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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打鼓嶺鳳凰湖 24 及 25 號村屋  
文物價值評估報告  

 
打鼓嶺鳳凰湖 24 及 25 號村屋相信約建於一九二零年代。

鳳凰湖可見於一六八八年康熙版的《新安縣志》；雖然鳳凰湖在

一八一九年嘉慶版的《新安縣志》被形容為客家村，但該村當

時有本地及客家居民。 1  現時，鳳凰湖仍是打鼓嶺六約成員之

一，六約由打鼓嶺的本地及客家村落於十九世紀末共同成立。 2 
 
易氏 (本地人 ) 3 最先定居鳳凰湖，其後楊氏 (本地人 )及吳氏

(客家人 )遷入。清初，易氏第十一世祖易光倫祖由廣東省鶴山遷

居至元朗大棠白沙村， 4 但大棠的土地及資源不足以養活全村

村民，易氏部分族人遂遷居鳳凰湖，以種植稻米、甘蔗及蔬菜

為生。二零二二年，在香港的易氏族人中，最年輕的是第二十

三傳的成員。  
 
24 號現位於丈量約份第 82 約補租地段，第 T13 號 B 分段

的第 4 小分段之 C 分段的土地上。一九一零年三月二十二日的

集體政府租契是補租地段第 T13 號現存最早的官方記錄，該地

段於一九一二年後細分為 A 至 G 分段。補租地段第 T13 號在這

份集體政府租契被記錄為「廢置土地」。 5 
 
25 號現位於登記為丈量約份第 82 約鳳凰湖地段，第 15 號

B 分段的土地上。一九零五年三月二十七日的集體政府租契是

鳳凰湖地段第 15 號現存最早的官方記錄，該地段於一九三三年

細分為 A 和 B 分段。鳳凰湖地段第 15 號在這份集體政府租契

被記錄為「屋宇地段」。 6 
 

歷史價值  

                                                 
1 遷海令在 清初一 六六二 至 一六六九 年間實 施。遷 海令 廢除後，由於遷 移已造 成大 量傷亡，

而且 長 期 荒廢 的 田 地已 變 得 十分 貧 瘠 ，導 致 無 法耕 作 ， 返回 原 居 地的 人 不 多。 清 朝 在一

六八四年 (即 康熙二 十三年 )鼓勵廣東、福建 及江西 省的 村民移居 香港。那些在 遷海 令廢除

前已定居 香港的 氏族被 視為 原居民 (本地 人 )，而那些 後 來才定居 香港的 則稱為「客 籍人」

(客家 人 )。  
 
2 打鼓 嶺 六 約由 多 個 村落 組 成 ，包 括 鳳 凰湖 、 老 鼠嶺 、 坪 洋、 簡 頭 圍、 上 山 雞乙 、 下 山雞

乙、李屋村、週田、得月樓、香園圍、木湖、大 埔田、竹園、新屋 嶺、羅 湖、瓦窰 下、禾

徑山、坪 輋、塘 坊、瓦 窰及 松園下。  
 
3 根據土地 記錄， 姓氏「 易」 的英文拼 法為 “Yik ”或 “Yick ”。  
 
4 易氏 (本地人 )在清 初由鶴 山 移居元朗 白沙村，部分 族人 其後遷居 鳳凰湖。楊氏 (本 地 人 )先

從惠州移 居深圳 ，之後 由深 圳移居沙 頭角鎖 羅盆， 部分 族人其後 在道光 年間 (1 8 2 1  -  1 8 5 0
年 )由 鎖羅盆 遷居鳳 凰湖。 吳氏 (客家人 )，在 十九世 紀 末由沙頭 角沙欄 下遷居 鳳凰 湖。  

 
5 土地註冊 處有關 丈量約 份第 8 2 號補租地段第 T1 3 號的 集體政府 契約。  
 
6 土地註冊 處有關 丈量約 份第 8 2 號鳳凰湖地段 的集體 政府 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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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鳳凰湖易氏父老所述，祖父輩於十九世紀末在美國從事

