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3 年 7 月 25 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文物保育措施進度年度報告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匯報各項文物保育措施自 2022 年 7 月

向委員會匯報後的最新情況。  
 
 
確認和評估具文物價值的項目  
 
歷史建築的行政評級制度  

 

2.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共 1 646 幢建築的文物價值

評級工作已完成，當中包括  1 444 幢建築 1中的 1 385 項，以

及 387 個新增項目 2中的 261 項。該 1 646 項建築的詳情如

下：  
 

(a) 46 項已宣布為古蹟；  
(b) 200 項為一級歷史建築；  
(c) 407 項為二級歷史建築；  
(d) 619 項為三級歷史建築；  
(e) 347 項沒有評級；以及  
(f) 27 項因已拆卸或大幅改建，不再進一步處理。  

 
為 1950 年後落成的建築物進行評級的準備工作  

 
3. 古物古蹟辦事處（下稱「古蹟辦」）於 2019 年成立專

                                                 
1 古物古蹟辦事處（下稱「古蹟辦」）在 1996 年至 2000 年期間進行了一次全港

性調查，記錄了約 8 800 幢主要建於 1950 年以前的建築物。在 2009 年，古蹟辦

挑選了當中的 1 444 幢建築物進行評估，並獲古物諮詢委員會（下稱「古諮會」）

初步同意擬議評級。此後，古諮會一直在考慮新增資料及在公眾諮詢期間接獲的

意見後，陸續分批確認建築的最終評級。  
2 透過公眾建議及古蹟辦日常工作， 387 個項目被納入「須進行評級的新項目」

名單（下稱「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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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小組，開展對 1950 年後落成建築物評級的前期工作。專責

小組記錄了大約 2 000 幢位於市區建於 1950 至 1959 年的建

築物，並已完成這批建築物的初步研究。專責小組現正就新

界及離島區的建築物進行初步研究，預計相關工作於 2024 年

年中完成。根據迄今所得的研究結果，古蹟辦已着手擬備具

潛在文物價值的建築物清單，以作深入研究及考慮評級。  
 
4. 在就建於 1950 年後的建築物有系統地評級進行準備

工作的同時，古物諮詢委員會（下稱「古諮會」）不時收到將

個別 1950 年後落成建築物的評級要求。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古諮會已完成 204 幢該等建築物的評級工作，其中 119
幢建築物獲評為一、二或三級歷史建築。古諮會會在現行機

制下繼續為建築物（包括 1950 年後落成的建築物）進行評

級，亦會因應實際緩急情況優先處理將受重建或大規模改動

影響的建築物。  
 
法定古蹟的宣布  
 
5. 現時法定古蹟共 132 項。我們在 2023 年 6 月 8 日的

古諮會會議上諮詢古諮會，並獲古諮會支持我們在 2023 年

按照《古物及古蹟條例》（第 53 章）將以下兩幢歷史建築宣

布為古蹟的建議：   
 

(a) 佛堂門天后古廟，以及  
(b) 前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央會所。  

 
兩幢建築物的文物價值評估報告載於附件 A。  

 
6. 宣佈上述兩幢歷史建築為法定古蹟的法定程序正在

進行。在獲得行政長官批准後，我們會適時提交附屬法例，

以完成法定古蹟的宣布程序。  
 
7. 我們會繼續物色適合列為法定古蹟的項目，讓它們

獲得法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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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育措施及優化工作  
 
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下稱「活化計劃」）  

 
8. 自 2008 年推出活化計劃以來，六期共 22 幢政府擁

有的歷史建築已被納入計劃，其中第一至四期的 12 個項目 3

正在營運。第五期的三個項目，包括舊域多利軍營羅拔時樓、

聯和市場，以及前流浮山警署的翻新工程經已展開，並預計

於 2023 年年底起陸續開放。  
 
9. 至於第六期活化計劃的首四個項目，即大潭篤原水

抽水站員工宿舍群（法定古蹟）、白樓（三級歷史建築）、景

賢里（法定古蹟）及芳園書室（三級歷史建築）的評審結果

已於 2022 年 6 月 14 日公布。這些項目的施工前工作，包括

詳細設計及工地勘探已於今年第二季開展。而在上述四個項

目之後才加入第六期活化計劃的前北九龍裁判法院（二級歷

史建築），評審結果亦於 2022 年 12 月 8 日公布。我們計劃

於 2024 年開始為上述五個項目申請撥款進行復修工程。這

些項目預計於 2025 年起陸續完成復修工程並開始營運。五

個項目落成啟用後，將向公眾開放大部分歷史建築及法定古

蹟內的範圍，供市民參觀。項目亦會舉辦免費導賞團及開放

日，讓市民更好地親身觀賞這些歷史建築及法定古蹟和享用

內裡設施，加深和提高保育及活化歷史建築的意識。  
 
10. 活化計劃下各項目的進度載於附件 B。  
 
11. 為進一步優化活化計劃和精簡申請及評選程序，我

們已就計劃進行全面檢討。在檢討期間，我們收集了活化計

劃下各個營運機構的意見，並諮詢了保育歷史建築諮詢委員

會。    
 

12. 未來我們不會再每隔數年同時推出四至五幢歷史建

築，以免聚集大量申請，延長評選和審批時間。而是每一次

只會推出較少數（一至兩幢）歷史建築接受申請，但推出時

間會較頻密（與上一次申請大約相隔六個月），以期更妥善分

配工作量及加快評選程序。我們亦會提前向公眾公布獲納入

計劃供未來申請的歷史建築，藉此提高透明度及讓有興趣的

機構預先做準備。    
                                                 
3 第一期四個項目，第二期三個項目，第三期兩個項目及第四期三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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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為吸引更多優質申請者和創意以提升項目的財務可

持續性，我們將擴大申請資格，容許根據《稅務條例》(第  112 
章 )第  88 條具有慈善身份的非牟利機構，夥拍非慈善機構

合作提交申請。其他優化措施包括為精簡評審程序而簡化申

請表格和為每項評審準則設定合格分數；為社會企業提供開

辦成本和首兩年營運赤字的一次性資助上限，由現時的 500
萬元提高至 600 萬元；以及適當地加強對非牟利機構的其他

支援。  
 

14. 上述優化措施暫定於 2023 年年底推出下一輪活化計

劃申請時開始實施。  
 
歷史建築維修資助計劃（下稱「維修資助計劃」）  
 
15. 自 2008 年起，政府通過向私人擁有已評級歷史建築

的業主提供資助，讓他們進行小型維修工程。從 2008 年維修

資助計劃實施以來，截至 2023 年 6 月底，共批准 112 宗申

請，截至 2023 年 6 月底，共批准 112 宗申請，資助費用約為

1 億 2 千 7 百萬港元。  
 
16. 我們已根據歷史建築定期巡查的報告結果，加強主

動接觸私人業主以鼓勵他們申請資助進行維修。此外，經諮

詢業界和保育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後，我們對計劃的申請和

審批程序進行了檢視。我們考慮於今年年底前實施優化審批

程序的措施，包括提高撥款額上限、採取措施防止惡性低價

競爭，以及加強與業主和顧問溝通以解決技術問題。  
 
公眾參與項目資助計劃  
 
17. 自 2017 年推出以來，公眾參與項目資助計劃已為三

個公眾參與項目的公眾教育、社區參與和宣傳活動提供財政

資助，獲批資助金額合共 591 萬元。  
 
18. 三個公眾參與項目的所有活動已於 2021 年 12 月完

成。在諮詢保育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後，我們最近已完成資

助計劃的檢討工作，並已就活動模式、申請資格、發放資助

金、評審準則、項目管理及呈交項目報告的安排等方面提出

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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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公眾參與項目資助計劃會繼續支持可提升公眾對歷

