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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坑蓮花宮西街蓮花宮  

文物價值評估報告  

 

 

位於大坑蓮花宮西街的蓮花宮，大概建於一八

六三年 1，用以供奉觀音（又稱觀世音菩薩） 2。  

 

據說蓮花宮曾為曾氏家族所擁有。該廟位於向

海的山坡下，西面毗鄰昔日的大坑村。廟內的古鐘鑄

有同治三年農曆十二月（即一八六五年）的字樣。蓮

花宮自一九七五年起交由華人廟宇委員會管理。  

 

除了主祀神觀音外，蓮花宮還供奉太歲、財神、

韋馬犬和福德等其他神祇。該廟因與大坑舞火龍關係密切

而聞名，這項傳統節慶活動已有百多年歷史，於二○

一一年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舞火

龍活動於每年農曆八月十四、十五和十六日晚上舉

行，插滿香枝的「火龍」於農曆八月十四日在大坑區

開始巡遊前，會先到蓮花宮向觀音參拜祈福。  

 

歷史價值  

蓮花宮的建築非常獨特。與其他傳統兩進一天

井格局的中式廟宇不同，蓮花宮的前殿呈半八角形，

前殿與長方形正殿（後殿）之間沒有天井。由於廟宇

坐落於山坡上，設有重檐攢尖頂的前殿建於一個拱式

石砌平台之上，而設有人字型屋頂的正殿則坐落於一

堆岩石之上，其中一塊巨石外露地面。蓮花宮正立面

的中央設有拱形開口和欄杆，通往該廟宇的階梯設於

前殿左右兩側，與其他正門設在正主面中央的傳統中

式廟宇有所不同。  

 

前殿的半八角形天花頂由多個磚拱承托。正殿

兩側的木樓梯通往一個建於巨石上方的平台，平台上

安放着供奉觀音像的神壇。正殿屋頂主脊中央配以石

灣陶塑裝飾，兩端則飾以幾何形狀的灰塑。  

建築價值  

                                                 
1
 蓮花宮正脊的陶瓷裝飾刻有清同治二年的年份，估計蓮花宮建於同年。  

2
 「觀世音菩薩」的字面解釋是「觀察世間聲音的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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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花宮的拱式石砌平台的基座和階梯通道幾乎

全被附近升高興建的道路所遮蔽。該廟宇曾於一九七

五、一九八五、一九九○、一九九一、一九九八和二

○○三年進行多次維修和翻新工程，最近一次維修是

由於建築物的一半地方在火災中遭焚毀。雖然蓮花宮

過往的翻新工程使用了現代物料（例如在灰色磚砌外

牆鋪上石紋瓷磚），但廟宇的主體結構和形狀仍保持完

好。廟宇內擺放了多件文物，包括古鐘（一八六五年）、

花崗石雕刻祭台（一八六四年）、神壇（一八八五年）、

彩門（一九○九年）和牌匾（一九二五年）。   

 

保持原貌程度  

大坑蓮花宮除了是港島區最古老和最具特色的

觀音廟外，亦是本港現存七間已評級的觀音廟 3之一。

此外，蓮花宮呈半八角形的前殿別樹一幟，在香港傳

統中式建築物中非常罕見。  

 

罕有程度  

 

每年農曆二月、六月、九月和十一月的第十九

日是觀音誕期，信眾會在這些日子前往蓮花宮參拜賀

誕。蓮花宮亦與大坑舞火龍關係密切，這項活動於二

○一一年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該

廟宇是大坑社區重要的歷史地標建築物。  

 

社會價值和  

地區價值  

 

除了蓮花宮外，位於天后廟道 10 號的天后古廟

（法定古蹟）、皇仁書院童軍室（二級歷史建築）、書

館街 12 號（三級歷史建築）和第二巷 4 號（三級歷史

建築）都位於從大坑區內步行可達的範圍內。從這些

歷史建築物中，我們可以了解大坑社區的歷史和社會

文化的發展。  

組合價值  

 

                                                 
3
 另外六間已評級的觀音廟包括九龍紅磡差館里的觀音廟（一級歷史建築）、元

朗八鄉的八鄉觀音古廟（二級歷史建築）、元朗東頭村的觀音古廟（三級歷史

建築）、鴨脷洲大街 181 號的水月宮（三級歷史建築）、九龍旺角山東街 90 號

的水月宮（三級歷史建築），以及大埔打鐵屻的觀音宮（三級歷史建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