洗衣店工作，村屋是由他們匯款回家興建的。由於沒有任何官

方記錄證實 24 及 25 號村屋建造歷史，因此無法確定它們的確

實建造年份。一九二四年的高空照已可看到 25 號，但仍未見到

24 號；但一九四五年的高空照就看到 24 號已經存在。易氏父

老在二零二二年的訪問中表示相信 24 號約建於一九二零年代。 
 
易氏兒子輩在一九六零年代移居英國，以尋找更好的機會，

孫兒輩則於一九七零年代跟隨。易氏在清明節回村祭祖時，會

在村屋暫住約一星期，重陽節時也是暫住一星期。 7  這樣在村

屋短暫居住的情況持續了幾十年，直至大約二零一八年為止。  
 
這兩間村屋是由以丁、順磚築砌的清水磚牆建造，牆體支

撐着由木椽、木桁樑及屋瓦築砌的金字瓦頂。 8   
 
    24 號原為兩個單位，其後合併。正門保留了花崗石門框、

趟櫳、雙扇木門，以及在地上及門楣上的花崗石條 (分別配以正

方形和圓形槽孔 )。兩個單位的女兒牆和簷篷仍保留飾有花卉、

水果和雀鳥等圖案的灰塑。不過，西面的入口已用青磚封上及

加建玻璃窗戶；此外，分別設於側立面及背立面的兩個及四個

窗戶，均已用水泥改建。上層兩個窗戶仍保留以灰塑裝飾的簷

篷，但窗戶已被擴大。  
 
    至於 24 號的內部佈局，前進設爐灶和浴室，進深是客廳，

最後是睡房及閣樓。前進蓋有水泥平頂，客廳及睡房則以金字

瓦頂鋪蓋。屋頂之間的高度不一，因此可加設窗戶，作自然採

光和通風。根據實地視察，前進建有水泥平頂部份相信是後來

加建的。  
 

24 號是由兩個單位合併而成，因此對建築曾作改動。兩個

單位的前進之間的間牆打開了通道；東面單位 (即與 25 號相連

的單位 )的爐灶與浴室被移除，只保留了西面單位的爐灶與浴

室。雖然兩個單位皆設有閣樓，但只有東面單位的內部整體佈

局保持不變，即由前進、客廳和睡房組成；9 但西端單位只有前

進和睡房。  

建築價值  

                                                 
7 根據 易 氏 父老 所 述 ，祖 先 訂 立的 其 中 一條 祖 訓 就是 不 得 在香 港 興 建祠 堂 。 因為 他 們 希望

後代 會 回 到鶴 山 ， 在祖 先 的 墓前 拜 祭 ，同 時 跟 其他 易 氏族人 見 面 ，從 而 維 持易 氏 宗 族的

凝聚力和 團結。  
 
8 鄉中父老 表示青 磚和屋 瓦都 是在內地 製造的 。    
 
9 在東端單位的 客廳可 以見 到用來去 除穀粒 外殼的 花崗 石板和腳 踏碓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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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號只有一個單位。根據實地視察，蓋有水泥平頂的前進

是加建的。正立面上方的水泥平頂由短牆和簷篷圍住，飾以花

卉、水果和雀鳥等灰塑。正門門口曾作改動，已移除花崗石門

框、趟櫳、木門、花崗石地台和頂磚 (分別配以正方形和圓形槽

孔 )。地下層於正立面和背立面各設一窗戶，被水泥改建的痕跡

仍然可見。  
 
    25 號內部佈局是前進設有爐灶與浴室，進深為客廳，最後

是睡房和閣樓。客廳設有神龕，前進鋪以水泥平頂；客廳及睡

房則築有金字瓦頂。屋頂之間的高度不一，因此可加設窗戶，

作自然採光和通風。  
 

    鳳凰湖於一九五一至二零一二年間屬邊境禁區，限制公眾

出入。不過，24 號和 25 號作為易氏私人住宅，對該村村民而言

具有一定的社會價值。  
   

社會價值和  
地區價值  

    鳳凰湖 24 號和 25 號與村內其他已評級的歷史建築，包括

35 號至 37 號村屋、吳氏宗祠及楊氏宗祠 (全為三級歷史建築 )，
形成組合價值。  

 

組合價值  
 
 

    這兩間村屋見證了易氏早年移居鳳凰湖的歷史，以及該村

的歷史發展，因此具有一定的文物建築價值。它們亦是新界傳

統村屋的典型例子，青磚、門、趟櫳、簷篷的灰塑和瓦頂仍然

保存。雖然前進有被加建，但村屋大致保留了原來外貌。  
 

文物建築價

值、保持原貌

程度及罕有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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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九龍城賈炳達道 99 號  
李基紀念醫局  

文物價值評估報告  
 

李基紀念醫局由九龍城區街坊福利會與政府於一九五一至

一九五二年共同興建設立，目的是為了應付九龍城因人口增加

而隨之而來的醫療需要，並代替在日佔時期因擴建啟德機場而

被日本破壞的舊醫局。  
 
一九五一年四月，九龍城區街坊福利會監事長李耀祥 (一八

九六至一九七六年 ) 1 建議興建醫局。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政府

承諾批出土地和支付一半的建築費，餘下一半則由李耀祥夫婦

捐出。醫局以李耀祥已故父親李基命名，作為紀念。  
 

歷史價值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醫務總監楊國璋醫生為醫局

奠基。奠基石上刻有「基礎永固」及「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

四日」字樣，現仍可在主入口附近看到。醫局由時任輔政司柏

立基爵士在一九五二年四月四日開幕。醫局日常營運及開支由

政府負擔，反映政府與慈善機構的伙伴合作。  
 

 

李基紀念醫局由周李建築工程師事務所設計， 2  為單層公

立醫局，曾設兩個診症室、兩個換藥室、一個兒童福利室、一

個藥房及一個服務室等醫療設施。昔日醫局特別之處是提供婦

產科服務，設施包括兩個助產士室及一個護士室。醫局前方舖

有通道，將賈炳達道正門閘口與設於正面遊廊的入口連接。進

入醫局見到的是位於中央的偌大候診大堂，可通往所有房間；

圍牆與正立面之間曾有露天草坪；衙前塱道側面入口可通往婦

產科候診室。約於一九六一年前，醫局前面加建了有蓋行人道，

連接賈炳達道正門閘口與遊廊，讓求診人士可在有蓋地方排隊

輪候。  
 
李基紀念醫局以鋼筋混凝土建成，設計受現代建築主義影

響，從空間布局看到建築物不規則外形是受所需要的功能影響。

建築價值  
 

                                                 
1 李耀祥為 本港的 著名商 人 及慈善家，在 一九二 零至一 九四零年 代擔任 廣華醫 院、東華醫

院及保良 局總理。他 在一九 四九年、一九 五二年 及一九 五八年先 後獲頒 授員佐 勳章、官

佐勳章及 司令勳 章。  
 
2 周李建築 工程師 事務所 由周 耀年和李 禮之在 一九三 三年 成立。周耀年 畢業於 香港大 學，

持有理學 士 (工程學 )學位，李禮之則 在英國 接受建 築師 訓練。他們是 香港第 一代華 人建

築師。在日佔 時期 (一九 四 一至一九 四五年 )前，周 李 建築工程 師事務 所是香 港著 名的華

人建築事 務所，在行內 具有 領導地位。周耀 年和李 禮之 的作品包 括銅鑼 灣聖馬 利亞 堂 (一
九三七年 )、 跑馬地 藍塘道 9 2 號 (一九五 零年 )、香 港大 學校長寓 所 (一九五 零年 )及 赤柱