史建築保育的理解和認識、推動持份者參與、鼓勵參加者改

變行為以保育歷史建築的項目。於 2017 年推出的先導計劃

邀請了五個與保育歷史建築工作有密切關係的專業學會提

交資助申請。為提升社會參與，第二期資助計劃的申請資格

已擴闊至所有曾參與歷史建築保育工作的本地非牟利機構。

第二期資助計劃已開始接受申請，截止日期為 2023 年 10 月

3 日。   
 
保育戰時遺蹟  
 
20. 向市民介紹抗戰事蹟及推廣有關歷史文化，有助加

深市民大眾的家國情懷和民族認同感，意義重大。這些工作

不應局限於建築，還應包括與戰時歷史有關的地點、活動和

個人物品等。為此，政府會成立跨部門工作組，由政務司副

司長擔任主席，成員包括發展局、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民政

及青年事務局、教育局等政策局，統籌各局相關的工作及爭

取社會的支持。   
 

應用科技於文物保育  
 
21. 古蹟辦不斷探索在可行的情況下，應用最新科技進

行文物保育工作；並一直利用先進的三維激光掃描來記錄文

物地點，以助修復、研究和文物教育工作，亦在展覽中展示

歷史建築或其具建築特色的部件的三維立體模型，以豐富觀

眾的參觀體驗。   
 
22. 古蹟辦已開展使用無人機及人工智能分析技術，協

助檢查位於較難到達、危險及偏遠地點的歷史建築物的屋頂

及具考古研究價值地點的狀況。古蹟辦挑選了五個考古遺址

（包括古石徑、清代炮台及史前石刻等）應用此新技術進行

檢查。無人機採集的影像可建成高解像三維模型，以及透過

分析程序式及人工智能進行自動評估。    
 

23. 古蹟辦已開展先導計劃，製作一系列位於各區的法

定古蹟／已評級歷史建築的網上虛擬導覽。首七個虛擬導覽

已上載古蹟辦網站，供公眾瀏覽。另外有 11 個虛擬導覽正在

製作中，預計於 2023 年 12 月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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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擁有歷史建築的開放安排  
 
24. 截至 2023 年 6 月，共有 276 項政府擁有的建築獲評

為一級、二級或三級歷史建築，而政府擁有的法定古蹟則有

70 項。  
 
25. 在這 340 多項政府擁有的歷史建築當中，共有超過

200 項已經因應實際情況，透過合適的安排開放讓公眾參觀。

其中包括博物館或展覽空間，以及活化計劃下由非牟利機構

營運的場地。  
 
26. 我們會繼續鼓勵各政府部門盡可能讓公眾可以參觀

屬它們管理的歷史建築，過程中發展局會從文物保育角度提

供適當支援。我們將與旅遊業界商討，以挑選應優先開放的

建築。  
 

27. 對於未能對外開放的歷史建築，我們會繼續與相關

政府部門探討設置歷史資訊牌，讓公眾了解其歷史背景及文

物價值。我們將考慮與學術界的院校師生合作，以運用他們

在相關領域的專業知識和興趣。  
 
 
與內地合作  
 
28. 首屆大灣區文物建築高峯論壇（下稱「論壇」）於 2022
年 11 月 9 日至 10 日在香港舉行，以加強區內的知識交流和

經驗分享，探索合作機會，鼓勵應用先進科技於文物建築的

保育、活化、教育和公眾參與上。論壇匯集了約 30 名來自大

灣區及其他地區的政府官員、專家及學者，與觀眾分享他們

在保育和活化歷史建築方面的經驗、最佳範例及創新意念。

兩天的論壇共吸引 846 人出席及超過 1 000 萬人次網上瀏覽。 
 
29. 在論壇上，我們與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及澳門特別

行政區文化局簽訂了《關於深化粵港澳大灣區考古及文物建

築交流與合作意向書》，進一步加強大灣區在考古和歷史建

築方面的合作。  
 
30. 此外，我們與國家文物局於 2022 年 11 月 16 日簽署

《關於深化文化遺產領域交流與合作的框架協議書》（《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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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以進一步推動內地與香港在考古和歷史建築領域的

文化遺產交流與合作。  
 
31. 簽訂框架協議後，在國家文物局的支持下，古蹟辦與

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合辦「金沙之光─古蜀文明展」，在 2022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3 年 3 月 29 日展出。展覧除展出 70 多

件從四川考古遺址出土的珍貴國寶文物外，還同場展出七件

香港出土的珍貴考古文物，展現「多元一體」的中華古代文

明。   
 

32. 我們在 2022 年 10 月至 11 月期間舉辦「血濃於水：

香港歷史建築中的家國情」展覽，以突顯本港與內地的連繫。

展覽的圖片版本現正在南京市博物館展出，並計劃巡迴至內

地主要城市的博物館展出，以加強認識香港與祖國之間的緊

密連繫及情感。相同主題的巡迴展覽亦正計劃在本港學校舉

行。  
 

33. 我們在粵港澳大灣區意向書簽訂後，正策劃由古蹟

辦與區內文物機構合作共同策展的首個展覽，透過廣東、澳

門及香港的重要出土文物、建築構件及歷史照片，展示嶺南

地區傳統中式建築的起源、演變及特色。展覽暫定在 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 6 月在文物探知館舉行。     
 

34. 此外，古蹟辦已開展與國家文物局合作研究香港的

重要出土文物。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的專家會與古蹟辦

攜手合作，研究 90 萬片聖山遺址出土的宋元時期陶瓷碎片

及 10 萬片竹篙灣出土的明代陶瓷碎片，以研究中國的海上

貿易和香港在當中擔當的角色。    
 

35. 2022 年 12 月，我們加入了海上絲綢之路保護和聯合

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城市聯盟，聯合申報與海上貿易有關的文

物地點為世界文化遺產。古蹟辦參與現正在廣州南越王博物

院展出的「從廣州出發——『南海Ⅰ號』與海上絲綢之路」

展覽，透過聖山、竹篙灣、沙下、大磡村及舊機場出土的陶

瓷碎片，展示香港在海上絲綢之路可能曾扮演的角色。  
 

36. 今年夏天，我們與國家文物局合辦的中學生文化遺

產暑期課堂將恢復面授課堂。接續在香港舉行的「金沙之光」

展覽，今年的課堂將在四川舉行。20 名香港學生將與內地和

澳門的學生一同參與這個為期六日的課程，活動包括參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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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遺址及博物館及出席專家講座，以提升學生對中國文化和

歷史的認識。   
 

37. 在國家文物局的支持下，以及通過大灣區網絡，我們

會繼續探討加強與內地在研究、文物保育、教育和公眾參與，

以及以先進科技應用在文物工作等方面的合作。    
 

 
公眾教育及活動  
 
38. 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週年，我們於

2022 年 11 月舉辦了廣受歡迎的文物時尚 •荷李活道 2022，包

括一系列文化表演、導賞、展覽、攤位和工作坊，吸引了超

過 70 200 名訪客。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活動後的視頻吸

引了超過 85 萬人次網上瀏覽。  
 
39. 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六週年，政府與社

會各界推出了一系列豐富的慶祝活動和特別優惠。活化計劃

下的十二個項目於 2023 年 7 月 1 日或前後安排或加強免費

導賞團及工作坊，供公眾參與及享用。  
 
40. 古蹟辦籌辦和推出多項不同形式的教育和公眾參與

活動，包括展覽、文物徑、公開講座、導賞團、工作坊、音

樂表演、同樂日、社區參與／社會共融計劃，以及文化飛步

遊、歷史建築音樂會等跨界別文物活動。  
 
展覽  
 
41. 自 2022 年的報告以來，古蹟辦在文物探知館舉辦了

五個以文物為主題的展覽，吸引了多元的訪客，除了上述的

「金沙之光」及「血濃於水：香港歷史建築中的家國情」展

覽外，古蹟辦還舉辦了在法定古蹟瑪利諾修院隱藏的閣樓發

現的文物的展覽，以展示修院的歷史及珍貴文物；亦展出傷

健人士以文物建築為主題的畫作，展示他們的藝術才華。此

外，古蹟辦也舉辦了五個外展展覽。   
 
文物建築羣  
 
42. 古蹟辦在 2022 年 11 月與香港大學攜手推出「賞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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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歷史建築」網上語音導賞，以推廣歷史建築羣。建築羣

