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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價值評估報告  

九龍深水埗  
前深水埗配水庫  

(俗稱主教山配水庫 /窩仔山配水庫 ) 
 

前深水埗配水庫，原稱九龍塘配水庫，亦俗稱主教山配水庫 /窩
仔山配水庫，建於一九零四年。直至一九七零年停用為止，它為「九

龍重力自流供水系統」的一部分。系統中的九龍水塘於一九一零年

十二月一日落成，標誌着首個九龍重力自流供水系統完成。 1 
 
山丘的名稱  
 

配水庫位於俗稱「窩仔山」(鄰近窩仔街 )或「主教山」的山丘上。

雖然政府的測量圖沒有記載這些名稱，但「窩仔山」的名稱可見於

一九五九年的年報及一九五零年代至一九七零年代的中文報章；而

「主教山」 2 一名，則在一九九零年代的報章可看到。一九七零年

代的政府檔案顯示，這山丘的另一中文別名為「教會山」。至於英文

名稱「Mission Hill」，則見於一九五零年代至一九八零年代的報章，以

及一九五零年代至一九七零年代的政府檔案等。  
 
相信「Mission Hill」這個別名與巴色差會及後來的崇真會有關。

一八九八年七月一日，政府把一幅登記為新九龍內地段第 1 號的土

地租予巴色差會。該會的韓山明牧師  (Rev. Theodore Hamberg)及黎力基

牧師 (Rev. Rudolf Lechler) 於一八四七年從瑞士來到香港，是差會最早

來港的傳教士。新九龍內地段第 1 號與前九龍塘配水庫位於同一山

丘上，該地段也是巴色差會在九龍的首個教會基地。根據土地記錄，

新九龍內地段第 1 號於一九五四年售予崇真會。 3 地段的業權於一

九五六年登記為基督教香港崇真會駐港會長法團。  
 
一九零六年前的九龍供水系統  
 

直至一九零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九龍的供水只依靠三口井。

英國皇家代理人顧問工程師查維克 (1844 – 1913 年 ) 4 被派到香港調

歷史價值  

                                                 
1 九龍水塘的主 壩、主 壩水 掣房、溢 洪壩、 溢洪壩 記錄 儀器房及 記錄儀 器房均 為法 定古蹟。  
 
2 山的附近尚 有其他 宗教建 築，包括 大埔 道 5 8 號的基 督教香港 崇真會 深水埗 堂、 棠蔭街 11
號的香港 宣教會 恩磐堂 ，以 及石硤尾 街 5 8 號的聖方濟 各堂，但 均不設 主教一 職。  

 
3 張維豐、陳 達三、曾 瑞有 及卓恩高 代表崇 真會購 買新 九龍內地 段第 1 號，在相 關 的土地記 錄

被登記為 「紳士 」。  
 
4 查維克在 胡列治 皇家軍 事 學院就讀，接 受培訓 成為土 木工程師 後，於一八 六四至 一八七三

年間隸屬 皇家工 程師。他辭 去職務後 出任殖 民地皇 家代 理人的顧 問工程 師，於一八 八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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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衞生狀況，並於一八八二年完成「查維克香港衞生狀況報告書」，

報告建議增加供水，以改善衞生。查維克於一八九零年再次來港，

跟進他在一八八二年的建議。報告書內有關英治下的九龍供水計劃

於一八九五年落實及完成。當局於油蔴地村以北的三個河谷開鑿三

口井，5 並以鑄鐵水管連接到在油蔴地 (現時的油麻地 )一個最高水位

為法定基準線上 12.5 呎、容量 148 000 加侖的清水池。一八九五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上海街 344 號油蔴地抽水站的抽水系統正式啟動，
6  把食水直接由清水池泵往用戶，剩餘的食水則泵往兩個調節供水

