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A 
 

東區黑角頭石刻  
文物價值評估報告  

 
東區黑角頭石刻是本港發現的第九處古代石刻。

各處石刻的位置圖載於附件 D。這些石刻多散布於偏遠

地區的沿海石岸，大部分位於離島上。  
  

 

跟本港其他石刻一樣，黑角頭石刻的刻鑿年代、

方法及由誰刻鑿等課題，由於沒有文獻記載，亦未曾發

現任何與此新發現石刻共出的器物或考古遺存，故難以

準確考證。然而，石刻的幾何及曲線圖案 (見附件 D 的

石刻圖像 )，與在本港出土的青銅器時代印紋陶器和青

銅器物的紋飾相似。這項新發現提供了重要證據，進一

步顯示石刻可追溯至本港的青銅器時代，距今約三千年

之久。  
 

有趣的是，黑角頭石刻與大浪灣及東龍洲兩處石

刻的位置相當接近，而且紋飾甚為相似，在本港所發現

的石刻中成一小組。黑角頭石刻所處位置獨特，面向佛

堂門海峽，若能研究此石刻與其他石刻在空間上的相互

關係，或可揭示本港早期沿海地區族群興旺的盛況。  
 

考古價值  
 
 

 

在本港發現的古代石刻，紋飾一般為幾何及曲線

圖案，黑角頭石刻正是極佳例子。這處新發現的石刻，

與大浪灣及東龍洲石刻的紋飾風格十分相似，均由抽象

的動物圖案構成。紋飾中央有對稱的曲線，似是人的頭

部和身軀。在其上方位置，同樣有類似的曲線，圖案較

大，分為兩個部分。若要更深入詮釋這些紋飾圖案，須

作進一步研究。  
 

真確性  
 

黑角頭石刻屬本港罕有的考古資源之一。連同這

處新發現的石刻，全港共有九處地方發現石刻，而對上

一次是在一九八三年一名公務員向當局報告發現黃竹

坑石刻。  
 

罕有程度  
 

這次發現的黑角頭石刻，能提升本港石刻的組合

價值。舉例來說，黑角頭、大浪灣及東龍洲三處石刻位

置相當接近，紋飾相似，風格上或可成一小組，可作進

一步研究。  
 

組合價值  

除具考古價值外，黑角頭石刻亦是重要的石刻藝術

傑作，具有美學欣賞價值。  
 

美學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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