涵蓋大學校園內或附近的七幢法定古蹟和六幢已評級歷史

建築。訪客可掃描建築物的二維碼或透過古蹟辦網站，聆聽

網上的語音導賞，了解建築物的歷史和欣賞建築物精巧的設

計和工藝。   
 
文物之友和青少年文物之友  
 
43. 在過去 15 個月，古蹟辦收到超過 2 700 份加入成為

文物之友或青少年文物之友的申請。自 2022 年 7 月以來，古

蹟辦為文物之友或青少年文物之友合共舉辦了 48 節導賞團、

工作坊、實地考察及特別活動，共吸引了超過 1 000 人次參

與。   
 
傳媒及社交媒體  
 
44. 接續於 2021 年 3 月至 7 月播出有關大埔文物的電視

節目後，古蹟辦繼續與本地電視台合作，製作大坑和銅鑼灣

歷史建築的新節目系列，以地區為基礎細說香港的歷史和文

物。節目已在 2023 年 3 月至 4 月播出。   
 
45. Instagram 賬戶「活歷。香港」 於 2022 年 1 月推出，

旨在宣傳文物保育，並向年輕一代推廣與文物相關的活動，

目前已擁有超過 12 600 名追隨者。  
 

社會共融計劃  
 
46. 古蹟辦為傷健人士舉辦了一系列以文物為主題的社

會共融計劃，加強他們對文物的興趣，以及提高社會的包容

性。2022 年 3 月至 7 月期間，古蹟辦在 12 間藝術／社會機

構的支持下，舉辦了「畫無界．融無限」無障古蹟畫賽；並

進行網上投票，吸引了 2 790 名市民投票，從 130 份合資格

作品中選出「網上我最喜愛畫作」。所有得獎及入圍作品於

2022 年 9 月至 12 月期間分別在文物探知館及 H6 CONET 展

出，吸引超過 90 000 人次參觀。   
 

47. 古蹟辦為鼓勵傷健人士參與文物建築欣賞活動，與

香港盲人輔導會合作為視障人士舉辦「文物復現  繡閣猶

馨」展覽講座暨體驗工作坊。參與者除可認識更多法定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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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利諾修院的歷史及文物外，還可透過觸摸複製展品來欣賞

展覽。   
 
跨界別的文物計劃  
 
48. 我們繼續舉辦跨越文化／運動的活動，以加強文物

保育的宣傳和豐富文物賞析的體驗。「文化飛步遊」是古蹟辦

與其他機構合辦的活動。2022 年 9 月至 2023 年 3 月期間，

我們與飛越啟德運動基金有限公司合辦了三次文化飛步遊，

路線涵蓋九龍城區、中西區、葵青區及荃灣區四區，推動市

民一邊運動，一邊欣賞區內的歷史建築。此外，古蹟辦與東

華三院及灣區愛樂香港樂團攜手合作，於 2023 年 6 月 10 日

在東華醫院主樓（一級歷史建築）舉行音樂會，以慶祝「中

國文化和自然遺產日」。   
 
與旅遊界別協作  
 
49. 此外，我們經常邀請香港旅遊發展局（下稱「旅發

局」）參與文物相關項目及節目並向其提供最新資訊，例如

「文物時尚．荷李活道」2022，以便旅發局向旅客推廣。我

們在設計節目及活動時，亦會考慮對遊客的潛在益處。例如：

「賞．識港大歷史建築」的網上語音導賞的設計，便利了旅

客參觀校園和附近歷史建築而。文化飛步遊的路線讓遊客更

深入了解香港各地區的歷史。我們亦與部份民政事務處合

作，推廣該區的文物建築。正如上述第 26 段提及，我們會徵

詢旅遊界的意見，了解那些政府擁有的歷史建築較具旅遊潛

力，並鼓勵有關部門考慮適當的開放或提供解說安排。  
 
同樂日  
 
50. 我們分別在元宵節及復活節舉辦了同樂日，以鼓勵

家庭參與。兩次同樂日舉辦了以文物為主題的多元活動，包

括由家庭演出的古典音樂會、印刷及徽章製作工作坊、復活

節彩蛋尋寶及繪畫、扭扭氣球、猜燈謎、剪紙等，合共吸引

2 480 人次參加。  
 
教師培訓  
 
51. 古蹟辦為加強中小學教師對本港文物的認識及興



11 

趣，一直與教育局緊密合作，籌辦多項培訓活動，以推廣國

民身分，加強認識香港文物及多元文化的發展。古蹟辦透過

網上及實體研討會，和實地考察大埔、西貢、北區、錦田及

沙頭角等地區，向教師闡釋地區歷史和文物，並分享如何加

強學生的學習興趣，以及透過趣味和輕鬆方式學習，例如透

過參觀歷史建築及文物地點了解歷史和文化。為教師舉辦的

活動廣受參加者歡迎和稱許。    
 
52. 公眾參與活動的詳情載於附件 C。  
 
 
徵詢意見  
 
53. 請委員備悉各項文物保育措施的最新情況。  
 
 
 
發展局  
2023 年 7 月  



附件 A 
 

 
西貢佛堂門天后古廟  
文物價值評估報告  

 
佛堂門天后古廟相信是本港及廣東省沿岸地區現存歷史最悠

久供奉天后 1的廟宇之一。古廟俗稱「大廟」， 2 居於本港水域的善

信於一九五零年代轉移拜祭天后的地點， 3 古廟成為本港其中一間

最受歡迎的天后廟。  
 
位於古廟後面的刻石就古廟所在地點的早期歷史提供了線索。

刻石記述九龍官富場鹽官與友人在一二七四年到訪佛堂門，得悉林

道義曾修繕和擴建該處的「堂」(字面意思可以是殿堂或神龕 )。4 此
外，一幅十六世紀繪製的中國航海圖顯示北佛堂門有一座供奉天后

的建築。 5 
 
佛堂門天后古廟與九龍竹園和蒲崗村林氏有關。《九龍竹園村

林氏族譜》記載，宋朝林松堅及林柏堅兄弟二人在出海途中遇上風

暴，獲天后所救；兩人遂在南佛堂門搭建小廟供奉天后。林松堅兒

子林道義後再立廟於現在位置。 6 一九三九年，華人廟宇委員會從

可能與林道義有宗族關連的林氏族人手中接管古廟。  
 
古廟多年來一直深受本地漁民及船員歡迎。廟內保存至今的文

物顯示古廟在過去兩個世紀獲本地善信大力支持。當中歷史最悠久

的文物是一個在一八零三年鑄造的香爐。 7 其他文物包括兩個分別

在一八三九年及一八四零年鑄造的鐘、一個在一八九三年鑄造的香

爐、一對一八九八年的木幡、一塊一九零八年刻有「神力扶持」字

樣的牌匾、一對一九零九年的對聯、一個一九二五年的香爐及一個

一九二六年的彩門，它們都是由善信敬奉，表彰天后的神力。  
 
 