的配水庫。這兩個配水庫同於一八九四年落成，分別位於油麻地京

士柏 (最高水位為法定基準線上 215 呎 )，容量 162 600 加侖；及位

於紅磡 (最高水位為法定基準線上 160 呎，約位於現時的何文田 )，
容量 92 850 加侖。  

 
九龍重力自流供水系統  

 
一八九八年，用水量急速增加，已超越當時水源的供水量。 7但

英國在一八九八年七月一日租借新界前，在管治的九龍半島未能找

到合適興建水塘的地方。自一八九九年，九龍的供水問題開始備受

關注。一九零零年，查維克就增加食水供應再次向政府提交建議書，

他特別指出新租借地地勢起伏，建議可探討在山谷藉重力作用開拓

新水源，從而增加食水供應。透過重力自流供水系統，食水可藉高

水壓從位於山間高處的水塘作遠距離輸送，優點是無需使用昂貴的

抽水系統，因此預計重力自流供水系統在運作上遠較抽水系統更具

成本效益。重力自流供水系統的概念於一八二零年代至一八三零年

代間在英國出現，由一八四零年代起風行全國，並在十九世紀下半

葉推及其他海外城市，包括孟買、香港及新加坡。8 在香港，薄扶林

                                                 
獲委派到 香港擔 任特別 專員 ，報告香港的 衞生 及公共 健 康問題，在香 港逗 留數月。 殖民地

部於一八 八二年 發表他 的「 查維克香 港衞生 情況報 告書 」。該報 告建議 推出改善衞生的措施，

包括建立 水務和 污水處 理系 統、改善渠 務設施、 提供公 廁、公共浴 室及清 潔的市 場 等，並

建 議 成 立 潔 淨 局 (於 一 八 八三 年 成 立 )。 查 維 克 於 一 八九 零 年 回 港 跟 進 他 在 一 八八二 年 提 出

的 建 議 。 他 在 馬 爾 他 興 建 水 務 設 施 有 功 ， 於 一 八 八 六 年 獲 授 勳 銜 (Companion of the Order of St. 
Michael and St. George (CMG))。由 於香港於 一八九 四年起 爆發 鼠疫，政府 決心加 快改善 香 港的衞

生狀況。  因 此，查 維克於 一 九零二年 第三度 獲委派 到香 港，就如何 改善香 港的 衞生 狀況提

供意見。當 時他集 中處理 街 道污水渠、 排水渠 及明渠 設 施。查維克 對修訂《 水務條 例》和

制訂一九 零三年 的《公 共衞 生及建築 物條例 》作出 莫大 的貢獻。  
 
5 一號 井位 於 今日 的培 正道 與文 福道 交界 附近 ，二 號井 位於 窩打 老道 與亞 皆老 街交 界附 近，

三號井則 位於何 文田山 道與 衛理道交 界附近 。  
 
6 現存的工 程師辦 公室是 一 幢樓高兩 層的紅 磚建築，現 稱舊水務 署抽水 站，屬一 級 歷史建築。  
 
7 例如根據 政府檔 案，在九 龍的陸上 華人人 口，於一八 九一年是 1 9 ,9 9 7 人。一八九七年及一

九零一年 ，人口由 2 6 ,4 4 2 升至 4 2 ,9 6 7。一九零六年，「 舊九龍」 及「 新九龍」 的陸上華人

人口分別 是 5 2 ,3 3 1 人及 1 7 ,8 3 6 人。  
 
8  英 國 的 托 克 斯 泰 斯 水 庫  (Toxteth Reservoir,  建 於 一 八 五 零 年 代 ) 、 悉 尼 的 帕 丁 頓 水 庫  

(Paddington Reservoir，建 於一八 六六至一 八七八 年 )及新加 坡的福康 寧備水 池  ( Fort Canning Service 
Reservoir，建 於一九 二九年 )等 ，是採用 重力自 流供水 系統 的配水庫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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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塘（建於一八六三至一八七七年間）是首個採用重力自流供水系

統的水務設施。 9 
 
九龍重力自流供水系統在傑斯 (約 1867 – 1942 年 )的監督下施

工。傑斯曾任工務局助理工程師，獲委派為九龍及新九龍市區 (九龍

城及深水埗 )籌備九龍重力自流供水系統。10 該系統的運作成本效益

載列如下：  
 

一九零零年既有的抽水系統 11  
供應量  每日 232 000 加侖  
原有成本  128,000 元  
已轉化為資本的維修保養費  120,000 元  

每日每百萬加侖的供應成本  1,070,000 元  

一九零零年擬建的重力自流供水系統   
供應量  每日 590 000 加侖  

使用現有系統的費用  90,000 元  

新系統工程的估計費用  380,000 元  

維修保養的估計費用 (已轉化為資本 ) 40,000 元  

每日每百萬加侖的供應成本  860,000 元  

《香港立法局文件》 (1901) 
 
