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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歷史�味

主教山的前深水埗配水庫建於 1904年，曾為九龍塘和深水
埗一帶供水，至 1970年停用後沉寂多年。主教山向來是附
近居民的非官方晨運勝地，2020年 12月尾，深水埗街坊
芳姐來這裡運動健身時，無意間發現山上有清拆工程，並
看見地底露出的古羅馬式蓄水池，她獨自走至鑽挖機前阻
止工人操作機器，並集合公眾之力讓事件曝光，令這座百
年配水庫古蹟得以保留。

步入配水庫，其羅馬式建築風格令人驚嘆，108條花崗石
柱與紅磚拱券整齊排列，混凝土的圓形穹頂散發古樸之美。
這座一級歷史建築引入全新藝術裝置，展出由英國室內設
計師 Sacha Yasumoto提供的三座《傳承之鏡》水池，更
有燈光音樂表演。不同顏色的燈光投射在石柱與天花上，
紅藍交錯，營造出夢幻氛圍，搭配背景音樂，彷彿置身於
一場歷史與現代交融的視聽盛宴。

2024年，前深水埗配水庫更展現出古蹟的多樣性。TVB時
尚設計比賽節目《剪裁魔法師》選擇在這裡舉辦一場別開
生面的時裝秀，讓這座歷史建築瞬間化身為華麗的伸展台。
古老的拱門結構成為了最自然的背景，這種對比強烈的視
覺效果，讓觀眾得以同時欣賞百年工程智慧與當代時尚創
意。這個節目證明古蹟活化不僅限於保存與展示，更可以
與現代創意產業相結合，創造出獨特的文化體驗。

��水��水�：失⽽復��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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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1：主教山的名字是一個誤會

前深水埗配水庫所在的主教山又稱窩仔

山，相信有關地段在 1898年是巴色差會

在九龍區的首個教會基地，後來地段售予

崇真會。對於「主教山」這個稱呼，本地

歷史學者高添強先生認為是錯誤的叫法。

皆因主教山的英文名稱為 Mission Hill，

意思是「宣教的山丘」，而主教的英文是
Bishop，因此這個山丘正確應稱為「宣教

山」，但大家已約定俗成，以主教山相稱。

延伸閱讀 2：成為街坊私家健體後花園

從石硤尾巴域街登上主教山，約有 300級

樓梯，沿途風景令人驚喜。居民自資在樓

梯兩側建了八至十個乒乓球場，還有健體

設施如鞦韆、扭腰器與雙槓，形成一個戶

外健身空間，宛如街坊們的後花園。雖然

名為主教山，沿路卻處處可見佛像與觀音

像，滿天神佛在這片土地上和諧共存，映

照出深水埗文化包容的氣度。



146

� 5�  歷史�味

深水埗區的廟宇密度之高，源於百年前尚未填海時的特殊
地理位置⸺這裡有臨海而建的碼頭，匯聚了漁民、商賈、
石工、移民，形成了多元的信仰需求。每座廟宇都承載著
不同族群的祈願，成就了今日深水埗獨特的廟宇文化。

走進香火繚繞的關帝廟，心情瞬間安靜下來。作為九龍區
唯一主奉關帝的廟宇，當年深水埗碼頭貨運繁忙，商人與
居民在此祈求風調雨順、生意興隆。閉上眼，彷彿聽見百
年前的祈願聲。廟內的關帝像威嚴而慈祥，紅色的燭光映
照在木質牌匾上，散發出一種溫暖的光芒，感受到信仰的
力量。

深水埗天后廟不僅是庇佑漁民的守護神，更見證了一段鮮
為人知的武術傳奇。1949年，來自佛山的詠春宗師葉問初
到香港，身無分文，幸得廟祝收留，在此借宿。廟前的一
棵百年古樹下，成為了他最早在香港傳授詠春的地方。時
至今日，這棵大樹依然挺立，靜靜訴說著那段傳奇往事。

三太子及北帝廟相鄰而建，是香港唯一主祀哪吒的廟宇，
步入廟內，濃郁的檀香味撲面而來。正中央供奉著三太子
神像，身披金甲，腳踏風火輪，神情威武。最引人注目的
是一支「文昌筆」，相傳有點化學子、助其金榜題名的神
力。每逢考試季節，總有莘莘學子前來祈求，在香火繚繞
中尋求心靈的慰藉。

��� �三�子�北���
�后�：�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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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歷史�味