大街 8 6 號 (一九 五一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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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診大堂四周的高窗、曾面向正立面前露天大草坪的深闊遊廊，

以及所有房間的窗戶，都是為室內提供良好的對流通風及充足

自然光線而設。除了功能的考慮，醫局的流線型輪廓可從側面

入口弧形牆體及一對圓柱可見。   
 
該醫局曾在一九七零年進行大規模的改建，婦產科設施改

建為牙科診所 (包括三間牙科手術室及一間 X-光室 )；服務室改

建成辦公室；有蓋行人道的西面被封，以加設室內空間，為長

者提供醫療服務。此外，正立面的遊廊也被封上，以在藥房門

外增設等候區、繳費處和負壓房；部分候診大堂被間成兩個房

間。此外，內部主要以批盪牆壁及瓷磚裙腳作修飾；天花則以

梯級狀批盪飾線為裝飾。門窗雖已換上現代物料，但部分早期

的木氣窗仍清晰可見。  
 

李基紀念醫局一直為九龍城居民提供醫療服務，對區內居

民有着一定的社會價值及地區價值，多年來提供的醫療服務包

括普通科門診服務、牙科保健、美沙酮治療、社會衞生及母嬰

保健等。  
 

社會價值和  
地區價值  
 
 
 

醫局附近的法定古蹟和已評級歷史建築包括九龍寨城公園

內的九龍寨城南門遺蹟和前九龍寨城衙門、九龍城侯王古廟 (均
為法定古蹟 )、九龍嘉林邊道 45 及 47 號伯特利神學院 (二級歷

史建築 )、侯王廟新村 31 至 35 號、衙前塱道 24 號，以及侯王

道 1 號及 3 號 (均為三級歷史建築 )。  
 

組合價值  
 
 

李基紀念醫局的興建，印證九龍城在二次大戰後人口增長

和醫療服務需求日增的歷史，因此對區內居民而言，具有文物

建築價值。不過，醫局多年來經歷多次翻新，加上曾因服務改

變而進行改建工程，破壞了原貌程度。  
 

罕有程度、文

物建築價值及

保持原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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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嶼山大澳大澳太平街 112 號  
永助聖母小堂  

文物價值評估報告  
 

位於大澳太平街的小堂建於一九三七年，現名為永助聖母

小堂。 1  前永助學校的校舍則在一九六一年興建，屬於小堂的

擴建部分。天主教在大嶼山傳教的歷史，可追溯至一九二零年

代初，意大利的宗座外方傳教會的神父開始在大澳傳教。當時

有一所小堂暫設在出租住宅內，由長洲堂區管理。約於一九二

三年，宗座外方傳教會的穀祿師神父 (一八九二至一九八零年 )
在現址興建教堂，並在該處開辦一所小學，名為育智學校，擔

任校監，希望為大澳的兒童提供更多接受教育和學習天主教道

理的機會。小堂不幸於一九二五年被颱風吹毀，因此教學改在

鄰近住宅進行，直至一九三七年為止。  
 
一九三七年，宗座外方傳教會的何達華神父 (一九零一至一

九七二年 )在同一地點興建樓高兩層的新教堂。該教堂奉永助聖

母為主保，因而名為永助聖母小堂，由長洲堂區的花地瑪聖母

堂管理。在上層的小堂可容納一百人。彌撒及喪禮也在該處舉

行。前稱育智學校的小學易名為永助學校，在地下兩個課室上

課。一九三八年，該校成為資助學校，並由何達華神父擔任校

監。一名在一九四一年入讀該校的校友，在二零二二年接受訪

問時憶述，該校開辦的科目包括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

常識 (包括地理及天文 )、尺牘、體育及聖經。   
 
然而，在小堂及學校啟用五年後，進入日佔時期 (一九四一

至一九四五年 )。可幸的是，據當地的父老憶述，日佔時期大澳

的生活大致平靜。雖然所有意大利神父撤離大澳，但小堂並無

受到破壞，所有木器得以保存下來，只失去了部分銅器 (例如聖

爵及燭台 )。學校只在日佔初期短暫關閉，在一九四二年重開，

但只教授日文及乒乓球。一九四五年，學校在來自宗座外方傳

教會的新任校監潘崇理神父 (一九零三至一九八一年 )的監督

下，全面復課。  
 
一九五零年，為應付日益增長的學生人數，在上層的教堂

也成為上課的地方。一九六一年，宗座外方傳教會的陸之樂神

父 (一九二五至二零一二年 )進一步擴建學校，興建現存樓高三

歷史價值  

                                                 
1  小堂的中 文名稱 原為「 永助 聖母堂 」，在 一九五 四至一 九 六五年易 名為「 聖母永 助小 堂」，

但在一九 六六年 改回「永 助 聖母堂 」。一九 七九年 七月一 日，小 堂改 用「 永助聖 母小 堂」

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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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的建築物。建築物內設六個課室，與小堂大樓互相連接。此

