基層人士

及家庭、在職僱員、長者、臨終病者、病者家屬及喪親人士等。於聖匠

堂的教育和社區服務中，確切令人感受到「以作工傳福音」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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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聖匠堂

聖匠堂長者地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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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1 九龍寨城的「三不管」

1898 年 6 月 9 日，英國與清政府訂立《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

九龍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土地，惟當中訂明：「所有現在九龍城

內駐紮之中國官員，仍可在城內各司其事，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

所妨礙。」九龍寨城被剔出租借範圍，中國官員和捕快繼續在城內駐守，

政治地位特殊。

直到滿清政權倒台，民國成立之初，中方欲派員接管寨城，卻遭到

港英政府阻止。其後在中國政府面對軍閥割據、英國政府受困於反帝浪

潮的情況下，誰都無暇理會這座小城。城內的一切，都保留着辛亥革命

時的狀態。 1949 年後，中國政府也不曾在城內行使主權。九龍寨城於

是淪為三不管之地，浮沉於無政府的狀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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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寨城內的街道， 19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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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了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 九 龍

寨城像是一座破落的古堡，內裏房

屋建築、伸延開來的簷篷、交錯的

水管及電線，令寨城成為名義上的

「黑暗之城」。

1987 年，中英雙方協議清拆

九 龍 寨 城 ， 遷 走 居 民 。 1981 年

11 月 28 日，九龍寨城開始清理，

1994 年完成清拆。

寨 城 的 清 拆 工 程 完 成 後 ， 港

英政府本想在原址興建住宅，但考

慮到該處鄰近啟德機場，擔心建屋

妨礙飛機升降，加上當時九龍城區

內的休憩設施不足，故最終決定在

原址興建公園，取名「九龍寨城公

園」。公園 1995 年 8 月竣工，自

同年 12 月 22 日起開放予公眾參

觀。九龍寨城自此走入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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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寨城無牌診所， 198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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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拆前的九龍寨城， 19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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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九龍寨城居民發起反清拆請願行動

清拆中的九龍寨城， 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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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寨城公園內的單車徑

寨城公園內保存的文物皆為清代遺物，歷史悠久。當中包括於清

拆過程中被發掘出土的「九龍寨城」及「南門」石額兩幅，為道光二十七

年（1847 年）寨城峻工時的門匾。另外，公園亦保留了建於 1847 年，

原位於寨城龍津二巷四號的九龍司衙門遺址。該址原為駐守寨城的巡檢

官衙，後被聖公會聖三一堂租用興辦廣蔭院，為孤苦無依者提供棲身之

所。此外，建於嘉慶七年（1802 年）的炮台、建於咸豐九年（185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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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城公園採用了江南園林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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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惜字亭、建於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

的龍津義學、張玉堂的兩幅拳書、位於衙

門前的三口古井、石樑、柱礎等，亦全部

保留，在公園內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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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寨城牌匾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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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王廟，約 1900 年，

是為紀念南宋國舅楊亮

節而立

6 . 2  宋皇臺歷史補足香港歷史

南 宋 末 年 ， 皇 帝 端 宗 趙 昰 和

衛王趙昺倉促逃亡，來到九龍這個

南方小島，建立行宮，停駐數月。

趙昰和趙昺經常在馬頭涌海邊一個

小山上遊玩，該小山因而被稱為聖

山。為了紀念此事，居民於是在聖

山 一 塊 巨 石 上 ， 以 血 紅 大 字 刻 上

「宋王臺」三字，以記載這段重要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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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王臺石碑現況

聖山，約 19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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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山及其上的宋王臺石， 1925 年

九龍城與宋史遺事，早於 1899 年已得到官方認可，商人在宋王臺

附近採石時發現刻有「宋王臺」的巨石，當時何啟爵士恐防宋王臺被破

壞，乃要求禁止採石，並提出要追認遺史，立法保護宋王臺。他引述

歐 德 理（E.J. Eitel）在 其 著 作 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 提到九龍與宋史的微妙關