傑斯其後離開政府，加入一所本地建築及土木工程公司，組成

丹尼遜 ·雷恩及傑斯公司 (Messrs. Denison, Ram and Gibbs)。12 該公司獲工

                                                 
9 根據一九三七 年的政 府檔 案：  
 

( i )  薄扶 林水 塘 (建於 一八 六 三 至一 八七 七 年 )於 薄扶 林 谷 的食 水， 完 全依 賴 重力 自流 原理

輸送；   
( i i )  黃泥涌水 塘 (建於一 八九九 年 )於 黃泥涌 集水區 的食水 ，完全依 賴重力 自流原 理輸 送；  
( i i i )  至於大潭 水塘建 築群 (建於 一八八三 至一九 一七年 )， 於大潭谷 的食水 約有 2 0 %主要依

賴重力自 流原理 輸送；  
( i v )  香港 仔水 塘 (建於 一九 三 一 至一 九三 二 年 )於 香港 仔 山 谷的 食水 ， 約有 五 成以 抽水 方式

轉為重力 自流輸 送。  
 

10 傑斯在一九零 零年一 月八 日的「 九龍食水 供應報 告」中指出，根據一 八九七 年一 月九龍 (英
界 )的 人口統 計，非華裔 的 陸上人口 是 7 1 6 人、華人陸 上人口是 2 6  4 4 2 人、水上人 口 7  6 24
人，以 及海陸 軍人口 約 1  5 0 0 人。九龍 城及深 水埗人 口 分別約為 2  0 0 0 人及 1  5 0 0 人。傑斯

建議把這 兩區亦 納入重 力自 流供水系 統中。  
 
一八九八 年，英 國的管 轄範 圍擴大至 整個九 龍半島 後，稱界限街 以北地 區 (包括九 龍城及深

水埗 )為「 新九 龍」。 一 幅一 九三 七年 的地 圖 標示 了新 九 龍的 範圍 ，當 中 包括 長沙 灣、深 水

埗、九龍 塘、大 磡、九 龍城 、牛池灣 、牛頭 角、茜 草灣 及茶果嶺 等地方 。  
 
11 傑斯一九 零零年 一月八 日 「 九龍食水供應 報告」  ，《 香港立法 局文件 》（ 1 9 0 0）。  
 
12  丹 尼 遜 ·雷 恩 及 傑 斯 公 司 由阿 爾 拔 丹 尼 遜 及 愛 德 華 阿 爾 拔 雷恩 在 一 八 九 七 年 創 立 ， 傑 斯 加

入後易名 為丹尼 遜 ·雷恩 及傑 斯公司。當時 由於工 務局人 手不足，而且 傑斯仍 在工務 局任職

時曾就該 供水系 統的可 行性 進行調查 和匯報，因 此該公 司獲委託 代表政 府設計 和監 督整項

工 程 。 這 可 能 是 政 府首 次 外聘 本 地 公 司 ， 為 九 龍水 塘 供水 系 統 的 建 造 工 程 提供 顧 問服 務 。

該公司的 其他工 程，還包 括 法定古蹟 香港大 學梅堂 和儀 禮堂、梅夫人 婦女 會；二級 歷史建

築明德醫 院及粉 嶺高爾 夫球 場會所。此外，一級 歷史建 築大埔瞭 望台由 傑斯於 一九 零零年

代初設計 ，其後 用作他 的居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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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局委聘，負責設計及監督整個重力自流供水系統的工程。  
 