外，小堂大樓亦進行翻新，地下用作學校禮堂。新校舍在一九

六二年六月十一日獲白英奇主教祝聖。祝聖儀式後，主教在小

堂主持彌撒。  
 
前永助學校設有上、下午班。根據一九六一年的政府報告，

新校舍落成後，上、下午班的學額各由 145 個增至 270 個 (即增

加 125 個 )。 2 於一九五零年代末至一九六零年代初在該校就讀

的舊生憶述，戰後新增兩個科目，即社會 (取代常識科 )及健康教

育。  
 
大澳有五間小學，前永助學校是其中之一。 3  據說該校是

大澳最受歡迎的小學，原因有二。首先，該校位於大澳太平街，

即大澳的社會及經濟樞紐。大澳由一沿海平地及一小島組成，

中間有大澳大涌這條水道分隔。 4  大澳太平街和大澳永安街位

於沿海平地，石仔埗街、大澳街市街、吉慶街及吉慶後街則是

島上的主要街道。前永助學校位於沿海平地，位置便利，學生

可省卻乘坐橫水渡過大澳大涌的費用。此外，該校師資優良，

學生的學業及體育成績出眾，校譽甚佳，吸引區外兒童報讀。

舉例來說，住在水口和貝澳的兒童也在該校就讀。  
 
永助聖母小堂在一九六五年歸大澳堂區管理，後於一九七

九年七月一日成為獨立堂區。居住在大澳的神父同時照顧梅窩

的彌撒中心。一九八零年九月八日，永助聖母小堂附屬於梅窩

主顯堂區。多年以來 (一九二零年代初至一九九零年代初 )，宗座

外方傳教會 (PIME)的神父一直服務小堂和學校。 5  接任的是無

玷聖母獻主會 (OMI)及其後的天神之后傳教女修會  (MNDA)。
由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一日起，聖母聖心愛子會神父一直服務主

顯堂區。 6   
                                                 
2  「教育、社 會福利 及救濟 服 務」，新 界民政 署長公 布的 一九六零 至六一 財政年 度《 香港

年度部門 報告》 (香港：政府 印務局局 長，一九 六一年 )，第 X I 章 附錄 I I I，第 1 2 8 頁。  
 
3 其他的小 學為：  
 

( i )  大澳街市 街大澳 小學， 一九 二五年開 辦，現 時仍在 運作 ；  
( i i )  大澳街市 街大澳 民權學 校， 一九四零 年代開 辦，一 九六 四年關閉 ；  
( i i i )  大澳太平 街大澳 漁民子 弟學 校，一九 四五年 開辦， 一九 八六年關 閉；以 及  
( i v )  石仔埗街 大澳公 立學校 ，一 九六四年 開辦， 一九九 九年 關閉。   

 
「大嶼山 鄉村學 校」<h t tp : / / www.h k h ik ers . c om/ Vi l la g e%2 0 sch ool s%2 0 -%2 0 Lan tau .h tm> ,  
在 2 0 2 2 年 4 月 1 9 日參閱。  
 

4  大涌橋在 一九九 六年落 成之 前，要橫 渡水道 便須使 用小 艇服務。  
 
5  除了穀祿 師神父、何達 華神 父、潘崇 理神父、陸之樂 神 父外，其 他的宗 座外方 傳教 會

神父還有 利仁慈 神父、 夏敏 達神父、 羅友勝 神父、 李安 諾神父及 馬廸理 神父。  
 
6 主顯堂區 包括大 澳永助 聖母 小堂、梅 窩主顯 小堂及 坪洲 和平之后 小堂。   

http://www.hkhikers.com/Village%20schools%20-%20Lantau.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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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鹽業及稻米種植曾是大澳當地的經濟支柱，但隨着

