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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九龍城寨到九龍寨城 

九龍寨城的興建 

九龍城寨原名九龍寨城，位於九龍半島東北角，早在康熙七年(1668)已建有九

龍墩台一座，及至 1810 年在沙灘盡頭處，興建了一座炮台，稱為「九龍寨」，

以取代東龍洲的佛堂門炮台。中國興建九龍城寨，是為了監視英國人在香港所建

之殖民地，和防範英國圖謀九龍半島有關。 

1842 年 8 月 29 日，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南京條約》。到了 1843 年 6 月 26

日，英國遠征軍司令璞鼎查(即砵甸乍 Sir Henry Pottinger )被任命為香港第一

任總督。1841 年 1 月 25 日上午 8 時 15 分，英國遠征軍在英軍艦「琉璜」號艦

長卑路乍(Edward Belcher)的指揮下，登陸水坑口。 

1 月 26 日，艦隊支部司令伯麥(Bremer)，率領他的部屬，在水坑口對上的一

個小山崗上，舉行了一次隆重的升旗儀式，正式宣佈佔領香港。英國侵佔香港後，

英國首相巴尊麥命令樸鼎查「須佔領尖沙咀或使它中立化」。英國欲佔據九龍半

島的意圖是非常明顯。因此，中國不能不早作防禦，九龍一地之軍事地位更形重

要。為了增強九龍一地對香港英軍的防禦，於道光廿六年(1846)於九龍寨增築城

牆。 

九龍城寨於道光廿六年十月初七日興工，於次年(1847)五月完成，費時八個月。

建寨費用的首期費用由清政府撥出四千兩，其餘則由廣東各地的官紳捐出，合共

捐得四十六萬多兩。九龍城寨長二百一十公尺，闊一百二十公尺，如平行四方形。

原有城牆高二丈，厚五尺至一丈。有瞭望台六座。分東、南、西、北四門。 

正門為南門，門額上有陽刻【九龍寨城】，上款『道光二十七年季春吉旦』，下

款『廣東巡撫部院黃、太子少保兩廣部堂宗保耆、廣東全省提督軍門呼爾察圖巴

圖魯賴』三人銜名(註：即黃恩彤、耆英、賴恩爵)。 

南門外原有小河，名龍津河，同治十二年(1873)，興建石橋橫跨，橋長六十丈，

闊六尺，柱二十一條，直伸至海邊，官兵可以從海灣經石橋直入城寨。橋前建有

碼頭一座，並建了一座避雨亭，亭上題【龍津】兩字，於是這座亭就叫『龍津亭』。

龍津亭分上下兩層，四面有門，形如天壇，既是遮風蔽雨和休息場所，又用於迎

送渡海的官員，所以又稱為『接官亭』。 

而龍津橋通入城寨正門的這一條路就叫龍津路。到了光緒十八年(1892)，因泥

沙淤積，龍津橋海岸後退，龍津碼頭再續用木加長二十四丈。橋盡頭作丁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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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一丈二尺，以供船隻停泊。 