每天清晨，鐘聲悠揚迴盪在深水埗街巷之間。這裡是寶血女
修會的母院，古樸的紅磚建築透著莊嚴肅穆，與不遠處的聖
方濟各堂一起，譜寫天主教在深水埗近百年的愛與奉獻。

1929年，修女們懷著傳播福音的使命來到深水埗，在這片
草根社區播下了愛的種子。在動盪的日佔時期，修女們不
離不棄，堅守在深水埗母院。即使物資匱乏，她們依然以
有限的資源，為居民提供教育與精神支持，陪伴幼童度過
戰火紛飛的歲月，成為黑暗中的一盞明燈。

四個街口外，淡灰色的外牆在陽光下顯得柔和而聖潔，從
彩色玻璃窗透入的日光如彩虹般絢麗，照亮堂內無柱的空
間，營造出一片寧靜的天地。聖堂屋頂的十字架在藍天下
閃耀，守護著這片土地的每一顆心靈。1955年，聖方濟各
堂在石硤尾大火後的廢墟中崛起。聖堂採用中西合璧的設
計，外牆的中式斗拱與西式尖頂相得益彰，象徵著文化的
交融。它不僅是信仰中心，更開創了香港首個儲蓄互助社
的先河。1964年，在街坊最困難的時候，聖方濟各堂伸出
援手，以「以儲蓄養儲蓄」的理念，幫助無數居民度過難
關。這種互助精神，成為了深水埗最溫暖的註腳。

寶血女修會與聖方濟各堂在深水埗扎根，體現了天主教對
這片土地的深愛。從戰亂到重建，它們以教育、慈善與信
仰陪伴居民，成為深水埗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

�血女修會����各堂：
�主�「�」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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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歷史�味

走遍深水埗區，除了廟宇及教堂眾多外，其實也遍佈道觀，
只是它們都隱藏在這鬧市森林當中，散落街頭巷尾，如信善
紫闕玄觀、大南街觀等。而龍慶堂便是深水埗少數獨佔一棟
的道觀。

龍慶堂創立於 1931年，綠色的外牆在深水埗的都市景觀中
顯得獨特。大廈頂端高聳而醒目，雕刻著龍、鹿和鶴，栩栩
如生，彷彿守護著這座道觀，綠色的瓦片與紅色柱子相映成
趣，展現濃厚的傳統氣息。紅色的入口大門上書「龍慶堂」
三字，字跡蒼勁而深沉，承載了歲月的重量，讓這座道觀在
都市的熱鬧中增添了幾分莊嚴之感。

踏入大堂，迎面是一座古樸的道教神壇，香煙裊裊上升。左
右兩側的牆面掛滿了道教字畫，筆墨之間流淌著道家的智
慧。龍慶堂供奉玉皇上帝及道、儒、釋三教並列，並奉張兆
才、王福賢、鄧玄修、梁善祥四大恩師為主。殿堂內的陳設
雖不奢華，卻處處彰顯著道教「清靜無為」的精神。

龍�堂：古�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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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歷史�味

在深水埗區這片喧鬧土地之下，潛藏著香港最古老的歷史遺
蹟⸺李鄭屋漢墓。這座東漢時期的墓葬於長沙灣東京街出
土，距今約二千年，其神秘面紗於 1955年因李鄭屋邨的建
設而意外揭開。

李鄭屋漢墓的質樸與低調，與深水埗的氣質相得益彰，沒有
繁複的裝飾，只有歲月沉澱的厚重感。在 1970年代的香港
教科書記載中，當時墓室外圍僅是一個雜草叢生的小山坡，
顯得荒涼而簡樸。直到 1990年代末，前市政局開始介入，
對墓室進行保護工程，不僅在外圍加建了保護設施，還在墓
室內部安裝溫濕度控制設備，以確保墓室長期保存。十字形
的墓室佈局，精心砌築的青磚，還有那些刻著「大吉番禺」
的古老銘文，每一處細節都訴說著東漢時期的匠心。最令我
著迷的是那 58件陪葬品，像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展覽，那座
精緻的房屋模型，彷彿是古人留給後世的一幅生活剪影，讓
我們得以窺見兩千年前的歷史。

如今的李鄭屋漢墓博物館，雖然墓室不對外開放，但內部的
保護設施和恆溫控制，就像是現代人對古人的一份承諾，我
們終於學會珍惜這份千年傳承。

李����：
⾹��早��古�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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