很多本地居民遷往市區以改善生計，這些行業自一九七零年代

起日漸式微。大澳人口由一九七九年的 12 000 人下降至一九九

一年的 2 897 人，繼而再下降至一九九六年的 2 223 人， 7 前永

助學校的入學人數亦無可避免地同時減少。該校在二零零二至

二零零三學年的入學人數只有三十二人，最終在二零零三年停

辦。 8  永助聖母小堂在二零二二年約有教友三十人，包括一名

剛在四月受洗的八十歲女士。 9  小堂每逢周六早上十時舉行廣

東話彌撒，周日下午五時則舉行英語彌撒。昔日在地下的課室

現在用作辦公室、飯堂和聖物部。上層的房間則用作祭衣房、

祈禱室、活動室及避靜參加者房間。   
 

    一九三七年，永助聖母小堂的設計展示了小堂受新歌德式

建築風格的影響，建築特色包括一樓周圍的尖拱窗，以及向南

正面外牆的玫瑰窗。正門入口兩側有一對窗戶，上方有半圓形

頂罩。正面外牆由右至左見學校名稱「永助學校」和小堂名稱

「天主堂」。小堂前方的圍牆設有入口，入口處有一對長方形柱，

上方豎立了十字架。入口處兩側的圍牆輕微彎曲至柱頂。    
 

一九六一年，一幢三層高的校舍和一幢兩層高的副樓落

成。小堂亦進行了翻新工程，大部分的裝飾特色被拆掉，包括

一樓窗戶上方的尖拱、玫瑰窗及正門入口上方的半圓形頂罩。

不過，小堂外部一些裝飾特色獲保留，包括山牆上的短柱連頂

部圓球、山牆頂部的十字架，以及圍繞屋頂邊緣的灰塑簷楣。  
 
小堂設於小堂大樓一樓，學校禮堂則位於地下。地下的泥

地磚已換成現代地磚，但禮台仍飾有呈格狀分布的紙皮石。正

立面建有樓梯，連接地下與小堂。金字屋頂鋪有波紋板，由木

桁架和混凝土桁樑支撐。該處原有的泥地磚保持完好。雖然地

下和一樓的入口大門已經更換，但一樓的木板門連氣窗狀況良

好。小堂內部是南北向，跟隨梵二後的典型聖堂布局，即祭台

設在聖所內一個升高的平台上，面向會眾。位於聖所牆端的祭

台以科林斯式柱子及苜蓿圖案裝飾。  
 
校舍建有一個小鐘樓，屋頂為攢尖頂設計，並立有十字架。

建築價值  

                                                 
 
7  《大澳永 助學校 六十週 年紀 念》  (香港： 德文印 刷公司 ，一九九 七 )，第 2 1 頁。  
 
8  「夕陽下 的永助 學校 」，《 教城校園 報》，第 2 期，二 零零三年 六月六 日 ;  

 
9  古蹟辦於 二零二 二年四 月八 日與永助 聖母小 堂的長 者進 行的口述 歷史訪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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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條屋脊斜向下方延展，末端有翹角，屋頂邊緣則以弧形紋飾

點綴。攢尖頂每邊各有一個心形灰塑圖案。此外，校舍平屋頂

的四個角落分別飾以卷雲圖案。小鐘樓和平屋頂的裝飾是在一

九六七年之前增添，是引人注目的建築特色，增加了建築物的

美感。鐘上刻有「OUR LADY OF PERPETUAL HELP PRAY FOR US」
字樣。原先的小堂於一九二五年被颱風吹毀，該鐘是當年從瓦

礫中尋回。屋頂一角的煙囱亦保存完好。校舍內部主要飾以紙

皮石牆裙。樓梯間的木板門連氣窗，以及各個房間的木門，均

狀況良好。  
 
副樓地下主要容納廁所和附屬設施，神父宿舍設於上層。

神父宿舍原有的泥磚狀況良好。  
 

    儘管學校已經停辦，而教友人數多年來亦逐漸減少，但該

處對區內居民而言，仍具有社會價值。昔日的教員、校友，以

至當地居民，提到學校時仍津津樂道。當年學校舉行的運動會、

聖誕聯歡會及其他活動，偶爾獲報章報導。一些校友憶述，自

己當時以身為「永助學生」為榮。更重要的是，除了宗教活動

和喪禮外，學校和小堂大樓提供的社區服務，令該處的社會價

值得以保持。舉例說，多年來每當大澳遭遇嚴重水災或颱風侵

襲 (最近一次為二零零九年 )，學校和小堂的上層便會用作緊急

收容中心。在該處舉辦的活動，諸如為長者派餐與賀壽、為兒

童提供鋼琴課程、舉辦文化展覽，以至為居民舉行音樂、舞蹈

及粵劇表演，皆切合當地社區的需要。  
 

社會價值和  
地區價值  

    從永助聖母小堂和前永助學校，可步行前往在大澳的其他

歷史建築，包括寶珠潭的楊侯古廟 (法定古蹟 )、關帝古廟 (二級

歷史建築 )、天后古廟 (三級歷史建築 )、吉慶後街 95 號 (二級歷

史建築 )、石麟閣 (三級歷史建築 )、永慶火油倉 (三級歷史建築 )，
以及舊大澳警署 (二級歷史建築 )。  

 

組合價值  
 
 

永助聖母小堂及前永助學校具有文物建築價值，是天主教

會傳教活動和教育在大澳發展的歷史印記。再者，小堂和校舍

提供的社會服務，維持着它們與區內居民之間的連繫。小堂在

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間曾經歷大幅度改建，但小堂與前校舍

的外觀大致上互相協調。它們最近一次翻新工程於二零一二年

進行，主要包括重新粉飾牆壁，以及為小堂屋頂鋪設新的防水

膜。內部布局、建築物外形和建築特色 (例如鐘樓、短柱連頂部

圓球、十字架，以及灰塑簷楣 )均保存完好。  
   

文物建築價

值、保持原貌

程度及罕有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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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大埔深涌  
三王來朝小堂  

文物價值評估報告  
 
 
三王來朝小堂位於西貢西岸的客家村落教堂圍，1 教堂圍是深

涌五圍之一。原有的小堂建於一八七九年，是西貢最早落成的天主

教教堂之一，現時的小堂於一九五六年在原址重建。  
 
一八四一年，羅馬天主教會在香港成立宗座監牧區， 2 天主教

會自始在香港傳教。早在一八六零年，香港宗座監牧區已負責新安

縣（包括現時新界）的傳道工作。和神父（Rev. Simeone VOLONTERI，
1831–1904 年）和柯神父（Rev. Gaetano ORIGO，1835–1868 年）自一八