1932 年香港政府將龍津碼頭及龍津亭拆卸，原來刻有【龍津】兩字之石匾，

現嵌於九龍城樂善堂的後門。 

城寨北牆外另有城牆兩堵直伸至白鶴山頂，兩牆各長三百二十碼，高約一丈，

厚約五尺。 

1941 年 12 月 25 日，日軍佔領香港後，為了將啟德機場擴大為軍用機場，就

將這兩堵用大石塊築成的城牆拆去，將石塊用來填築地基，九龍城寨的城牆就是

在這個時候被拆走的。舊日的香港八景之「殘堞斜陽」就從此湮沒了。 

城寨內原有九龍司衙門。衙門是一所三進式建築，原是大鵬協副將辦公地方及

住所，約十四公尺闊及四十八公尺長。高二層，正中為衙門公堂，公堂後為另一

天階，階後為住所。西廂設有兵營及爐房，以供士兵駐紮。1899 年，英國派兵

進入城寨，將中國駐軍驅走，並於 1900 年宣佈將城寨列為香港殖民地，衙門便

改作老人院，名為廣蔭院，後來又成為中華傳道會之恩光園，內設城寨老人服務

中心及恩光幼稚園。 

多年前，在該建築物門上發現光緒十二年(1886)之【刊刻會議】碑，上載有關

衙門兵弁差配餉開支事項。現時該碑嵌於重修之衙門牆上。除了衙門之外，城寨

內還有龍津義學。龍津義學建於道光廿七年(1847)，義學為三進建築，門上石額

題【龍津義學】，上款為「道光丁未(1847)季秋」，下款為「知新安縣事王銘鼎書」。

門兩傍有石聯曰：【其猶龍乎，卜他年鯉化蛟騰，盡洗蠻煙蛋雨；是知津也，願

從此源尋流溯，平分蘇海韓潮】。義學舊時有一大照壁，橫書【海濱鄒魯】四字，

旁有魁星閣，高兩層，內供文昌帝君神位。龍津義學己不復見，門上之石額及門

兩傍之石聯仍得保留，重新安放於寨城公園內，【九龍司新建龍津義學敘】石碑、

魁星閣及【海濱鄒魯】的照壁，則己蕩然無存。 

城寨東門內外，舊有惜字亭，建於咸豐九年(1859)，為署大鵬副將張玉堂捐出

俸祿所建。張玉堂生平愛惜字紙，所以建此亭，並僱人沿街檢拾字紙而焚於亭內。

張玉堂並撰寫《敬惜字紙銘》，並以指書寫下立於亭內，記載建亭的原由。 

龍津石橋橋頭舊有炮台一座，俗稱九龍炮台，但於 1930 年隨龍津亭同被拆卸，

其後在南門入口處發現兩門鐵砲。兩砲長丈餘，其一砲身上鑄『嘉慶七年(1802)

仲春日，署廣東巡撫部院瑚，協辦大學士兩廣部堂覺羅吉，提督廣東全省軍門孫，

兩廣都轉鹽使司□，督造四千觔大砲一位』。另一炮鑄文相同，但炮重五千觔。

現在該兩砲安放於寨城公園衙門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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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寨的興衰 

《北京條約》＝＝＝＝強佔南九龍半島。城寨的興建是清朝政府針對英國佔領

香港作殖民地而來，城寨倚山面海，與港島一水之隔，港島四周的海域都是在中

國的管治下，因此英國欲極力奪取九龍半島，九龍城寨更成為英人眼中釘。 清

咸豐六年(1856)，廣東水師千總梁定國，在省河檢查走私船隻，從「亞羅號」中

國船中拘獲 12 人。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借口該船在香港領過停泊登記證，對

廣東水師檢查船隻妄加干涉，並偽造情節誣告廣東水師在亞羅號船上把英國國旗

扯毀。 

  英國以「亞羅號」事件為藉口，派出軍艦進犯珠江內河，攻陷中流砲台和珠海

砲台，於 10 月 27 日炮轟廣州城，挑起了歷史上的稱之為第二次鴉片戰爭。 

1860 年 3 月，英駐廣州總領事巴夏禮(Sir Pakers)向勞崇光提出租借尖沙咀，

勞崇光在英軍淫威下，被迫接受巴夏禮的方案，在九龍半島劃一條線，由昂船洲

的北端起，直至九龍砲台以南附近的九龍城海邊的一點止，線南地方租給英國，

年租五百兩。這條線就是今天的「界限街」 

9 月，英法聯軍攻陷北京，火燒圓明圓，腐敗的清政府全部接受了侵略者的要

求，同年 10 月 24 日，簽訂了《北京條約》。《北京條約》的內容除了賠償英國

五十萬兩；法國二十萬兩；增闢通商口岸外；特別增加了割讓南九龍半島的條款。

兩廣總督勞崇光租借給英國的『粵東九龍司』地方，就如此這般被割讓與英國。

從此，九龍半島從界限街以南包括昂船洲在內的中國領土，正式被英國所佔有。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及北九龍半島 

1894 年，日本挑起侵略中國的戰爭，清朝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清政府危在旦

夕，卑怯地向日求和，訂立《馬關條約》，賠償二萬萬兩，割讓台灣和遼東半島。

清政府的無能和中國的積弱，引起列強紛紛在中國爭奪勢力範圍，德國佔據了膠

州灣，俄國佔據了旅順、大連，而法國則霸佔了廣州灣。於是英國以此為借口，

聲稱為了香港的防衛問題，要求「展拓香港界址」。 

1898 年 6 月 9 日，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通過該條約，

英國租借了沙頭角海至深圳灣 短距離直線以南、今界限街以北廣大地區、附近

235 個大小島嶼以及大鵬灣、深圳灣水域，為期 99 年。這些新租借的地區被

英方稱為「新界」。 

清政府無力抗拒之餘，提出保留九龍城寨作為條件，否則作罷。英國為了儘快

奪得新界及九龍半島，答允清政府的要求，但設法限制城寨對香港殖民地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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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威脅，當時的殖民地大臣張伯倫要求在條約中加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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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句

