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B 

灣仔隆安街玉虛宮  
文物價值評估報告  

 
玉虛宮 1(「廟宇」)又名北帝廟，位於灣仔隆安街與石

水渠街交界，尊奉道教神祇北帝 2。廟宇由灣仔坊眾興建，

最初由神功值理會管理，並由該會聘用司祝打理廟務。廟

宇在一九二八年交由華人廟宇委員會管理 3。  
 
廟宇由主建築及兩個偏殿組成。主建築於清朝同治

元年 (一八六二年 )興建 4，於一八六三年落成。這可從前進

脊檁 5及善信供物上的刻字得知。善信的供物包括兩塊分別

刻有「德煥辰居」及「總握天樞」以頌揚北帝神威的木製古

牌匾，以及刻有「風調雨順」的鑄鐵鐘 6。主建築正門麻石

門額刻有「玉虛宮」三字，乃當時駐守九龍寨城的大鵬協副

將張玉堂所題。在一八六二年 7廟宇興建時，當時的殖民地

政府出售石水渠街數幅土地，以發展該處容納一八五零至

六零年代因華南動盪而避居香港的移民。該處及鄰近地方

後來成為華人住宅區 8。  
 

主建築尊奉北帝，其神壇設於天井的香亭及後進的

明間。後進的左次間供奉觀音、城隍、三仙姑及財神，右次

間則供奉包公、呂祖、關帝及太歲。土地及濟公的神龕分別

位於前進左右兩邊。  
 

龍母殿位於主建築左邊，現供奉龍母、佛母及天后。

據其門額的刻字記載，此殿在清朝光緒丁未年 (一九零七年 )

歷史價值  

                                                 
1  「玉虛宮 」是傳 說中北 帝在 天庭的宮 殿。  

2  北帝 是道 教中 代表 北方 星宿 的神 祇。 中國 民間 認為 北方 屬水 ，因 此漁 民奉 北帝 為水 神

者眾。  

3  Hom e Affa i r s  D ep a r tm en t  Tr u s t  Fu n d s  Sec t i on  Temp les  U n i t .  “Pak  Ta i  Temp le ,  Wan ch a i ”  
i n  Temp le s  Di rec to ry ,  1 9 80 .  p p .  1 0 -1 2 ,  1 4 -1 5 .  

4  參考 主建 築正 門麻 石門 框的 刻字 「同 治元 年歲 次壬 戌鼎 建」 及麻 石門 額的 刻字 「同 治

元年歲次 壬戌仲 冬吉旦 」， 均可追溯 至同治 元年， 即一 八六二年 。  

5  參考前進 脊檁的 刻字「同治 二年歲次 癸亥孟 春吉旦 下環 同仁店彭 國端陳 棋光敬 送」，可

追溯至同 治二年，即一 八六 三年。捐 贈者姓 彭及姓 陳，跟一八六 二年賣 地後購 入該 處附

近地段的 兩個大 地主家 族的 姓氏相符 。  

6  參考香亭「德 煥辰居  」牌 匾的刻字「同 治二年 歲次癸 亥孟夏吉 旦」、後 進「 總握 天樞」

牌匾的刻 字「 同治二 年夏月 吉日立 」，以及鑄 鐵鐘的 刻 字「同 治二年 歲次癸 亥季春 吉旦

立」， 全部均 可追溯 至同治 二年，即 一八六 三年。  

7  Smi th ,  Ca r l  T.  A S en se  o f  H i s to ry  –  S tu d i e s  in  t h e  S o cia l  a n d  Urb a n  Hi s to ry  o f  Hon g  
Ko n g .  Hon g Kon g :  H on g Kon g Ed u ca t i on a l  Pu b l i sh in g  Co. ,  1 9 9 5 ,  p .  1 32 .  

8  Tin g ,  S .P.  an d  Won g,  N. K.  Ci t y  o f  Vic to r ia .  Hon g Kon g :  Urb an  Cou n c i l  o f  Hon g Kon g,  
1 9 9 4 ,  p p .  9 ,  7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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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原為公所 9。位於主建築右邊的三寶殿，現供奉三清