六零年代開始到訪大埔和西貢，展開他們的傳教之旅。和神父於一

八六六年繪製的《新安縣全圖》，記錄他曾到訪村落的名稱和位置，

當中便包括深涌。  
 
和神父（Rev. Luigi PIAZZOLI，1845–1904 年）是最早在深涌宣教

的傳教士。一八七零年代初，他從大埔汀角的傳教站轉往西貢的客

家村落，開展在深涌的傳教工作。一八七九年，首座三王來朝小堂

於今日小堂現址落成。隨着傳教工作持續進行，深涌的天主教徒人

數亦有所增加。  
 
天主教神父不但照顧深涌村民的心靈需要，同時也興辦學校，

為村中兒童提供教育。教會在三王來朝小堂內設立學校，名為「公

民學校」，建校的年份可追溯至一九三零年代。 3  
 
現時的小堂暨學校建於一九五六年，以取代日久失修的舊小堂

和學校。白英奇主教（Bishop Lorenzo BIANCHI，1899–1983 年）於同年

主持新小堂和公民學校的祝聖開幕儀式。建築物外牆上的「公民學

校」題字，是由為新界地區培訓小學教師的大埔官立漢文師範學校

校長陳本照所題。   
 
然而，小堂重建後僅數年，隨着村內人口增加，公民學校已無

法為所有適齡學童提供學位。政府遂於一九五九年在石頭峴另建一

所新校，名為深涌學校，公民學校其後於一九六零年代初停辦。儘

歷史價值  
 

                                                 
1  深涌五圍的其他四圍包括包籬仔、石頭峴、灣仔及灣肚。  
2  一般來說，「宗座監牧區」是直屬教廷傳信部的最雛型傳教區，通常由一位神

父擔任宗座監牧。香港宗座監牧區在一八七四年升格為宗座代牧區，一九四

六年再升格為教區。香港天主教教區檔案網站，「歷任監牧、代牧及主教」

<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Succession%20Line/SL-Index.htm>，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

十六日存取。  
3 一份一九五七年的政府檔案，記載當時三王來朝小堂內的公民學校，為深涌

兒 童 提 供 小 學 教 育 長 達 二 十 五 年 ， 顯 示 公 民 學 校 約 建 於 一 九 三 二 年 。

(HKRS1690-1-178, “Proposed Sham Chung Public School” – Application Form – Building for New 
Schools, Extensions, School Sites etc.，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九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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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公民學校停辦，小堂在一九六零至七零年代仍繼續舉行天主教崇

拜活動，仍然是村民參與彌撒、祈禱及聚會的地方。  
 
自一九七零年代開始，不少深涌村民移居海外或遷往市區。至

一九八零年代初，由於鄉郊小堂的使用率持續下降，時任天主教香

港教區主教胡振中（ 1925–2002 年）便建議溫以政神父成立營地小組，

把位處偏遠地區的小堂包括三王來朝小堂，改建為公教營地，以供

天主教教友、公教童軍及神職人員作退省宿營之用。至一九九零年

代末，深涌營地關閉，三王來朝小堂自此空置至今。   
 
三王來朝小堂為單層建築，內部劃分為兩大空間，用作學校和

小堂。甫進入建築物，便是公民學校的課室，並設有教員室；高樓

底的設計讓課室上方可加建閣樓，供昔日神父留宿之用。建築物後

半部分是小堂，呈東西向。聖所位於高台上，祭台則設於西端的中

央。建築物後方的小型建築是小堂的附屬廚房。建築物前方是露天

空間，相信是為了讓學校可從南向窗戶採光，而採用前學校後小堂

的布局；小堂靠近後方的山坡，也可享有相對隱蔽和寧靜的環境。 
 
三王來朝小堂的設計簡單、樸實，以實用為主，裝飾不多。建

築物以山牆為正立面，是西式教堂建築的典型特色。拉丁十字架矗

立於山牆頂端，閣樓設兩個小窗戶，窗戶上方有一小口，是昔日用

來懸掛銅鐘之用。正立面寫上「公民學校」和「天主堂」，顯示建

築物的用途。建築物四周立面建有外延屋簷，屋簷下設多個排列整

齊的窗戶。規律地分布的窗戶、深闊的屋簷，以及實用的設計風格，

反映受現代主義建築風格的影響。  
 
小堂採用了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梵二，一九六二至一九六

五年）前典型天主教聖堂的布局， 4 即祭台依牆而建，神父與會眾

一起面向祭台進行彌撒，聖體欄則設於祭台前兩側，供教徒領聖餐

之用。這些布局反映早期天主教傳統的禮儀。祭台採用梯級式設計，

立面有圓圈，圈內有十字架（金色花蕾十字架上疊有紅色拉丁十字

架）。祭台兩側設有聖櫃和聖井。  
 
建築物的中式金字屋頂，以傳統廣東和客家瓦片鋪砌，由木椽

條及檁條支撐。從建築物料和施工方法，可見小堂也受本地建築元

素影響。  
 

建築價值  
 

三王來朝小堂內部分為前後兩個空間，前面為課室，後面為聖

堂，布局可說是獨一無二，因為其他西貢天主教小堂的附屬學校多

建於小堂旁邊。  

罕有程度、
文 物 建 築
價 值 及 保

                                                 
4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於一九五九年一月宣布召開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 (又稱

「梵二」)。大公會議在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五年間四度於聖彼得大教堂舉行，

雲集世界各地數千名主教，目的是回應教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為教會的運

作帶來改革。會議最終決定對教會的傳統進行大幅變革，以令天主教信仰與

時並進，更貼近現代社會的需要，當中包括接受以拉丁語以外的各種語言進

行彌撒，並將彌撒的儀式變得更為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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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堂保留了大部分建築特色，包括整體外觀、原有的金屬窗戶、