連作理據，點出宋王臺的歷史價值。當時，香港的中外人士、社會各階

層都未察覺這段九龍重大遺史，而香港亦未有任何較具歷史意義的古蹟

或遺址。

1945 年 8 月香港重光，港英政府應九龍街坊福利會的要求重修宋

王臺。由於當時港英計劃在聖山原址興建啟德機場客運大樓，遂將石碑

移至聖公會聖三一堂對出的空地安放，並加以修護，建設宋王臺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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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王臺旁的〈九龍宋王臺遺址碑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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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港鐵在興建沙中綫土瓜灣站時，進行考古調查及發掘工

作，考古工作收穫極多，包括五大石砌建築，為極為珍稀的考古發現，

並發掘出大量宋、元和晚清文物。遺址面積廣闊，一共六個古井及數千

件文物，引證了在 1,300 年前，已有超過千人居於此地。專家指出，

南宋衛王南逃香港時，由於隨行人數眾多，故需要一個龐大的聚居地。

而在發掘出土的宋代陶瓷器碎片及銅錢，加上古時聖山有河流、鹽田和

耕地，足以證明這裏曾是繁華的市集和港口，可讓宋室皇帝暫居。這些

文物進一步確認了九龍與宋代的歷史關係，引起大眾對九龍宋史再度追

認。 2017 年 11 月，港鐵宣佈將「土瓜灣站」易名為「宋王臺站」，並計

劃於車站內展示出土文物。

宋代的文物出土，不但填補了歷史空缺，更再次肯定香港在中國歷

史上的地位，讓大眾更能體會香港的特殊價值。同一時間，也加強了市

民對社區的歸屬感。

福建磁灶窯醬釉四系陶

罐
福建磁灶窯醬釉四系陶罐

一號探方十二號灰坑出土的宋

元時期陶罐

一號探方九號灰坑出土的宋

元時期綠釉執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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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3  黃埔船塢與青洲英坭

自晚清民國開始，九龍城便有一定的中小型工業。論至區內具有

規模的工業，不得不提香港黃埔船塢公司（Hong Kong & Whampoa 

Dock Company Limited）與 青 洲 英 坭 公 司（Green Island Cement 

Company）。

黃埔船塢，約 1910 年

約 1915 年黃埔船塢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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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的黃埔船塢

黃埔船塢外籍職員宿舍前泳灘， 192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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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埔港鐵站於 2016 年開始服務

黃埔主要範圍包括黃埔新邨、黃埔花園以及海濱南岸、海逸豪園一

帶，是個小型社區。1866 年以前，「黃埔」根本不曾出現於香港地圖上。

直至 1866 年，香港黃埔船塢有限公司在這塊土地設廠發展，才為此地

帶來截然不同的景象，造就了「黃埔區」的出現。

1963 年，怡和洋行、德忌利士洋行及鐵行輪船公司幾間公司合資，

以 24 萬元在廣州市珠江黃埔創辦船塢，迎合當時興旺的航運業對船隻

維修及建造新船的需求。1866 年，黃埔船塢在香港登記成為有限公司，

正式連結起與香港的關係。 1870 年，黃埔船塢與聯合船塢合併，其後

又兼併了於仁船塢、四海船塢等。黃埔船塢後來透過不斷收購和合併其

他船塢，壯大資本，慢慢建立在香港修造船業的龍頭地位，並於紅磡

建成一個可以容納英國海軍最大船艦的新船塢，其軍事作用令它備受注

目，甚至日本侵港時也先以黃埔船塢為轟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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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和記黃埔與政府簽署換地條款，更改船塢原址土地用途，

有百年歷史的黃埔船塢終於在 1985 年正式關閉，並改建成共有 88 座、

有 10,518 個單位的大型私人屋苑，也就是今天的黃埔花園。

2016 年，地鐵觀塘綫延綫通車，港鐵公司將位於紅磡德安街及紅

磡道地底的新站命名為「黃埔站」，顯示黃埔船塢對社區的影響力一直

延伸直今。

而青洲英坭公司起初於澳門青洲創業，眼見紅磡海灣的優勢，故於

紅磡開辦另一廠房。 20 世紀初，時值香港填海的高峰期，青洲英坭公

司紅磡廠房面積擴展 100 萬平方英尺，平均月產量 8,000 噸，為當時英

政府主要採用的英坭公司。時至今日，青洲英坭公司的總辦事處仍位於

紅磡的鶴翔街。

外型如一艘輪船的購物商場「黃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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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4  九龍樂善堂