附加的按語成為日後英國侵犯城寨主權的依據。 

1898 年 10 月 20 日，英國樞密院簽發樞密院令第四條：『無論本樞密院令包

含何等內容，九龍城內現駐紮之中國官員，仍可在城內行使管轄權，惟不得與保

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 

1899 年 4 月，英軍派兵接管新界，新界居民分別於大埔、八鄉、錦田及屏山

等地進行武裝抵抗，結果英軍以武力鎮壓。5 月，英軍藉口中國駐軍曾參與抵抗，

派兵進入深圳，直至 11 月 13 日才撤走。同年 5 月 16 日，英軍派出六艘戰船駛

往九龍城，將城中中國駐軍逐出城寨，港英正式佔領九龍城寨。 

12 月 27 日，英國樞密院明令廢除樞密院令第四條，理由是『己發現中國官員

在九龍城內行使管轄權，妨礙保衛香港之武備。』，並且附帶作出聲明：『停止在

九龍城內的中國官員行使管轄權，該九龍城在租借期內，應該成為女王陛下香港

殖民地的重要組成部份』。 

1900 年 2 月 20 日，香港政府於憲報上公佈英國樞密院令，九龍城寨成為香

港殖民地重要組成部份。 

1920 年代，港英政府為了興建啟德機場，在九龍城寨外不遠的九龍灣大規模

填海，開辟道路，建築民房，餘下的土地撥作英國皇家空軍基地，即是今日啟德

機場的前身。30 年代，港督司徒拔推出五年城市發展計劃，在港九各處進行多

項工程，其中包括城寨一帶。為此，政府決定清拆城寨的寮屋。 

1932 年，政府開始通知居民遷走，不再續批城內土地。由於城寨主權仍歸中

國，所以城寨居民向中國政府申訴，中國政府就向英國政府提出抗議，提出城寨

主權問題。 

1933 年至 1937 年間，港英政府採用補地、換地、賠償及武力等手段，清拆

城寨。1940 年，除了廣蔭院即原來的衙門、龍津義學及一所民居之外，所有建

築物均被拆卸。1941 年日軍侵佔香港，城牆被完全拆毀，作為擴建啟德機場的

建築材料。而城寨主權問題的交涉亦暫告中止。  

二次大戰後，城寨人口激增，再出現非法佔用土地和亂建房屋，高樓大廈亦代

替昔日的木屋。1947 年 11 月，港府再次宣佈要整頓城寨，指稱「地段乃屬官

地，凡未領有工務局或理民府所發現時有效之執照，即於十四日內遷出，倘不遵

照辦理，政府不再通告即代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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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 1 月 5 日，港府出動武裝警察強行拆除城寨寮屋，並將居民代表二人