重力自流供水系統涉及在新九龍興建水塘、沙濾池、配水庫及水

管。水塘 (即九龍水塘 )會由鑄鐵水管連接至鄰近大埔道長沙灣上方

山脊的沙濾池。食水透過鋪設在大埔道地底及沿大埔道的水管，從

沙濾池輸送至九龍塘配水庫 (即前深水埗配水庫 ) ，配水庫與舊有的

油麻地供水系統連接，而油麻地的供水網絡亦會擴展至九龍東面的

九龍城，以及西面的大角咀和深水埗。 13 工程於一九零二年展開，

先興建水塘及與其連接的水管。  
 
一九零二年十二月，九龍塘配水庫建造工程招標。根據「一九

零三年工務局局長報告」，當局於同年二月與同盛建築公司簽訂配水

庫建築合約。 14 報告續指出：  
 
「配水庫幾乎完全建於地面層之下，主要以混凝土興建，

並建有花崗石石柱及磚砌拱券，以支撐混凝土拱頂。配

水庫呈環狀，容量 200 萬加侖。先前提及的磚砌拱券，

約有一半已於今年年底完工。」 15  
 

工程於一九零四年八月十日完成，耗資 67,639.31 元。 16 根據

政府一九零四年至一九五零年代初的記錄，這個配水庫稱為「九龍

塘配水庫」或「九龍塘調節缸」。約由一九五零年代中期開始，配水

庫稱為「深水埗調節缸」。食水從九龍水塘 (最高水位為法定基準線

上 448 呎 )往大埔道沙濾池 (最高水位為法定基準線上 290 呎 )，經過

濾及減壓後，直接供用戶使用。剩餘的食水將輸往九龍塘配水庫 (最
高水位為法定基準線上 255 呎 )儲存，直至需求回升到需要使用庫存

的水平。因此，配水庫是設計作調節缸之用。上述所有過程均藉重

力自流方式完成。  
 
一九零六年，九龍重力自流供水系統工程續有進展，在臨時設

備配合下，食水可以儲存於配水庫；即使整個工程仍未完成，新系

統已於同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開始運作，同時亦保障市民的生命財

                                                 
 
13 此外，九 龍城會 興建 另一 個配水 庫， 那麼即 使該 處與 紅磡之 間的 兩公里 主水 管出 現故障 ，

供水仍能 持續， 而紅磡 當時 已建有配 水庫。     
 
 
14 同盛建築公司 由吳子 楚， 又名吳義 保 (1 8 6 9 年  –  日佔期間 )和其 弟吳子 美 (1 8 8 1  –  1 9 39 年 )
創立。吳子美 為著 名的慈 善 家，例如他捐 款在 沙田排 頭 村興建門 診診所， 亦免費 向 貧困家

庭的死者 施棺。 沙田大 涌橋 路吳園 (三級 歷史建 築 )為 吳 子美的私 人住宅 。   
 
15「一九零 三年工 務局局 長報 告」，《香 港立法 局文件 》 (1 9 0 4 )。  
 
16「一九零 四年工 務局局 長報 告」，《香 港立法 局文件 》 (1 9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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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免於火災。工務局局長於一九零六年的報告中指出，已沿著新水

管安裝了 22 個消防栓，17 是九龍首次安裝消防栓。一九零七年，沿

著九龍的既有水管，再安裝 109 個消防栓。 18 到了一九一零年輸水

系統的擴建工程完成後，政府更於同年再安裝多達 158 個消防栓。
19 

 
根據政府記錄，前深水埗配水庫曾於一九三八年因嚴重漏水而

停用。其後，日軍佔領香港 (1941 – 1945 年 )。根據當時的記錄，九

龍塘配水庫由「石及煉瓦造」(「煉瓦」，即磚 )，用作「調整池」。戰

後水務設施得以修復，當中包括九龍塘配水庫，於一九五一年維修

後重投服務，後於一九七零年停止運作，被石硤尾食水配水庫取代。

前深水埗配水庫與九龍水塘是歷史上緊緊連繫的水務建築群，見證

了九龍的發展及供水歷史。  
 

前深水埗配水庫呈環狀設計，直徑約 150 呎 (約 45.7 米 )，高約

22 呎 6 吋  (約 6.8 米 )， 20 佔地約 1 600 平方米。根據水務署的資

料，混凝土拱形天花由五邊形花崗岩墊石、多排紅磚拱券及 108 條

石柱支撐。石柱由石磚 (24 x 18 x 12 吋 )築砌。 21 拱頂、拱券及支柱，

以仿羅馬土木工程方式建造， 22 最高水位為法定基準線上 255 呎。

在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年間曾進行主要的改建，根據一九五一年的

記錄圖則，當年新建一道厚 150 毫米的混凝土圍牆 (又稱環狀牆 )，
而原有牆體及新牆之間的空間以含有 7%水泥的壓實土填料填滿。經

改動後，配水庫最高水位由法定基準線上 255 呎降至 249 呎，儲存

高度亦由 20 呎 6 吋 (約 6 米 )降至 15 呎 (約 4.5 米 )，容量則由 218.3
萬 (約 9 900 立方米 )減至約 107.4 萬加侖 (或約 4 800 立方米 )。另一