晚清之際，政府無力管控地方事務，半官方或非官方的救濟機構

發揮了極大穩定社會的作用。九龍樂善堂在九龍城區救助貧弱、廣辦學

校，在慈善和文教方面貢獻良多。

九龍樂善堂建立之時間應不遲 1880 年
1
，起初以九龍城為核心，

集結附近村莊，包括九龍城，甚至遠及荃灣及沙田等地區的慈善救濟團

體，並依賴九龍城龍津石橋的收入作營運費用。 1871 年清廷為打擊走

私鴉片，於汲水門、長洲、佛頭洲及九龍城外設立四個稅關，對進口商

品徵收稅項，當時九龍城關口設於龍津石橋。貨物在碼頭交收時，經過

樂善堂的「公秤」測量，每次秤量收取一定費用，而這種費用成了九龍

樂善堂起初的財政來源。

1	 學者趙雨樂於《龍城樂善——早期九龍城與樂善堂硏究》中，提出樂善堂建立之時間應早於
1880 年，而《九龍城區風物志》中未有採用此說法，詳見趙雨樂、鍾寶賢、高添強：《香港地區
史研究之一——九龍城》（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1 年），頁 13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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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善堂舊堂址

龍津石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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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津義學，約 19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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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津義學遺蹟

九龍樂善堂早於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已建立龍津義學，至

1938 年，學生人數已增至 190 人。戰時，義學和會址均遭破壞，直至

1948 年復辦義學。隨着時代發展，樂善堂也積極加強教育事務，現時

資助龍城區內的樂善堂小學，也在其他分區興辦小學、幼稚園及幼兒中

心等，又協辦在香港各地區的中學，大力推動全港教育，培育大量社會

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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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善堂現址

樂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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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善堂小學即將改變成過渡性房屋

九龍樂善堂有見香港住屋問題嚴重，故參與社會服務聯會統籌的

「社會房屋共享計劃」，由 2017 年 11 月起推出社會房屋「樂屋」，為正

輪候公屋三年或以上，並居於惡劣環境或急需社區支援的低收入家庭提

供過渡性居所，同時希望藉此改善家庭成員的身心健康，至 2018 年已

推出三期「樂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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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5  早年九龍城區文教發展

九龍城自明末清初吸引不少遺老、學者，如賴際熙、陳寅恪等的注

視，他們均讚揚九龍城的繁盛。而九龍城逐漸城市化，也吸引了不少學

校創立，區內優質教育機構眾多，當時不少是教會創辦的學校，以下是

數間由教會創校的學校。

培正中學，前身為由廣州浸信會教友於 1889 年開辦的培正書院，

於 1933 年以「私立廣州培正中學香港分校」之名於九龍城創校，作為廣

州分校，起初僅創立小學部，於 1935 年增辦初中。

香 港 培 道 中 學 也 與 培 正 中

學 有 相 近 經 歷 ， 香 港 培 道 中 學

於 1888 年創校，由美國南方浸

信會女傳道會派遣宣教士來華創

辦，後因中日戰爭，於 1938 年

由肇慶遷往香港，後於 1940 年

把小學部遷至九龍城士他令道，

更於 1952 年獲香港政府撥地延

文禮士道 2 至 8 號籌建校舍。

培道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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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中學

拔 萃 男 書 院 與 協 恩 中 學 均 始

創於香港。拔萃男書院於 1869 年

以「拔萃書室」為名，於 1913 年因

無女學生而易名為拔萃男書院。協

恩中學則可溯源至 1886 年的飛利

女 校（Fairlea Girls’School）， 起

初建於般咸道，於 1936 年與維多

利 亞 居 留 院（Victoria Home and 

Orphanage）合併，搬至九龍城農

圃 1 號至今。

協恩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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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利諾修院學校， 1947 年