拘捕。1 月 12 日再出動警察發射催淚彈及鳴槍驅趕不肯離去的居民。1 月 13 日，

又判處該兩名居民代表入獄三個月，結果觸發中國各地的反英浪潮。   

新中國成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仍然重視九龍城問題。1962 年港英政府

為修建東頭徙置大廈，試圖拆遷東頭村道、龍城路、龍津路、光明路等街道近二

百間房屋，引起城寨居民反對。 

1963 年 1 月，中國外交部向英國政府提出嚴重抗議，鄭重指出九龍城寨是中

國的領土，管轄權屬於中國，要求英國政府責成香港政府立即撤消拆遷九龍城寨

的決定。在中國的抗議下，英國政府表示暫時停止在九龍城寨所採取的行動。  

歷屆中國政府都堅持擁有對九龍城寨的管轄權，但由於種種原因，二十世紀以

來，中國都未能實際行使管轄權，沒有派遣官員和軍隊進入九龍城寨。由於中國

政府對九龍城寨管轄權問題態度堅決，城寨間題成為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在經

歷了多次風波後，在一般情況下，英國對城寨問題採取了比較謹慎的態度。在中

英雙方對管轄權問題不斷發生爭執的歷史背景下，在很大程度上，城寨成為一個

所謂”三不管”的地區。五六十年代這裏曾是黑社會組織的重要活動基地之一。

再加上各種因素，城寨人口稠密，治安不靖，環境衛生惡劣，亟需盡快解決。為

此中英兩國進行談判解決城寨問題。 

1987 年 1 月 14 日上午九時，港英政府宣佈三年內分三期清拆九龍城寨，預

料動用逾十億款項，去安置及賠償城寨內居住於五百座樓高十層至十四層之結構

相連內的四萬多名居民。整個行動預料會在 1990 年 3 月完成，之後將此地改建

為一個公園及一些社區設施。 

1987 年 1 月 14 日上午，中國政府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談話表示，九龍城寨和

香港其他地區一樣，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但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 

1984 年 12 月 19 日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圓滿地解決了中國政府於 1997 年

7 月 1 日起對整個香港地區恢復行使主權的問題，從而為盡早從根本上改善九龍

城寨居民的生活環境創造了條件。對香港英國政府準備清拆九龍城寨，並在原址

興建公園，是改善城寨居民的生活環境，符合香港居民的利益。 

1994 年 3 月，城寨開始拆卸。城寨公園的建造則於同年 4 月開始。 

寨城公園的興建 

九龍城寨佔地二萬九千平方米，位於賈炳達道公園之東北角，即是昔日三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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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蜷居之所。1994 年 4 月，城寨舊屋清拆完畢，建築署便著手興建寨城公園，

作為賈炳達道公園之延伸。城寨經一百四十多年之不斷拆建，留下之古蹟只有衙

門、古井、石碑和柱礎等。在清拆城寨期間，古 物古蹟辦事處，在現場進行考

古勘察，成功發掘出原來城牆殘存的牆基，更清理出環繞寨城內牆的一條排水溝

及石板街。 

重要的發現是兩塊分別刻有【南門】及【九龍寨城】等字樣的石額，在南門

原址出土。因此，城寨的正確名稱應為九龍寨城，所以公園就被命名為【九龍寨

城公園】。其餘在發掘過程中其他發現的文物，如刊刻會議石碑、龍津義學的石

額及對聯、原來放於衙門前的兩尊古炮、張玉堂的兩幅拳書、位於衙門前的官井、

大井街及龍津橫巷的街坊井等共三口古井、石梁、柱礎等，全部保留在公園內展

出，而衙門更被列為重點文物，按原來的樣式加以重修。衙門與【九龍寨城】及

【南門】石額均被列為法定古蹟受到保護。 

1990 年，建築署制定城寨公園之初步方案，在考慮城寨之過去歷史後，認為

此地極宜興建中國式園林，一可瀏覽，二可具教育性，三可保存城寨精神。1993

年 1 月，建築署五位建築師前往中國，研究中國園林歷史與地方風格。因清初是

中國園林之黃金時代，所以選為城寨公園 之設計風格。公園共分為八個景區，

每區各有特色。 

公園進口分為東、南、北、乾、艮、巽等六門，循古制而建。從北門朝西而行

是公園 高點，山石棋佈。園中是衙門，舊日為大鵬協辦，三進四廂，部份建築

予以修復，餘者依原來風格重建。以衙門為中心，包括竹桐軒、六藝台、龍南榭、

溪堂、玉堂亭、龍津亭、奕園、橘中秘亭、童樂苑、邀山樓、敬惜字紙亭、南門

懷古、魁星半亭、歸壁石、潘靈卓峰、劉知三峰、鄺日修峰、龍城鎮將、百年好

合峰、鸞鳳和鳴峰、冼斌溪等。 

太湖石景中的歸壁石位於魁星半亭側，有完壁歸趙，香港回歸中國之意。此石

屬太湖石種。太湖石屬石中上品，具備「透」、「瘦」、「縐」、「漏」四大特點。「透」

指玲瓏多孔；「瘦」為棱角分明；「縐」即變化多端；「漏」則指石嵌空漏眼的曲

折玲瓏。 

越過衙門是南門，東是松崗，崗上有「敬惜字紙亭」，亭側有張玉堂撰寫【敬

惜字紙銘碑】。 

城寨公園於 1994 年 5 月動工，1995 年 8 月完成，並於 12 月 22 日正式開放，

耗資港幣六千萬元，成為當時香港獨一無二富中國特色的公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