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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文武廟 

位於大埔區富善街的文武廟建於 1891 年，由當時的七約鄉民集

資興建，作為七約鄉公所辦事處，是為當時太和市(現稱大埔墟)的

行政仲裁、宗教信仰及經濟文化集中地。廟內祀奉文昌帝及關聖帝

君。 

文武廟是典型的古式建築，四周建有圍牆，以保持廟宇的清靜。

廟內採用對稱布局，中軸兩旁共分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正門入

口，第二部分是露天庭園及偏廂，第三部分是大殿。大殿裡供奉文昌帝君和武帝關雲長。廟宇的入口

以青磚和磨光花崗石塊築成，兩道側牆及屋脊均有灰泥懸飾，屋頂邊緣的簷板更是典型新界建築物的

特色。 

中庭兩側共有八個廂房，近廟宇入口的是公秤房，用作處理農產品市場買賣。另外兩間是以

前因交通不便而設，方便住在鄉村的鄉紳在市中留宿。 

文武廟於 1984 年 5 月 11 日被列為法定古蹟，並於 1985 年由七約公所進行修葺，政府則提供專

業意見及資助部份修葺費用。是新界首座受保護的建築物。  

廟門對聯： 

文教喜覃敷1訓陰隲2以武彝倫3九天聖化開新界 

武功垂不朽志春秋而持漢統萬古精忠保太和 

文昭日月 

武鎮山河 

大埔文武廟簡介 

 公元 1891 年，由大埔七約鄉眾集資成。位於大埔富善街之上武廟，是為當時太和市(現稱大埔墟)

的行政仲裁、宗教信仰及經濟文化集中地，廟內祀奉文昌帝及關聖帝君。 

初期七約鄉公所曾用作辦公地方，處理鄉事、策劃墟務並積極參與救災扶貧，排難解紛工作。廟內

並設有公秤房，為鄉民服務，成為太和市買賣公正象徵，其後因農業式微，鄉民棄耕從商，公秤的

設立遂成為名存實亡的歷史事蹟。 

百多年來，前來參拜善信絡繹不絕，祈求家宅興旺，風調雨順及國泰民安，香火日益鼎盛。由於廟

宇年代久遠，屢遭風雨腐蝕，殘破不堪，1984 年香港政府將文武廟列為法定古蹟。1985 年獲古物

古蹟辦事處撥款重修。 

                                                 
1 覃敷：廣佈 
2 陰隲：陰德 
3 彝倫：倫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