歷史價值  

                                                 
1  天后是廣東及福建漁民及航海人士普遍供奉的海神。天后信仰源於福建。  
2  一八九五年的香港地圖可見天后古廟前的水域標示為「大廟」，該地圖是歌連

臣中尉在一八四五年所繪製地圖的修訂版。  
3  一九五零年代前，位於寶安赤灣的天后廟比佛堂門天后古廟吸引更多善信。  
4 一八一九年版的《新安縣志》記載，現時古廟所在地點有一廟宇內有石碑，

上有「咸淳二年」(一二六六年 )四字尚可辨識。然而，石碑今已不存。刻石、

神龕與當時天后廟之間的關係可作多種詮釋。  
5 《粵大記》內的〈廣東沿海圖〉。  
6  《九龍竹園村林氏族譜》內的〈南北二佛堂誌〉。  
7 古廟內保存的文物中最古老的是兩個分別鑄於一八零三年及一八零四的香

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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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廟沿用清朝時期華南地區的民間風格建造。正門入口上方的

石額說明古廟現有布局是在一八七七年修葺工程時形成。8 古廟由

一排五座的建築物組成，主建築兩側各有兩座附屬建築物。主建築

的正立面是凹斗式，簷廊花崗石樑以花崗石雀替承托並插入石柱作

整體支撐。簷廊還有花崗石隔架和雕刻精美的駝峰。屋頂以綠色琉

璃瓦築砌；山牆有草紋灰塑裝，末端有博古圖案。  
 
主建築是兩進三開間結構，屬典型廟宇布局。在兩進之間是有

蓋香亭和兩個偏殿。前進迎接善信，中間位置有一對擋中。擋中後

面是以花崗石柱支撐的香亭，石柱掛上兩副有悠久歷史的對聯和牌

匾。後進有三個神壇，正中的供奉三尊天后像，其右供奉金花娘娘，

左側供奉兩尊較小的天后像。在神壇前方有天后的侍女和護法雕

塑，立於天后像左邊是千里眼，右邊是順風耳。後進的布局與公堂

相似，昔日信眾會在神靈面前排解糾紛。  
 
主建築左側的兩座附屬建築物也是兩進式結構。天后寢宮位於

較近主建築的附屬建築物後進，前進則供奉太歲。較遠的附屬建築

物後進是佛堂，供奉彌勒佛。主建築右側的附屬建築物是廟方用作

後勤儲物的空間。  
 
古廟有大量裝飾，其中最突出的是位於擋中上方於一九二六年

製成的金漆木彩門；彩門為船屋形，以精細的木雕呈現戲台場景。

簷板刻有花卉植物圖案，左右兩側又有以動物和人物為主題的小型

塑像和彩繪。其他中式歷史建築的彩繪多以歷史人物故事為題材，

但香亭的兩幅彩繪所描繪的是正在划艇的年輕女子，有可能是天后

娘娘如何保佑大眾的現代詮釋。  
 

建築價值  

古廟先後在一八四零年、一八七七年、一九二五年、一九六二

年、一九九零年、二零零九年和二零二二年進行重修和修葺工程。

一九九零年，主建築正脊雙龍戲珠琉璃瓦脊飾及兩端的博古圖案取

代以前的裝飾元素。主建築和附屬建築物的整體環境和空間布局多

年來維持不變。建築結構和大部分建築構件，例如花崗石柱、花崗

石隔架、香亭的彩繪、擋中、簷板、地磚等都保存下來。最後但同

樣重要的是，一九二五年的正脊仍然保留在後進的屋頂。  
 
 

保持原貌

程度  
 

                                                 
8 石額上刻有「光緒三年歲次丁丑重修」，即一八七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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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布局是古廟最別具一格的特色。建廟位置相信曾經精挑細

選，以便天后能「看管」整個水域，保佑航經佛堂門海峽的漁民和

海員。古廟的臨海格局，最能直接體現建廟目的和核心價值。古廟

鄰近海邊，並未受都市發展干擾，是現今香港天后廟的突出例子之

一。此外，亦有人認為古廟的布局符合傳統風水原則。 9 風水布局

與優美景色，令古廟傲視其他天后廟。  
 

罕有程度  
 

對於香港水域的天后民間信仰而言，古廟是進行祭祀儀式的重

要場地。天后誕是古廟最重要的活動。大量政府文件、照片和影片，

記載一九五零至九零年代間，天后誕慶祝活動人聲鼎沸的盛況。每

逢農曆三月廿三日天后誕，全港各處大批善信 (包括漁民、海員、從

事海事相關業務的市民，以及區內村民 )，會到古廟拜祭天后，渡輪

公司更在節誕期間安排渡輪，接載乘客往來佛堂門與北角。時至今

日，慶祝活動依舊每年舉行，鞏固古廟作為本港重要且極受歡迎的

天后廟的地位。  
 
古廟與布袋澳村及附近其他鄉村連繫緊密。布袋澳和清水灣的

村民昔日曾擔任古廟司祝，其後更成立西貢佛堂門太平清醮值理

會，自二零零三年起負責在古廟舉辦太平清醮。坑口的村民亦會在

佛堂門天后古廟和坑口天后古廟以客家舞麒麟慶祝天后誕，加強兩

廟連繫。舉辦慶祝活動，令古廟與區內社群進一步緊密維繫。  
 
除此之外，古廟亦是本港舉行新船下水典禮的地點。較近期的

例子，就是香港警務處水警總區在二零二一年年中舉行的新船下水

典禮。  
 
古廟作為重要地標，既見證了社會團結、多元文化和地區經濟

能力，亦肩負向外界推廣文化遺產的領導角色。在古廟舉行的慶祝

活動，是香港天后誕的重要一環，有助「香港天后誕」於二零二一

年列入第五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  
 

社 會 價 值

和 地 區 價

值  

本港天后廟為數眾多，反映天后信仰廣為人知。除了著名的佛

堂門天后古廟外，位於油麻地、銅鑼灣和龍躍頭的天后廟被列為法

定古蹟。元朗鳳池村的天后廟獲評為一級歷史建築。獲評為二級和

三級歷史建築的天后廟，則分別有 11 和 22 間。這些天后廟在香港

建立重要的民間風俗及宗教信仰，並鞏固維繫至今。古廟連同佛頭

組合價值  

                                                 
9 古廟的後方有田下山作為靠山，兩側的地堂嘴和地堂頂分別為青龍與白虎兩

翼。南方的大廟灣則為古廟的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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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稅關遺址 (法定古蹟 )、東龍洲炮台 (法定古蹟 )、位於古廟後方的

大廟灣刻石 (法定古蹟 )，以及布袋澳洪聖宮 (三級歷史建築 )，顯示

自十三世紀南宋以來，佛堂門一帶不同階段的發展。大廟灣刻石和

布袋澳洪聖宮，均在古廟附近，三者一同反映了該區歷史和社會文

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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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佛堂門天后古廟照片  

 

 

佛堂門天后古廟正立面  
 

 
佛堂門天后古廟正門光緒三年 (即一八七七年 )的花崗石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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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海格局是佛堂門天后古廟最別具一格的特色  
 

 
主建築為兩進結構，兩進之間建有一個香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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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於後進神壇的天后像和金花娘娘像  

 

 
神壇前方有侍女和護法雕塑各二，右邊是千里眼，左邊是順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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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前進的擋中上方掛有一九二五年的船屋形彩門  