外延的屋簷、正立面外牆上的「天主堂」和「公民學校」題字、懸

掛銅鐘的小口、內部原有的布局、外牆及間隔牆、梵二前的聖堂布

局，包括依牆而建的祭台及聖體欄（雖然從舊照片看到原有的聖體

欄已被改矮）。小堂雖然日久失修，顯得破落，但除了部分木門被

更換外，小堂並沒有經歷大改動，因此，建築物大致保持原貌。  
 

持 原 貌 程
度  

小堂不但擔當向客家社群傳播福音的宗教角色，亦承載着早期

傳教士與當地村民互動的歷史。傳教士除了與村民分享信仰外，亦

致力協助他們改善生活，例如在一八七零年代，當天主教傳入深涌

後不久，和神父（Rev. Luigi PIAZZOLI）便動員村民修築海堤，防止

海水淹沒農田，從而闢出更多耕地，令收成足以養活半條村的人口。

除了協助改善鄉村的經濟外，傳教士亦回應個別村民的需要，例如

提供麵包、麵粉甚至零用錢，以及協助他們尋找工作。  
 
小堂不但見證村民參與宗教活動的熱誠，同時也是村內天主教

徒及非天主教徒的主要聚集點，團結着客家社群，例如村民每年都

會熱烈慶祝三王來朝節。根據《公教報》一九三二年的報道，村內

天主教徒在三王來朝節前夕，籌集金錢購買紙花和旗幟，並張貼對

聯布置小堂。儀式結束後，又會燃放爆竹，屠宰豬隻預備盛宴，全

村均獲邀參與這項盛事，包括天主教徒及非天主教徒的所有村民。

據兩位於一九五零至七零年代分別居於石頭峴及教堂圍的村民憶

述，這項節慶活動一直延續至一九六零年代。村中孩童甚至裝扮成

三王，戴上紙皇冠，在小堂前的空地上演話劇，隨後更會按中國傳

統燃放爆竹和舉行盆菜宴。這些都展現出天主教節慶活動如何與鄉

村傳統習俗互相交織，以及天主教和客家的傳統如何融入深涌的鄉

村生活之中。  
 
據一九五零至六零年代居於教堂圍的村民憶述，雖然神父並非

長駐小堂，每月只往深涌一至兩次主持彌撒，但天主教村民依然主

動每晚及每個周末齊集小堂祈禱。除了定期的天主教主日彌撒外，

神父亦會在小堂主持婚禮及葬禮。村中虔誠的天主教徒堅持按照天

主教儀式進行婚禮和葬禮等人生大事。村民憶述曾有天主教徒村民

去世，其家人堅持必須等待神父到來主持葬禮，為亡魂祈禱後才安

排落葬。這些例子均顯示天主教牢牢扎根於客家社群之中。  
 
教堂圍前居民亦憶述，神父於一九五零至六零年代到村內主持

彌撒的前一晚，會在小堂內留宿，村民會輪流邀請神父到家中晚膳。

他們熱情的款待突顯傳教士與村民的緊密關係，而這種關係是建基

於多年來建立的情誼。  
 

社會價值和  
地區價值  
 
 
 

三王來朝小堂與西貢其他現存的天主教小堂具組合價值，見證

了天主教在西貢客家村落的發展。這些小堂包括鹽田仔聖若瑟堂

（二級歷史建築）、黃毛應玫瑰小堂（二級歷史建築）、赤徑聖家小

堂（二級歷史建築）、大浪聖母無原罪小堂（三級歷史建築）、白沙

組合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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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聖母無玷之心小堂（三級歷史建築）、浪茄聖母聖誕小堂（三級

歷史建築）及北潭涌聖母七苦小堂（三級歷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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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大埔蛋家灣  
崇明學校  

文物價值評估報告  
 

 
崇明學校位於西貢半島北部的蛋家灣的中心點，是聖伯多祿小

堂的附屬學校，小堂座落學校百多米以外的小山上。  
 
天主教信仰早於一八六零年代已植根蛋家灣。一八六五年，和

神父（Rev. Simeone VOLONTERI，1831–1904 年）和柯神父（Rev. Gaetano 
ORIGO，1835-1868 年）初到西貢村落傳教時，途經蛋家灣；和神父

