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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聯合道及東頭村道交界侯王古廟  

文物價值評估報告  

 

 

位於九龍城的侯王古廟的確實興建年份已不可

考，惟廟內歷史最悠久的文物是鑄於清雍正八年（一七

三○年）用以供奉楊侯大王 1的鐵鐘，相信該廟大概建於

一七三○年或以前。  

 

侯王古廟坐落於白鶴山山麓，當年前往該廟主

要是經一條由九龍寨城 2西門通往該廟的石砌「廟道」，

該石道在日治時期（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已遭毀

壞。侯王古廟於一九二八年由華人廟宇委員會接管。  

 

清廷在一八四七年至一八九九年駐軍九龍寨城

（位於侯王古廟南方）期間，寨城的官將多曾於侯王古

廟參拜。廟內現存刻有咸豐九年（一八五九年）的石碑，

顯示九龍巡政廳和大鵬協的官員在重修廟宇方面所作

的捐獻。此外，廟內仍保存着其他文物，例如古老的香

爐和多面木製匾額，均屬一八四七年至一八八八年期間

駐守九龍寨城的將官（包括首位九龍巡檢司許文深 3）所

獻贈的物品。同樣值得一提的，是一八六六年時任大鵬

協副將的張玉堂捐獻匾額予侯王古廟，藉此酬謝侯王庇

佑他在鴉片戰爭一場戰役中戰勝英軍，以及護佑該區在

其擔任副將期間得享太平。  

 

目前廟內尚存不少碑記、對聯、匾額，均刻有

歷史價值  

                                                 
1
 關於侯王古廟的源起，說法不一。有說法認為楊侯乃南宋（一一二七年至

一二七九年）末的忠臣及侯爺楊亮節，守護宋室南逃至九龍，以避元兵，

故世人建廟以誌其英勇忠義。另一說法稱，九龍城侯王古廟供奉的是治癒

宋帝病患的本地楊姓居民。另外，亦有人認為該廟一如香港及珠江一帶其

他供奉侯王或楊侯的廟宇，旨在紀念某位侯爺的精忠勇敢，而非特指楊亮

節一人。  
2
 香港島於一八四一年為英軍佔領後，該區對海岸防禦更形重要。清廷乃於

一八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一八四七年五月三十一日期間興建以城牆鞏

衞、可供駐軍的九龍寨城，並設大鵬協副將和九龍巡檢司的官署於城內。

寨城最初建成時駐兵 150 人，其後陸續增加，至一八九八至九九年已駐兵

逾 500 人。在一八九八年，清廷雖將新界租借給英國，但其官兵仍繼續駐

守寨城。不過到了一八九九年，英國派兵佔領寨城，並將清廷官兵趕走。  
3
 許文深是一八四七年受命履職的首位九龍巡檢司。同時，他在一八四七年

九龍寨城創立龍津義學一事上亦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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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士學者的書法作品。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一八八

七年的「鵝」字石刻和一八八八年的「鶴」字石刻。「鵝」

字石刻已毁於日治時期，而「鶴」字石刻至今仍可見於

廟後的巨石上。現時廟宇建築群東隅的涼亭內所展示的

「鵝」字碑，為一九七○年的復刻。  

 

侯王古廟建築群座落於高台之上，包括廟宇主

建築及其後來加建的廂房、涼亭、刻石，以及所處高台

連通往地面的花崗岩石階。廟宇本身是中國兩進合院式

建築，配以人字屋頂。廟宇前方突兀地建了一座獨立的

涼亭，其歇山頂以精美的花崗岩石柱和木樑架支撐。神

壇設於廟宇後殿，是敬拜侯王和其他神祇 (如觀音 )的地

方。後殿山牆為「五岳朝天式」設計，在香港甚為罕見
4。  

 

廟宇的右方後期加建了廂房，飾有精緻的石灣

陶塑。廂房內供奉了其他神祇，並用作廟祝的住處。  

建築價值  

 

根據現存碑記，侯王古廟先後於一八二二年、

一八五九年、一八七九年、一九一七年、一九八八年和

二○○五年重修。儘管廟宇內部多年來經過翻新和改

建，但大致仍能保持原貌，廟內大部分文物和歷史悠久

的陶塑亦留存至今。  

 

保持原貌程度  

 

九龍城侯王古廟不祇是現存七間主祀侯王／楊

侯 5的已評級古廟之一，亦是香港兩間築有「五岳朝天式」

山牆的古廟之一。此外，該廟所保存與九龍寨城有直接

關係的歷史文物，相當豐富，為本港其他廟宇所無。  

 

 

罕有程度  

 

侯王古廟定於每年農曆六月十六日慶祝侯王

誕。  

 

社會價值和  

地區價值  

                                                 
4
 根據古物古蹟辦事處的記錄，香港只有兩幢歷史建築物築有「五岳朝天式」

山牆，即九龍城的侯王古廟（一級歷史建築）和堅尼地城的魯班先師廟（一

級歷史建築）。  
5
 其餘六間主祀侯王或楊侯已評級的廟宇分別為：元朗東頭村楊侯宮（法定

古蹟）、大嶼山大澳楊侯古廟（一級歷史建築）、元朗舊墟供奉洪聖大王和

楊侯大王的大王古廟（一級歷史建築）、大嶼山東涌侯王宮（二級歷史建

築）、元朗屏山上璋圍楊侯古廟（三級歷史建築）及元朗屏山唐人新村楊侯

古廟（三級歷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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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王古廟與其他有關九龍寨城的文物地點（包

括前九龍寨城衙門（法定古蹟）、九龍寨城南門遺蹟（法

定古蹟），以及啟德地區的龍津橋遺址）構成一獨特的

文物建築組群，不僅反映九龍城一帶的歷史發展，也反

映清廷十九世紀對抗英軍的海防歷史。  

組合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