除基督教教會外，天主教教會在辦學方面也有相當成就。1925 年，

瑪利諾女修會於尖沙咀柯士甸道創辦瑪利諾修院學校，當時為幼稚園。

於 1937 年搬至窩打老道及界限街交界的新校舍時，開辦幼稚園、小學、

中學及預科教育，但受二戰影響，學校一度停頓，於 1960 年，瑪利諾

修院學校的中學部遷至何東 5 號現址。而喇沙書院則由喇沙會修士創於

1932 年，起初已於九龍城創校，惟經多次的徵用，於 1959 年才於九龍

仔喇沙利道 18 號復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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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利諾修院學校，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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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會大學

在高等教育方面，九龍城區內更有兩所大專院校，包括 1956 年創

校的香港浸會學院和 1989 年創校的香港公開進修學院，兩所學院分別

於 1994 年和 1997 年由學院升格為大學，在作育英才方面受到社會的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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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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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唐君毅及張丕介與董事長趙冰及教職員合影

論及九龍城區的文教發展，不得不提於此區開始發展的新亞書院。

該書院創立於 1949 年，由錢穆、唐君毅、張丕介等學者創立，最初為

亞洲文商專科夜校。當時錢穆等學者為保留中華傳統文化，故在課程、

講座等方面積極融入儒家文化，但同時不失西方的先進知識，真正達至

平衡中西學問，繼而為香港建立新的學風，推動香港為「新亞洲」的發

源地，又因而得名。

新亞書院及後開始獲國際辦學基金注視和支持，於 1956 年獲美國

福特基金會捐建的農圃道第一期校舍落成。由雅禮協會捐贈的新亞書院

第二期校舍於 1960 年 11 月落成，擴設理學院。及後，新亞書院獲香港

政府肯定，於 1963 年由香港政府撥助建成第三期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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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農圃道的新亞書院

農圃道新亞書院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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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先生出席新亞書院農圃道校舍奠基典禮

1959 年，新亞書院改為專上學院，參加統一文憑考試，並接受香

港政府的補助，後於 1963 年聯同崇基學院和聯合書院，組成「香港中

文大學」，約十年後遷至沙田馬料水，成為全港第二間大學。

新亞書院的創立使中華文化植根香江，不但使香港文史學界強調傳

統與西方結合，更改變了整個高等院校以西方知識為首的情況。新亞書

院由區內的書院發展成香港第二所大學殊不簡單，數十年過去，香港中

文大學依然是香港傳承中華文化的其中一所重要學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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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亞書院遷入沙田後全貌

位於農圃道的新亞中學現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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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6  紅磡殯儀業的前世今生

紅磡區殯儀館林立，使其有着全港獨一無二的格局︰殯儀館在暢行

道並排而立，偶爾還會傳來隱約的喃嘸師傅打齋聲；附近的街道開滿長

生店、花店、紙紥舖；靈車、棺木在這裏進進出出；花圈、溪錢隨處可

見。紅磡說得上是一個「殯儀區」。

1970 年代是殯儀業發迹的年代，當時香港兩間殯儀館均由蕭明持

有，市政局擔心殯儀服務會被少數人壟斷，故此撥出紅磡及鑽石山的地

段，用作興建新殯儀館，為行業引入競爭。殯儀業就這樣來到了紅磡，

並漸漸令紅磡發展成一個殯儀區域。

紅磡區唐樓樓下多為花店或石碑廠，成為此區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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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殯儀相關的紙紮品店，分佈於紅磡區，是該區的一大特色

1975 年 11 月，由蕭明助手創立的「世界殯儀館」正式啟用，是為

第一間坐落紅磡的殯儀館；1978 年，由市政局經營的「紅磡公眾殯儀

廳」年易名「紅磡市立殯儀館」）亦正式投入使用，為全港第一間公營殯

儀館，亦是紅磡區第二間殯儀館。1980 年，「萬國殯儀館」也正式啟用，

紅磡的殯儀服務區自此正式形成，長生店陸續進駐鄰近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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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區議會共有 24 個民選議席，在 2019 年區議會選舉中，九

龍城區將於啟德區增加一席。整個區議會轄下設有 5 個委員會和 11 個

常設工作小組。

區議會將繼續成為市民大眾與政府之間的橋樑，向政府表達居民的

訴求。

位於庇利街的九龍城政府合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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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博士

到訪九龍城區

在西九文化區舉行的九龍城藝術節，多方面

展示九龍城區獨特的文化和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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