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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建築評估歷史建築評估歷史建築評估歷史建築評估  

位於新界元朗下白泥位於新界元朗下白泥位於新界元朗下白泥位於新界元朗下白泥 55 號的碉堡號的碉堡號的碉堡號的碉堡  

 

 

位於元朗下白泥 55 號的碉堡大約建於一九一○年，無

疑是香港僅存的一幢與孫中山先生（又名孫逸仙）（一八六

六至一九二五年）及其革命黨人領導的革命運動有直接關係

的歷史建築物。這次革命運動建立了新中國，是中國史上一

個轉捩點。該座碉堡見證了香港在革命運動中所擔當的角

色，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  

 

香港與世界各地之間的運輸網絡四通八達。革命人士在

二十世紀初以香港作為根據地，締結政治聯盟、招募會員和

籌集經費。此外，香港亦是革命人士因受滿洲政府迫害而逃

亡海外的藏身之地。  

 

碉堡舊址為浪濯村 39 號。浪濯村原稱良雀坑口，是一

條面向后海灣和深圳的鄉村。  

 

該址位處可以俯視后海灣和深圳的有利位置，因此成為

香港在屯門青山農場以外另一個革命活動基地。一九一○年

左右，即廣州新軍之役結束後，革命人士於該址建立另一藏

身之處，以稻米磨坊和煉糖廠作掩飾。該址並建有碉堡，用

以監視后海灣對岸屬清廷管轄的地方。根據從碉堡監視所得

的情報，一旦下白泥基地有被搜查的危險，革命人士可以迅

速逃往其他革命基地。  

 

下白泥基地由興中會的骨幹分子鄧蔭南（一八四六至一

九二三年）所建。碉堡附近的土地曾由李紀堂（一八七三至

一九四三年）所擁有，李紀堂是富商李陞（？至一八九六年）

之子，於一九○○年加入興中會。鄧氏原籍廣東開平，曾在

夏威夷經營農場和蔗園，與孫中山先生的兄 長孫眉（一八四

五至一九一五年）相 識。孫中山先生於一八九四年在夏威夷

成立興中會時，鄧氏便加入該會，後於一八九五年來港從事

革命活動。  

 

 

 

歷史價值歷史價值歷史價值歷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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碉堡樓高兩 層，為一長方形 構築物，以青磚 修築而成。

一樓與天 台之間設有閣 樓，天 台建有伸 出的梯間結構。外牆

上下各處仍有槍 眼。內 部 房間設 計 簡 單，以砂 漿 鋪地。為了

達到 防 禦的目的，碉堡設有錐 形 凹入式 窗口，令建築物從裏

面外望的視野 更廣闊。在建築方面來 說，位於下白泥的碉堡

是一座以實用為主的構築物，主 要作監視用途。  

 

碉堡看 來曾作改動，特 別是加設 窗 戶和加建附連的臨 時

構築物。碉堡過 去曾有一幢附連的建築物，雖 然後來 已 遭 拆

卸，但 現 時 仍有該幢已 拆 卸建築物的痕 迹。             

 

位於下白泥 55 號的碉堡，是見證二十世紀初區 內革命

活動的僅存建築物。這座碉堡具有特 殊的歷史價值，在同 類

建築中十分獨 特和罕有。   

  

鄧蔭南在下白泥建立的革命根據地，成為香港在屯門青

山農場以外另一個重 要的革命基地。由於香港市 民對本土歷

史及香港在中國史上所擔當的角色一類 課 題 愈 來 愈 感興

趣，這座具象 徵 意 義的珍 貴 文物建築亦具有很高的社會價

值。  

 

碉堡鄰近屬三級歷史建築的廈村沙 江村天后古 廟，具有

一定的組 合價值。  

 

 

 

建築價值建築價值建築價值建築價值 

保持原貌程度保持原貌程度保持原貌程度保持原貌程度 

社會價值和社會價值和社會價值和社會價值和

地區價值地區價值地區價值地區價值  

組合價值組合價值組合價值組合價值 

罕有程度罕有程度罕有程度罕有程度和和和和  

文物建築價值文物建築價值文物建築價值文物建築價值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羅香林 ： 《國父在香港之歷史遺 蹟 》，香港： 珠海書 院，一

九七一年。  

 

馮 自由： 《革命逸史》初集，上海：商務 印 書 館，一九四六

年。  

 

劉 智 鵬 ： 〈鄧蔭南與稔灣碉樓 〉，《香港地區史研 究之四—

屯門》，香港：三聯書 店，出 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