 
香亭簷板裝飾、彩繪，以及以動物和人物為題的小型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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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附屬建築物的天后寢宮  
 

  



14 
 

 
香港上環必列者士街 51 號  

前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央會所  
文物價值評估報告  

 
前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央會所 (「中央會所」)，現稱必列

者士街會所，建於一九一八年，是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首個總部

大樓，直至該會於一九六六年把總部遷往九龍窩打老道為止。  
 
建立中央會所的資金來自兩名芝加哥會友 (即碧士東夫人和麥

金覓先生 )及本地知名華人領袖和商人的捐款，包括時任中華基督

教青年會會長黃茂林先生、建築界鉅子林護先生、先施百貨創辦人

馬應彪先生、永安百貨創辦人之一郭樂先生、香港首名華人立法局

議員伍廷芳先生及其他人士。 1 得到會友和本地華商的慷慨支持，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成功籌得所需的約 25,000 美元資金，在香

港興建這幢專用的建築物。中央會所得以建造，華人的貢獻不可或

缺，反映香港華人領袖和商人對二十世紀初期香港社會日益增長

的影響力。  
 
一九一四年，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從政府購入太平山區必

列者士街 51 號的土地，以興建大樓，並於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動工

興建中央會所。一九一七年二月十日，維多利亞會督倫治華博士為

會所奠基。一九一八年十月十日，施勳護督為建築物主持揭幕儀

式。掲幕禮後，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央會所舉行一連五天的

慶祝活動，吸引了超過 23,000 人到訪。 2 
 
中央會所是當時首幢設有新式設施而又專為華人社群而設的

多功能建築物。建築物原有的設施包括香港首個室內設有暖水的

泳池、首個以懸臂式結構支撐的鑊形跑道、可容納約 520 個座位並

設有放映室的雙層大禮堂，還設有交際室、桌球室、宿舍、廚房及

食堂、圖書館、更衣室、日校和夜校課室，以及天台花園。 3 
 
二十世紀初期，香港只有少數會堂可以舉行大型研討會、聚會

或展覽。中央會所啟用後，很快便成為舉行這些活動的熱門場地。

一九二二年的「反對蓄婢會」首屆會員會議及一九三六年的首屆集

歷史價值  
 

                                                 
1  捐贈者的名字刻在位於禮堂入口的紀念碑上。  
2  香 港 中 華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網 址 ，「 必 列 者 士 街 會 所 100 周 年 」，

https://www.ymca.org.hk/bsc/index-zh.php，瀏覽日期：二零二三年四月一日。  
3 “New Chinese Y.M.C.A. Description of New Building Official Opening Today”，《南華

早報》，一九一八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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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婚禮就是例子。4 在中央會所舉行的其他重要活動還有中國著名

作家魯迅發表的兩場演講。演講於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八日和十九

日舉行，吸引了超過 600 人出席。5 中央會所曾經是傳播新思維的

地方，在某些方面促進社會轉變。  
 
體育設施是中央會所的重要元素，以履行香港中華基督教青

年會促進青年和成人體育發展的使命。為推動體育，中央會所的建

築師參照美國和中國的基督教青年會大樓的設計，在中央會所設

置多項運動設施。中央會所廣受市民歡迎。根據香港中華基督教青

年會的檔案記錄，在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至一九一九年一月

三日期間，分別有 1 557 人、 730 人及 1 557 人使用健身室、泳池

及淋浴間。 6 
 

一九四一年香港保衛戰期間，香港防空救護隊半山區 A 段總

站設於中央會所，保護數以千計難民。在日佔時期 (一九四一至一

九四五年 )，中央會所被日本的文教課徵用，開辦日語及德語課程。

戰後，中央會所服務回復正常。  
 
一九六六年，中央會所成為青年中心，並改名為「必列者士街

會所」。一九九五年，「必愛之家宿舍」和「必愛之家庇護工場」正

式啟用，並在中央會所內運作至今。至於建築物其餘部分，現時仍

用作青年中心。  
 

 

中央會所是具標誌性的建築物，樓高六層，外觀呈長方形，正

立面設計對稱。建築物座落於斜坡上，大樓最高的三層位於必列者

士街地面水平以上，其餘三層則位於其下。建築物與必列者士街之

間以橋連接，這種設計在本港歷史建築甚為罕見。  
 
中央會所的建築圖則原先由芝加哥建築師 SHATTUCK 先生和

HUSSEY 先生設計。他們專門負責設計和建造在美國和中國的基督

教青年會建築物。有關建築圖則後來經建築師 A. R. F. RAVEN 先生

稍作修訂，以用於本港。  
 

建築價值  

                                                 
4  周壽臣爵士為 11 對準新人擔任證婚人。舉行集體婚禮的目的，是為了改變

奢侈浪費的婚禮風俗，提倡節儉的婚嫁。此外，亦邀請名流分享夫妻之

道、如何與配偶的父母保持良好關係，以及有關節育等事宜。   
5   魯迅的兩場演講分別以《無聲的中國》和《老調子已經唱完》為題，推動

改革文學與語文。  
6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網址，「必列者士街會所 100 周年」，

https://www.ymca.org.hk/bsc/index-zh.php，瀏覽日期：二零二三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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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會所主要以紅磚及混凝土建成。清水紅磚牆是香港西式

建築物 (特別是在一八九零至一九五零年間 )最常見的立面類型之

一。 7 中央會所代表着當時盛行的建築風格。  
 
中央會所是折衷主義建築的例子，糅合西方新古典主義和中

式民間建築元素。正立面帶有新古典主義特色，例如拱頂石、托斯

卡納式圓柱、配以古典風格拱頂的主入口門廊、磚砌的齒狀帶飾，

以及地庫的磚砌拱形開口。建築物內部可見更多西式建築特色，例

如禮堂內具古典風格的卷狀托架，以及壁爐和灰塑。至於中式建築

特色，主要呈現於禮堂及舊大堂的入口門廊，以及二樓露台的綠色

琉璃瓦屋簷。建築物的背立面外觀呈實用主義風格，設計統一大小

相同的窗戶着重功能，顯得直截了當，展現出芝加哥建築風格的特

色。在西式建築物採用中式建築元素，是二十世紀初基督教會建築

的普遍做法。  
 
建築物內不同空間各有多種功能，布局參照同一時期位於北

美的其他基督教青年會建築物，因此與該些建築大致相近。建築物

的各種特色和設施，使中央會所成為香港獨有的建築，在當時實屬

新穎和先進。  
 
中央會所大體上仍保留一九一八年落成時的面貌。8 雖然建築

物的部分地方在過去 100 年曾為了配合不同用途而進行一些改動

引致內部的布局及飾面有所改變，9 但其大部分的建築特色及歷史

文物，包括刻有基督教青年會會徽的奠基石、禮堂及舊大堂入口門

廊「基督教青年會」英文名稱的刻字、位於舊大堂的壁爐、通往禮

堂舞台的水磨石台階、通往禮堂閣樓的木樓梯、鑊形跑道及鐵欄杆、

體育館的健身器材及木地板，以及其他特色仍然保存完好。中央會

所的游泳池是本港首個可在冬天提供暖水的室內泳池，自一九一八

年起一直維持原有用途。兩條具歷史價值的黃銅扶手及游泳池布局

亦維持不變。此外，中央會所自成立以來一直用作青年中心，提供

各類體育和康樂活動及設施，以及宿舍服務。這些因素皆有助提升

中央會所的保持原貌程度。  
 
 