等神祇和用作拜祭祖先。據門額的刻字記載，此殿原本用

作書院。雖然建築物上未見刻有建造年份，但在一張可追

溯至一九一零年代的明信片上，已看到這部分建築的影像
10。  

 
主建築及兩個偏殿均為硬山頂，以青磚、麻石及木材

築砌在台基上，由麻石梯級通往地面。清水磚外牆大多表

面平滑，築砌精良。  
 

主建築匯聚優秀的建築特色，屬兩進三開間清朝民

間建築，兩進之間的天井設有香亭。前簷廊由麻石及木結

構支撐，飾以人物、花卉、瑞獸及中國民間故事為題材的雕

刻，手工精湛。屋簷下的木雕簷板有精細的浮雕及鏤雕吉

祥圖案。  
 

主建築前進的正脊及𡒛𡒛頭均飾以造工精巧，歷史悠

久的石灣陶塑。正脊上層為二龍戲珠，兩邊有一對鰲魚；下

層主要飾以刻劃中國民間故事的人物塑像，屋脊左右兩端

以鳳凰為飾。屋脊由石灣均玉店於清朝光緒三十三年 (一九

零七年 )製造，𡒛𡒛頭上的陶塑也是該店所製 11。前方垂脊兩邊

各飾以日神及月神陶塑。  
 

正門後有屏門，再後面是天井，天井兩側為蓋有捲棚

頂的走廊，其女兒牆上均飾以彩繪灰塑。天井設有歇山頂

香亭，亭內供奉北帝大銅像，像上刻有年份「大明萬曆三十

一年」 (一六零三年 ) 12。銅像上方掛了刻有「德煥辰居」的

木牌匾。供奉北帝的神壇設於後進的明間，兩旁是四大元

帥的泥塑立像。神壇上方掛了刻有「總握天樞」的木牌匾，

是綢緞行的供物。  
 
龍母殿屬兩進一開間建築，兩進之間建有天井。正面

外牆飾以灰塑𡒛𡒛頭及雕工精細的木簷板。正門兩側的木製

建築價值  
 

                                                 
9  參考左邊 建築物 正門麻 石門 額的刻字「光 緒歲次 丁未陽 月穀旦重 建」，當 中記載 殿 宇

於光緒丁 未年， 即一九 零七 年，農曆 十月重 建為公 所。  

10  參考一張 可追溯 至一九 一零 年代的明 信片， 上有玉 虛宮 的影像 (香港 歷史博 物館藏 品

— 明信片 PC1 9 8 9 .00 0 8 . )。  

11  參考屋脊 的刻字「石 灣均玉 店造」及「 光緒三 拾三年 」，以及𡒛𡒛頭 的刻字「均 玉造 」。  

12  銅像由香 港富商 曾兆榮 (別 名曾富 )於二 十世紀 初期在 廣東購買，供 奉於他 在九龍 城附

近的別墅 南豐臺 內，直至別 墅在二十 世紀中 期拆卸。見 蕭國健：《 寨城印 痕─九 龍 城

歷史與古 蹟》，香港 ：中華 書局 (香港 )有限公 司， 2 0 1 5 年，頁 1 3 2 -1 3 8。  

javascript:parent.navigate(%22./PblMainAction.do?pageName=glossary&groupCode=485&gloCode=488&localename=HK&username=%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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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聯，可追溯至清朝光緒九年 (一八八三年 ) 13，卻是獻給北

帝而非龍母。  
 

三寶殿屬一進建築。凹斗式入口磚牆的表面較正面

外牆的其他部分更平滑，接合亦更精良，意味着擴建部分

並非由興建原有建築物的工匠處理。擴建部分的屋角嵌置

麻石土地神壇。  
 
根據兩塊嵌入主建築前進左側內牆的石碑所載，廟

宇在一八六九年或曾大規模擴建 14及在一九二八年重修 15。

廟宇雖然多年來幾經維修，但整體仍保持原有布局及主要

元素，現在仍可看到大部分裝飾特色，包括歷史悠久的石

灣陶塑、灰塑、石雕及木雕等。  
 

保持原貌程度  

在本港主祀北帝而歷史悠久的廟宇中，最具規模的

便是玉虛宮。廟宇脊檁刻有落成的年份，而廟內的天井香

亭及後進均供奉北帝神像，在本港傳統中式廟宇十分罕見。 
 

罕有程度  

廟宇設有公所及書院，顯示當區居民及商人建立廟

宇的原意，亦以之作為議決公共事務的場地，並為鄰里提

供教育。玉虛宮跟荷李活道文武廟的規模相若，亦同樣是

華人的活動樞紐 16。在宗教方面，信眾及當區居民深信廟宇

風水坐向殊佳，可為區內居民帶來繁榮 17。  
 

農曆三月三日北帝誕，仍有眾多善信到廟宇參拜；農

曆五月八日龍母誕亦有信眾慶賀。在驚蟄、農曆新年前後

等日子，廟宇都擠滿信眾，向神靈祈福。總括而言，玉虛宮

是灣仔早期發展的重要歷史地標，也是當地社區身分的印

記。  
 

社會價值和  
地區價值  
 

舊灣仔郵政局 (法定古蹟 )、石水渠街 72 號、72A 號、

74 號及 74A 號 (全屬一級歷史建築 )、皇后大道東洪聖古廟

(一級歷史建築 )、南固臺 (一級歷史建築 )、莊士敦道 60A 號、

62 號、64 號及 66 號 (全屬二級歷史建築 )、船街 18 號 (二級

組合價值  

                                                 
13  參考上聯 的刻字「光緒 九年 歲次癸未 仲冬吉 旦」，可追 溯 至光緒九 年，即 一八八 三年。  

14  參考 可辨 識的 刻字 「同八 年歲 次己」， 很可 能是 指 同治 八年 ，即 一八 六九 年。 

15  參考刻字「 中華民 國十七 年 歲次戊辰 十二月 」，可 追溯 至中華民 國十七 年，即一 九

二八年。  

16  冼玉儀：〈社會 組織與 社會 轉變〉，載於王 賡武主 編《 香港史新 編 (上冊 )》，香港：

三聯書店 (香 港 )有 限公司 ， 1 9 9 7 年，頁 1 6 5。  

17  Hom e  Affa i r s  D ep a r tm en t  Tru s t  Fu n d s  S ec t i on  Temp le s  Un i t .  1 9 80 .  “Pak  Ta i  Temp le ,  
Wan ch a i ”  i n  Temp le s  Di rec tory ,  p p .  1 0 -1 2 ,  1 4 -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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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建築 )、灣仔街市 (三級歷史建築 )、慶雲街 2 號、4 號、

6 號及 8 號 (全屬三級歷史建築 )，以及皇后大道東 186 號、

188 號及 190 號 (全屬三級歷史建築 )均可從廟宇步行到達。

這些歷史建築物共同反映灣仔社區的歷史及社會文化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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