於一八六六年繪製的《新安縣全圖》，便記錄了蛋家灣的名稱和位

置，證明傳教士曾到訪該處。  
 
一八七二年，高主教（Bishop Raimondi TIMOLEONE，1827–1894 年）

到訪蛋家灣，並設立傳教站，當時該處已有十六名天主教徒。一八

七三年，第一座教堂  — 聖伯多祿小堂在蛋家灣落成，後因一八七

四年颱風吹襲而受到嚴重破壞。天主教教區其後於一九零八年與政

府簽署土地協議，以第一座聖伯多祿小堂所在地段，即土地丈量約

份第 271 約第 6 號，換取一幅位於第 366 號的土地，即小堂現址。

同年，教區在這新地段的小山上興建新的小堂。  
 
傳教士亦在蛋家灣設立學校，為兒童提供教育，同時向他們傳

揚天主教信仰。校舍落成年份已無從稽考，但一份一九五七年的政

府檔案記載，學校已屹立約六十年，推斷崇明學校始建於一八九零

年代。一九五九年，由於舊崇明學校有倒塌危險，新校舍在政府資

助下在現址建成。  
 
一九六零年代，蛋家灣的人口隨着漁農業息微而減少，村民大

多遷入市區，或移居海外。據政府記錄，一九六六年只有四戶人家

仍居於蛋家灣，當中僅三名兒童就讀崇明學校。一九六零年代，聖

伯多祿小堂日漸荒廢，崇明學校則於一九六七年停辦。  
 
在一九七零年代末至一九九零年代，由於聖伯多祿小堂殘破不

堪，不宜再用作禮拜場所，溫以政神父遂轉往空置的崇明學校進行

彌撒。一九八零年代初，溫神父獲胡振中主教（ 1925 – 2002 年）委派，

將西貢荒廢的小堂和學校改用作天主教營地；其中崇明學校經翻新

後用作會所，名為「天主教會所」，供天主教信徒使用，直至一九九

零年代末停用為止。  
 
一九八四年，基督教信義會芬蘭差會（Finnish Evangelical Lutheran 

Mission）在蛋家灣設立福音戒毒中心，幫助毒癮人士。聖伯多祿小堂

於一九九七年重建，並租予該會用作禮拜場所及戒毒中心，名為靈

愛戒毒中心（Ling Oi Centre）。二零一九年，天主教香港教區「古道

歷史價值  
 

 

N344 



2
 

 
 

 

行」工作小組（Diocesan Working Committee for “Following Thy Way” ）1 收
回小堂，並於二零二一年完成小堂及附屬的崇明學校的修繕工程。  
 

現時的崇明學校於一九五九年由工務司署興建，根據一九五七

年的建築圖則，學校採用單一課室設計。校舍後方建有廁所，內設

四個間隔，前方建有矮牆，廁所現已停用。  
 
校舍布局呈長方形，配以金字屋頂。正立面的屋頂伸出外牆，

形成外廊。入口上方由右至左以油漆髹上學校中文名稱  — 「崇明

學校」，中間窗戶上方懸掛一木牌匾，寫上「天主教會所」，牌匾上

懸掛十字架苦像。校舍設計着重功能。  
 
根據現存記錄，現時的崇明學校以石牆建於混凝土地基上。屋

頂原鋪有波紋石棉瓦，以兩組硬木單柱桁架支撐。在近期的修繕工

程中，整個屋頂已改用金屬及隔熱板等新式物料重鋪。此外，四周

屋簷裝有木簷口板，原有的金屬窗及入口木門在近期的工程中改為

玻璃百葉窗及鋁門；而外部的金屬防盜窗花相信是早期的構件。內

部地面則鋪上方格圖案紙皮石。  
 

建築價值  
 

崇明學校仍保留若干原貌，就建築結構而言，原有的外牆仍然

保留，但建築構件則隨時間而經歷不同程度的改動。學校先於一九

八零年代因改建為會所而進行工程，內部因而加建了廚房及廁所。  
 
其後教區「古道行」工作小組於二零二一年翻新學校，把原有

的石棉瓦屋頂改以金屬及隔熱板物料重鋪，入口木門則換成鋁門，

同時亦更換了內部失修的窗戶。建築物內部全被翻新，並安裝了冷

氣機及新的照明設備。  
 
建築物立面「天主教會所」的牌匾仍清晰可見，反映建築物在

空置前的功能，這幢建築物相信是香港唯一以「會所」命名的天主

教建築。  
 

罕有程度、
文物建築價
值及保持原
貌程度  
 

崇 明學 校 是 天主 教 在 十九 世 紀 末 於 西 貢 傳揚 福 音 的實 體 見

證，亦反映了天主教教會藉着向兒童提供教育服務，而向客家村民

布道的重要意義。恩理覺主教（Bishop Enrico VALTORTA，1883–1951
年）於一九三零年代曾與身穿童軍制服的崇明學校樂隊在一座不知

名的小堂前合照，這幅照片顯示當時的學生除了修讀常規課程外，

也有參與童軍活動。  
 
根據一名於一九四零年代末曾就讀崇明學校的村民憶述，學生

平時會學習中英文，而修女每年會到蛋家灣一至兩次，指導村民如

何閱讀和理解聖經。每逢傳教士到訪蛋家灣，村民都十分高興，並

社會價值和  
地區價值  

                                                 
1  天主教香港教區屬下的「古道行」工作小組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成立，主

要負責修復、保育和管理教區於西貢半島的歷史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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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為他們預備膳食，可見傳教士與當地村民關係密切。  
 

崇明學校雖然自一九六零年代末已失去原有的學校功能，但校

舍自一九七零年代起用作蛋家灣村民的禮拜場所，繼而在一九八零

年代至一九九零年代末改作會所用途，透過延續和豐富它原有的功

能去服務更多天主教社群。   
 
作為聖伯多祿小堂附屬學校的崇明學校，與西貢其他現存的天

主教小堂，共同見證着天主教傳教工作在西貢客家社群的發展。這

些小堂包括鹽田仔聖若瑟堂（二級歷史建築）、黃毛應玫瑰小堂（二

級歷史建築）、赤徑聖家小堂（二級歷史建築）、大浪聖母無原罪小

堂（三級歷史建築）、白沙澳聖母無玷之心小堂（三級歷史建築）、

浪茄聖母聖誕小堂（三級歷史建築 )及北潭涌聖母七苦小堂（三級歷

史建築）。  

組合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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