方面，根據開挖調查顯示，新牆以鋼筋混凝土建成，地台底層鋪有

疏水層以排去多餘水分，中間一層是混凝土，面層則以瀝青覆蓋。  
 
在二零二一年一月實地視察時，該處除了磚拱、石柱，以及混

凝土拱形天花及牆壁外，還可看見其他與該配水庫運作相關的構件，

包括配水庫頂的排氣管及通風井、進出水管、溢流管、一條連接排

水管，用作在維修工程開展前把所有食水排走的半圓形渠、用以操

建築價值  
 

                                                 
17「 一九零六年工 務局局 長報 告」，《香 港立法 局文件 》 (1 9 0 7 )。  
 
18「 一九零七年工 務局局 長報 告」，《香 港立法 局文件 》 (1 9 0 8 )。  
  
19「 一九一零年工 務局局 長報 告」，《香 港政府 行政報 告》 (1 9 1 0 )。  
 
20 食水從九 龍水塘 經大埔 道 沙濾池再 以重力 自流方 式輸 送至九龍 塘配水 庫，三 者的 最高水位

分別為法 定基準 線上 4 4 8 呎、 2 9 0 呎及 2 5 5 呎。   
 
21 1 9 5 1 年的記錄圖則只標 示 了石磚的 長度及 高度， 1 2 吋 的高度是 水務署 提供。  
 
22 半圓拱券 (semi-circular arch)是羅馬建築 的重要 特色。前深 水埗配水 庫內的 小半圓 (minor segmental) 
拱頂及拱 券分別 以混凝 土及 磚塊建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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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浮球閥的靜水井、飾有拱石的進水口 (現已封堵 )及暗渠構築物。   
 

    前深水埗配水庫與鄰近的歷史建築，包括二級歷史建築美荷樓、

前北九龍裁判法院、嘉頓有限公司建築和寶血會女修院；以及三級

歷史建築寶血醫院，還有聖方濟各堂及英文小學等，實為該區民生

的縮影。  
 

組合價值  
 

前深水埗配水庫屬地底水務設施，在一九七零年停用，過往地

區人士或對它的認識有限。雖然如此，它是九龍首個重力自流供水

系統的一部份，為供應可安全飲用的食水、改善衞生及促成消防栓

的設置擔當了重要的角色。此外，配水庫位處的山丘，別稱「主教

山」或「窩仔山」，具一定的社會價值和地區價值。這山丘亦曾為寮

屋區，臨時安置約發生於一九五六年的深水埗大火的災民。及至一

九七二年，該寮屋區約有 1 900 人口，他們獲分配公屋後遷出。  
 

     配水庫位處的山丘的別名「主教山」，與巴色差會早於一八九八

年在新九龍內地段第 1 號的建立的首個教會基地有關，是新九龍發

展的歷史印記。  
 

社會價值和

地區價值  
 

配水庫唯一一次的重大改動，是在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年間建

造新圍牆，但無損一九零四年落成時的原貌。此外，四條石柱及磚

拱在二零二零年十二月的工程中被移除，受影響的構件已獲保存作

日後修復之用。  
 
前深水埗配水庫的拱頂、拱券及支柱以仿羅馬土木工程方式建

造，保持原貌程度極高。石柱和磚砌拱券，結合混凝土拱頂天花，

造就了這個面積約 1 600 平方米的一九零四年配水庫，較一八九四

年建成的前油蔴地配水庫 (約 163 平方米 )大十倍。該址現時仍保留

著重要的功能性構件，例如排氣管、通風井、進出水管、靜水井、

半圓形渠、排水管、飾有拱石的進水口，以及暗渠構築物。  
 

保持原貌程

度  

前深水埗配水庫在同類建築中十分罕有，極具文物價值。首先，

配水庫於一九零四年落成，位於深水埗內靠近界限街以北的地方，

見證了新九龍重要的歷史發展。此外，配水庫不但是本港現存歷史

最悠久的配水庫之一，亦是在九龍繼前油蔴地配水庫現存第二個歷

史最悠久的配水庫。它曾是九龍首個重力自流供水系統中不可或缺

的一環。在香港島，薄扶林水塘（建於一八六三至一八七七年間）

是首個採用重力自流供水系統的水務設施。在九龍，重力自流供水

系統於一九零六年啟用，是九龍供水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罕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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