保持原貌

程度  
 

                                                 
7  中西區內其他紅磚建築的例子包括舊病理學院、甘棠第，以及香港大學馮平

山樓、本部大樓、孔慶熒樓、儀禮堂和梅堂。  
8  較為明顯的改動是更換了兩道外部金屬樓梯，以符合現行建築物規例。新樓

梯設計雖有別於原有的樓梯，但保留了原設計的風格。  
9  舉例來說，體育館部分地方成為貯物室及廁所；游泳池、更衣室及宿舍的飾

面換上新物料；以及按原有設計重鋪的綠色琉璃瓦屋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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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會所是本港現存歷史最悠久，並曾用作香港中華基督教青

年會總部大樓的建築物，亦是首幢配備多種先進體育和康樂設施及

其他設施的建築物。鑊形跑道很可能是本港唯一現存的同類例子。 
 
糅合西方建築技術及中式建築特色的基督教會建築是本港特

別的建築類別。 10  中央會所是由北美建築師參照北美基督教青年

會建築物的形式而設計，因此更與別不同。  
 

罕有程度  

建築物的社會價值在於其對本港社會、宗教、教育、體育及復

康服務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在過去一個多世紀，會所自一九一八年

至一九六六年均用作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總部，期後成為必列者

士街會所，現時建築物是青年及康樂中心暨庇護工場及宿舍，一直

為社會提供多元化的運動機會、教育、社會及宿舍服務。雖然部分

地方已改建為庇護工場及宿舍，但建築物繼續用作舉辦體育活動及

興趣班的場地，吸引社會大眾參與。  
 
中央會所昔日是重要的社交場所，尤以華人社群而言。很多知

名華商及精英是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的董事。會所的興建反映出

華人精英的社交網絡，這點從禮堂內外紀念碑刻有善長的名字便可

得知。  
 
中央會所位於樓梯街顯眼位置，外觀別具一格，是當區的地標。

會所的歷史及社會背景，使其極具地區價值，吸引遊客到訪。會所

亦是中西區文物徑的歷史建築之一。  
 

社會價值

和地區價

值  
 
 

中央會所、上環文武廟 (法定古蹟 )、廣福義祠 (二級歷史建築 )
及東華醫院主樓 (一級歷史建築 )均為本地華人創建和管理，並位於

太平山區。這些歷史建築共同說明了本港早期華人社群的發展。中

央會所與文武廟及舊病理學院 (法定古蹟，現為香港醫學博物館 )這
三幢歷史建築皆位於樓梯街 (一級歷史建築 )。樓梯街連接中區及歐

洲人和富有華人聚居的半山區。此外，必列啫士街街市 (三級歷史

建築，現為香港新聞博覽館 ) 在中央會所附近。這些歷史建築及構

築物共同展示本港的發展，尤其是上環的歷史及社會文化發展。  
 

 

組合價值  
 

 

                                                 
10  本港其他具折衷主義風格的基督教會建築例子包括位於銅鑼灣的聖公會聖馬

利亞堂、位於九龍城的聖公會聖三一座堂、位於沙田的道風山基督教叢林，

以及位於黃竹坑的聖神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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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央會所照片  

 

 

中央會所正立面的托斯卡納式圓柱和綠色琉璃瓦屋簷  
 
 

 
從樓梯街望向中央會所的側立面和背立面，  

基督教青年會的中文名稱設於大樓的顯眼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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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於中央會所正立面的奠基石  

 

 
靠近水池巷的入口門廊上方刻有「基督教青年會」的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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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大樓地下的壁爐，  

爐架上方的雲石板上有基督教青年會會徽和對聯。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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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木製鑊形跑道的體育館  

 

 

室內泳池  
原有的黃銅扶手 (照片前方所示 )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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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 (下稱「活化計劃」 )下的項目  
 
 
第一期  
 
 第一期活化計劃下正在營運的四個項目的最新進展

如下：  
 
(a) 舊大澳警署  — 該建築物已被活化再用為「大澳文

物酒店」，並於 2012 年 3 月開始營運。此活化項目

獲得 2013 年「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亞太區

文物古蹟保護獎」1(下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獎」)優
異項目獎。截至 2023 年 6 月底，已有超過 1 986 000
人次到訪該酒店；  

 
(b) 雷生春  — 該建築物已被活化為中醫藥保健中心，

並命名為「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雷生春堂」。

中心已於 2012 年 4 月投入服務。截至 2023 年 6 月

底，已有超過 608 000 人次到訪這幢已被活化的建

築；  
 
(c) 美荷樓  — 該建築物已被活化為「YHA 美荷樓青年

旅舍」，內設 129 間客房、一間餐廳，以及一間展示

香港公營房屋發展的博物館。旅舍已於 2013 年 10
月開始營運。此活化項目獲得 2015 年「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獎」榮譽獎。截至 2023 年 6 月底，已有超過

1 712 000 人次到訪該旅舍；以及  
 
(d) 前荔枝角醫院  — 該歷史建築群已被活化為「饒宗

頤文化館」，作為推廣中華文化的中心。該文化館已

                                                 
1 該獎項的中文名稱其後改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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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4 年 2 月開始營運。截至 2023 年 6 月底，已

有超過 1 857 000 人次到訪。  
 
 
第二期  
 
2. 第二期活化計劃下正在營運的三個項目的最新進展

如下：  
 

(a) 舊大埔警署  — 該建築物已被活化為實踐可持續生

活模式的「綠匯學苑」。該項目提供教育活動及訓練

營，以拓展、傳授和推廣經濟上可負擔而同時對生態

環境負責任及低碳的生活策略。項目已於 2015 年    
8 月開始營運。此活化項目獲得 2016 年「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獎」榮譽獎。截至 2023 年 6 月底，已有超

過 374 000 人次到訪；  
 
(b) 石屋  — 該址已被活化為主題餐廳暨旅遊資訊中心

「石屋家園」。該項目已於 2015 年 10 月開始營運。

截至 2023 年 6 月底，已有超過 1 311 000 人次到訪；

以及  
 
(c) 藍屋建築群  — 該址已被活化為多功能建築組群

「We 嘩藍屋」，為社區提供居所和多元化服務。項

目的開幕典禮於 2017 年 9 月舉行，並榮獲 2017 年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獎」卓越獎項。這是首次有香港

保育歷史建築項目獲此殊榮。截至 2023 年 6 月底，

已有超過 298 000 人次到訪建築群。  
 
 
第三期  
 
3. 第三期活化計劃下三個項目的最新進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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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必列啫士街街市  — 該建築物已被活化為「香港新

聞博覽館」。該項目已於 2018 年 12 月開始營運。截

至 2023 年 6 月底，已有超過 124 000 人次到訪；  
 
(b) 前粉嶺裁判法院  — 該建築物已被活化為「香港青

年協會領袖學院」，提供有關領導技巧的培訓課程。

該項目已於 2018 年 12 月開始營運。截至 2023 年 6
月底，已有超過 328 000 人次到訪；以及  

 
(c) 虎豹別墅  — 該建築物被活化再用為「虎豹樂圃」，

提供中樂及西樂訓練，促進中西音樂文化的交流。該

項目於 2018 年 12 月開始營運。虎豹樂圃於 2022 年

12 月 1 日停止營運，其所在的歷史建築虎豹別墅亦

於同日交還政府。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該項目關

閉前，已有超過 155 000 人次到訪。政府會為虎豹別

墅制定未來的使用方案。在過渡期間，虎豹別墅已於

2023 年六月初重新開放。市民可透過參加發展局古

物古蹟辦事處提供的免費導賞團入內參觀。  
 
 
第四期  
 
4. 第四期活化計劃下正在營運的三個項目的最新進展

如下：  
 
 

(a) 書館街 12 號  — 該建築物已被活化為「大坑火龍文

化館」，並設有一個主題餐廳。  該項目會介紹大坑

火龍的歷史和文化，以及推廣傳統客家文化。開幕典

禮已於 2022 年 6 月 11 日舉行。截至 2023 年 6 月

底，已有超過 16 000 人次到訪；  
 
(b)  舊牛奶公司高級職員宿舍  — 該建築物已被活化為

「薄鳧林牧場」，一所活着的博物館，重現舊牛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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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牧場的歷史及運作情景，並展示薄扶林村及周邊

地方的文化。開幕典禮已於 2023 年 3 月 24 日舉行。

截至 2023 年 6 月底，已有超過 46 000 人次到訪；以

及  
 
(c) 何東夫人醫局  — 該建築物已被活化為「何東夫人

醫局  • 生態研習中心」，提供生物多樣性學習活動，

提升大眾對保育自然生態及可持續發展概念的認

識。開幕典禮已於 2023 年 5 月 6 日舉行。該項目正

在營運中。  
 
 
第五期  
 
5. 第五期活化計劃下四個項目包括：  
 

(a) 舊域多利軍營羅拔時樓  — 將被活化為「羅拔時樓

創意藝術治療中心」；   
 
(b) 聯和巿場  — 將被活化為「聯和巿場－城鄉生活館」；  
 
(c) 前流浮山警署  — 將被活化為「前流浮山警署－香

港導盲犬學苑」；以及  
 
(d) 前哥頓軍營 Watervale House — 原先計劃活化為

「屯門心靈綠洲」。  
 
6. 上述 5(a)至 5(c)項的翻新工程已於 2022 年初相繼開

展及進度良好，並預計於 2023 年年底起陸續開放。  
 
7. 上述 5(d)項的非牟利機構於 2021 年 1 月退出該項

目。該機構表示，由於他們的管理重點有重大改變，未能如

預期提供輔導及社區服務。我們會考慮將該幢歷史建築納入

下一期的活化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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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期  
 

8. 第六期活化計劃下五個項目包括：  
 
  (a) 大潭篤原水抽水站員工宿舍群  — 將被活化為「水

圓地方」；  
 
(b)  白樓  — 將被活化為「國史教育中心悠悠館」；   
 
(c) 景賢里  — 將被活化為「景賢里 ·養生殿－基於普洱

茶、中醫藥」；  
 
(d)  芳園書室  — 將被活化為「創學芳園」；以及  
 
(e)  前北九龍裁判法院  — 將被活化為「北九．將來」。  
 

9. 就項目（ a）至（d），施工前期工作包括項目的詳細

設計及工地勘探，已於今年第二季開展。至於項目（ e），我

們計劃於 2023 年底為項目申請撥款進行施工前期工作。我

們會適時就上述五個項目的翻新工程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申請撥款。  
 
 
發展局  
2023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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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公眾參與項目  
 
 
 自上次 2022 年 7 月的進度報告，政府已舉辦的推廣

及教育活動如下：  
  

大灣區文物建築高峯論壇  
 

(a) 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周年，文物保育

專員辦事處及古物古蹟辦事處（下稱「古蹟辦」）於

2022 年 11 月 9 至 10 日在香港大會堂舉行「大灣區

文物建築高峯論壇」，同時進行網上直播。約三十位

來自文物建築保育的大灣區及海外專家學者，受邀

分享他們的寶貴知識及經驗。論壇廣受歡迎，錄得

846 人次出席及 1 000 萬人次透過 YouTube 及鳳凰網

在網上瀏覽。  
 

(b) 亦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週年，文物保

育專員辦事處於  2022 年  11 月  20 日舉辦「文物

時尚 •荷李活道  2022」，活動地點包括大館、元創方、

文武廟、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必列者士街會所、中

環街市、孫中山紀念館、藝穗會、香港大會堂、香港

新聞博覽館、香港醫學博物館、梅夫人婦女會及香港

美利酒店。活動跨越文物與表演藝術、文化活動、導

賞、主題展覽、工作坊，吸引超過 70 200 人次人流； 
 
(c) 為配合「文物時尚 •荷李活道 2022」，第一至第四期

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下稱「活化計劃」）項目巡

迴展覽亦於 2022 年 11 月 19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間舉

辦，吸引超過 90 300 人次的參觀人流；以及  
 
(d) 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六週年，政府與社

會各界推出了一系列豐富的慶祝活動和特別優惠。

活化計劃其下的 12 個項目於 2023 年 7 月 1 日或前

後日子安排或加強免費導賞團及工作坊，供公眾享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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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  
 

(e) 由古蹟辦與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合辦，四川廣漢三

星堆博物館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協辦的「金沙之

光  — 古蜀文明展」展覽由 2022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3 年 3 月 29 日在文物探知館舉行，展出 70 多件

從四川考古遺址出土的珍貴國寶文物，還同場展出

七件香港出土的珍貴考古文物，展現「多元一體」的

中華古代文明。展覽吸引了 39 511 人次參觀；  
 

 
(f) 由古蹟辦及瑪利諾修院學校基金會合辦，衞奕信勳

爵文物信託支持的「文物復現  繡閣猶馨」展覽於

2022 年 6 月 24 日至 9 月 14 日在文物探知館舉行，

共錄得 15 669 入場人次；  
 

(g) 在國家文物局及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的支持下，古

蹟辦與中國文物交流中心於 2022 年 10 月 21 日至 11
月 20 日在文物探知館合辦了「血濃於水：香港歷史

建築中的家國情」展覽，吸引了 4 280 人次參觀；  
 
(h) 「虛實尋蹟  — 文物科技遊古蹟」展覽於 2022 年 11

月 11 日至 22 日在香港大會堂舉行，共錄得 4 423 入

場人次。部份展覽轉為巡迴展覽，於 2022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3 年 1 月 16 日在中環街市及 2022 年 12
月 28 日至 2023 年 1 月 15 日在香港文化中心舉行，

分別錄得 312 316 及 19 146 人次參觀；  
 
(i) 「畫無界．融無限」無障古蹟畫賽入圍作品於 2022

年 9 月 16 日至 11 月 16 日在文物探知館展出，錄得

4 959 人次參觀。展覽其後於 2022 年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28 日移師至 H6 CONET 展出，吸引了 85 646
人次參觀；  
 

(j) 在港鐵宋皇臺站展出的「聖山遺粹：宋皇臺出土宋元

文物展」自 2021 年 6 月 27 日開放後一直廣受歡迎；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共錄得 828 359 人次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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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建築群  
 

(k) 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古蹟辦及香港大學攜手舉辦

「賞 ·識港大歷史建築」語音導賞，以推廣文物建築

羣。建築羣涵蓋校園內及附近的七幢法定古蹟和六

幢已評級歷史建築。「賞 ·識港大歷史建築」是文物推

廣及教育項目，以慶祝香港特區成立 25 周年及港大

成立 111 周年。訪客可掃描二維碼及透過古蹟辦網

頁，聆聽語音導賞和閱讀電子小冊子，從 13 幢歷史

建築物的精巧設計和工藝開始了解和欣賞本港豐富

的文物建築；  
 

教育項目  
 

(l) 2022 年 6 月中至 2023 年 6 月期間，古蹟辦以網上及

實體混合模式，在文物探知館舉行了共 41 個公眾講

座，合共錄得 6 931 人次參加。講座以多元文物為主

題，包括有關考古的「金沙之光  — 古蜀文明展」、

介紹 2022 年新宣布的法定古蹟的「香港的建築故事  
— 以香港大會堂為引子」、「建築特色與伊斯蘭信仰  
— 回教清真禮拜總堂」及「活化後的戰前唐樓  — 
雷生春」，以及保良局中座大樓的歷史、故事及建築； 
 
 

(m) 除了公眾講座，古蹟辦為三項新宣布的法定古蹟，即

香港大會堂、回教清真禮拜總堂及雷生春製作短片，

並上載 Instagram 平台「活歷。香港」及古蹟辦網頁，

以加強宣傳；  
 
(n) 為配合「聖山遺粹：宋皇臺出土宋元文物展」，文物

探知館由 2022 年 6 月至 7 月舉辧四個陶瓷製作工作

坊，推廣出土文物和加強參加者對宋元時期陶瓷的

認識；  
 
(o) 除了於 2022 年 8 月在保良局中座大樓舉辦一系列

「對聯碑記拓印體驗」工作坊外，古蹟辧也在 2022
年 12 月與社企合辦「教堂建築聖誕曲奇」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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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強公眾對本港歷史教堂的認識，參加者還可在

曲奇餅上繪畫教堂圖案。此外，在文物探知館還舉辦

了與華人廟宇委員會合辦的「法定古蹟廟宇小夜燈」

工作坊、「大坑蓮花宮與花藝」工作坊及「天后誕與

中式賀誕花牌」工作坊，所有工作坊均十分受歡迎； 
 

社會共融  
 

(p) 古蹟辦展開了一系列以文物保育為主題的社會共融

計劃，以鼓勵殘疾人士參與，培養他們對文物保育的

興趣，並藉此推廣社會共融。我們在十二個藝術／社

會團體的支持下，於 2022 年 3 月至 7 月舉辦「畫無

界．融無限」無障古蹟畫賽；又為 130 幅參賽作品舉

辦「網上我最喜愛畫作」投票，吸引 2 790 位公眾人

士參與投票。得獎及入圍作品於 2022 年 9 至 12 月

期間先後在香港文物探知館及 H6 CONET 展出，兩

場展覽合共錄得逾 9 萬人次參觀；  
 

(q) 為鼓勵殘疾人士參與欣賞建築文物，古蹟辦與香港

盲人輔導會合作，為視障人士舉辦「文物復現   繡
閣猶馨」展覽講座及體驗工作坊。參加者除了可對屬

法定古蹟的瑪利諾修院的歷史及其文物價值有更深

的了解外，還可透過觸摸複製展品了解展覽內容。香

港盲人輔導會對日後繼續與古蹟辦合作，為視障人

士特別設計更多活動深表興趣  
 
社區參與  

 
(r) 古蹟辦為公眾、文物之友及青少年文物之友舉辦「踏

步大埔」文物推廣計劃，安排他們在 2022 年 7 至 9
月參觀精選的大埔法定古蹟及歷史建築。透過是項

計劃，古蹟辦委聘本地持牌旅行代理，舉辦 15 個導

賞團，合共有 254 人次參加；  
 
糅合不同元素的文物活動  

 
(s) 古蹟辦致力推動文化與運動的跨界別文物活動。於

2022 年 9 月與 2023 年 3 月期間，推出了三個文化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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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遊系列，涵蓋九龍城區、中西區、荃灣區及葵青區； 
 

宣傳及推廣  
 

(t) 為向公眾推廣文物保育，古蹟辦與本地電視台合作，

製作了一系列小事大意義節目，介紹大坑和銅鑼灣

的古蹟，節目已於 2023 年 3 月至 4 月播出；  
 
(u) 古蹟辦於 2022 年開始發展 YouTube 頻道，並製作了

32 條短片，以推廣古蹟辦的專業工作，提升市民對

香港考古和文物建築的認識和欣賞，以及宣傳保育

文物的重要訊息；  
 

(v) 自 2022 年 8 月，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和古蹟辦撰寫

推廣香港文物的文章，隔周上載 am730；  
 

文物之友及青少年文物之友  
 
(w) 我們持續積極地邀請個人及年青人加入古蹟辦文物

之友及青少年文物之友計劃，讓他們發掘認識文物

的樂趣。由 2022 年 4 月起，計劃全年接受申請。在

過去 15 個月，古蹟辦收到超過 2 700 份加入文物之

友或青少年文物之友的申請。自 2022 年 7 月以來，

古蹟辦為文物之友或青少年文物之友合共舉辦了 48
節導賞團、工作坊、實地考察及特別活動，共吸引了

超過 1 000 人次參與；  
 

學校活動  

(x) 為提高香港小學生對文物古蹟的欣賞能力和審美標

準，古蹟辦於 2023 年初推出「古仔講古  — 古蹟校

園填色比賽」，為四座與教育類的法定古蹟填色：包

括鏡蓉書屋、前九龍英童學校、香港大學本部大樓和

般咸道官立小學。比賽共收到來自 155 間學校的 15 
043 份參賽作品。比賽的頒獎典禮於 2023 年 7 月 4
日舉行，得獎和入圍作品將由 2023 年 7 月下旬至 8
月底在文物探知館展出；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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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旅遊界別的協作  
 

(y) 為推動香港的文物旅遊，我們與香港旅遊發展局和

旅遊事務署緊密合作，提供香港古蹟，以及與文物相

關的項目（例如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的最新資

訊。  
 
2. 我們繼續通過以下方式讓公眾了解最新進展，並讓

他們參與我們的文物保育工作：  
 

(a) 我們的文物專題網站（www.heritage.gov.hk）；   
 

(b) 自 2008 年 6 月起，我們的雙月刊文物通訊《活化

@Heritage》有效傳播文物保育資訊。時事通訊以電

子版和印刷版形式分發，每期發行量超過  6 200 份；

以及  
 
(c) 我們的  Instagram 平台「活歷。香港」於 2022 年 1 

月 3 日推出，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已吸引 12 557
位關注者；以及  

 
 

3.  我們將在 2023 年下半年及以後推出以下活動：  
 

嶺南傳統建築展覽  
  

(a) 由發展局、國家文物局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社會文化

司主辦；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文物保育專員辦事

處、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及廣州市文化廣電旅遊

局支持；古蹟辦、中國文物交流中心及廣東民間工藝

博物館承辦；南越王博物院及廣州博物館協辦，介紹

嶺南中式傳統建築的源流、發展及特色的展覽，將於

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 6 月在文物探知館展出。展

覽會展出超過 160 件／套來自粵港澳三地的建築構

件。展覽是 2022 年 11 月簽訂《關於深化粵港澳大灣

區考古及文物建築交流與合作意向書》後的首個大

灣區共同策劃的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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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周遊樂暨巡迴展覽 2023」  
 

(b) 「古蹟周遊樂 2023」以綠化及園景為主題，將於 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期間舉行。巡迴展覽將稍

後於本地圖書館、政府場地及商場展出至 2023 年 12
月 29 日。  
 
歷史建築虛擬導覽  

 
(c) 為推廣香港的歷史建築，古蹟辦開展一項先導計劃，

為全港 18 區 18 個精選的法定古蹟及已評級歷史建

築製作虛擬導覽，並上載至古蹟辦網頁。是項先導計

劃是透過嶄新的三維全景攝影等技術，把影像以虛

擬導覽方式，讓公眾欣賞香港的歷史建築，包括位於

地區偏遠，或是未能開放予公眾參觀的歷史建築。香

港以外地區人士亦能無阻隔地觀賞位於不同地點的

歷史建築。古蹟辦已製作 7 間法定古蹟的虛擬導覽，

並已上載至古蹟辦網頁；預計餘下的 11 項虛擬導覽

可於 2023 年 12 月上載。  
 

 
發展局  
2023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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