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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寨

1847年建成。是新安縣九龍具戰略價值的軍事駐地，1899年5

月成為英屬香港境內一座無政府狀態的圍城，其中在1941年
12月至1945年8月間隨香港全境被日軍佔領。1987年中華人民
共和國政府與英國政府達成協議清拆寨城，1987年和1989年
首季分兩期進行調遷，1993年完全清拆，1995年8月於遺址建
成九龍寨城公園。是一個已拆卸的定居地，位於現今香港的
九龍城，曾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



歷史

建立初期-清朝政府於1847年擴建九龍寨城。九龍寨城與對岸的維多利亞城遙望對峙。1898年據《展拓

香港界址專條》九龍以北的新界成為英國向中國租借的殖民地，但在清朝外交官員據理力爭下，九龍寨

城仍歸清廷管轄，成為位處英國殖民地的清朝外飛地。寨城是清朝官員辦公的地方，成為清政府設於香

港的重要軍事要塞。

● 九龍寨城，攝於1898年

● 九龍寨城城門



日軍佔領

1941年至1945年，日軍在香港期間，為了擴建原名龍津河的啟德明渠，拆毀了全部城牆。二戰後，露宿

者開始在九龍寨城聚居。

香港重光後，1947年時任寶安縣長的林子俠向外交部駐兩廣特派員郭德華建議恢復九龍城設治，並設民

選鎮長，同時為承認港九為永久割讓地以向英國示好，在城內設「中華民國駐香港總領事館」，但遭港

府拒絕



無政府狀態

「三不管」-由於香港警察以至香港政府都無權進入，九龍寨城頓成罪惡溫床的貧民區，更有以「三不管

地帶」之稱香港政府不敢管、英國政府不想管、中國政府不能管，來形容當地複雜的管轄問題。

城寨後來「絕地逢生」，鋼筋水泥房屋如雨後春筍般建成，非法擴建、違建嚴重，街道狹窄如走廊。居

民用水來自8條公家的水管或水井。1980年代初期，城寨的建築由於完全未經都市計畫，導致環境衞生

惡劣，而罪案率比香港平均水平高

雖然名義上有中共背景，不過實際上是自治組織，不受中共控制和支配，只是用以強調九龍寨城不是英

國殖民地範圍。



清拆並改建公園

隨著時間的推移，無論是英國和中國政府皆發現城寨越來越難以忍受，儘管報導的罪案率有所下降。

中英終於合力正視問題於1984年12月，中英兩國簽訂《中英聯合聲明》處理香港問題，1987年兩國共同

決定拆掉城寨，遷徙居民。1987年1月14日，英國政府與中國政府達成清拆城寨的協議，並於原址改建

公園。而公園亦盡量保留城寨一些原有的建築物及特色。包括：

● 成寨南門（位於九龍城正門方）

● 花崗岩石額（黑黝南門及九龍城寨字樣）

● 其他的遺跡還包括城寨城牆殘存的牆基、東南兩門的牆基、一條沿城寨內牆建築的排水溝及旁邊

的石板街。其餘的文物就有三座炮、石樑、對聯及柱礎等亦被一一保留下來。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民眾為免石額被日軍破壞，將之拆下埋於城寨內泥土中。政府將公園改名為九龍

寨城公園。



改建後的城寨公園

九龍寨城公園內的「南門懷古」遺跡，包
括城寨城牆殘存的牆基、排水溝、城門石
板街道、戰後樓宇地基，還有刻有「南門」
和「九龍寨城」字樣的花崗岩石額

南門遺址
香港政府在1994年四月清拆寨城內樓宇
時，在南門原址發掘了分別刻有「南門」
及「九龍寨城」的花崗岩石當年樓宇的鋼
筋水泥亦留於遺址中。整個南門遺址已列
為法定古蹟。



衙府現存留在九龍寨城公園的中央，是唯一得以保留的清朝建築。
建於1847年，作大鵬協府及九龍巡檢司衙署所在地。建築風格為三
進四廂的南方建築物，牆身及柱礎用青磚及麻石建造，而屋頂樑架
則為傳統木材結構，上鋪素燒的筒瓦和布瓦。自1899年駐軍撤離寨
城後，衙門曾被用作多種慈善用途，其中包括用作安立間教會窮人
院、老人院、寡婦和孤兒收容所、義學、診所及在最後於寨城清拆
前作為老人中心。現被列為香港法定古蹟。

衙前圍村

歷史︰664年
結果︰全村清拆重建，只保留村內
極少建築



城寨的保育

1987年和1989年兩次的調遷，九龍城寨原址改建成為公園，但是這
個公園既無主題，又沒有延續九龍城寨的任何特色，令城寨正式消
失。但是它沒有從世界的眼中消失，它依然是世界各地、不認識香
港的朋友的第一印象。我們不難從美國的電影或片集中看到香港，
但當中的香港只是一個城寨的模樣，香港在當中依然槍林彈雨。例
如遠在日本一種名為WareHouse的室內遊樂場，它就是以九龍城寨
作為主題。現在不少人嘆息這些本身屬於香港的文化卻要「禮失求
諸於野」。



面對當時黃、賭及毒盛行的城寨
，如何可以有效地活化保育？而
且城寨在結構上因為過度的僭建
已經有不少危險的地方，加上衛
生、食水、電力煤氣等的題，不
是從軟件上清除了黑社會就掃除
了所有的問題。另外應該採用修
復還是重建的模式？但又會有另
一問題出現，因為這利用公帑去
改善一部份人的生活環境，在過
程中一定會有團體反對。保留、
半保都難以將整個城寨完全保存
下來。

而且城寨會以什麼形式去營運？假設
城寨被保育下來，本身既是地標又是
旅遊景點，但更重要的它又是民居。
前兩者的定位勢將影響當地居民的生
活模式，但若果不成為旅遊景點的話
，只有民居用途就失去支撐保育的經
濟力量。單單保存了建築物是不足夠
的，我們還要賦予其他的功能。另一
方面，若果採取民居、觀光兩用的形
式，那麼居民又是否願意？將居民遷
出改成酒店，以商業的形式保育，但
最後又會否變成尖沙咀1881一樣只有
商業的景點？

政府對九龍城寨的保育措施



誰說香港無歷史呢？九龍城，香港古城，早於宋代已建立朝廷衙門
。南宋末年帝昰、帝昺避難至此，隨行者在九龍開枝散葉。衙前圍
村的消亡，被重建吞噬，九龍城更多的古蹟，尤如老朋友，逐一逝
去。老朋友的死因各有不同，地產、發展、政府、基建，商業用途
，唯一相同的特點是兇手到是政府。
當中的例子包括沙中線古井及遺蹟。它是最古老的井約700年，但
最後大部份古井被拆卸，計劃再重建。還有九龍城寨，宋王臺。
不同種類的重建，不但使充滿歷史價值的文物古蹟消失，也是當地
居民的集體回憶消失。



個人感想：
劉思悅：
該次的九龍城景點考察令我對九龍城的歴史文化的認識更為深入，我對這
次考察最為深刻印象的是九龍城寨。九龍城寨可以說是香港文化古蹟中數
一數二的，它日佔時期到現在仍然保存的古跡，雖然未能保存完整的外貌，
但還保留着意義的文化古跡。這些都增加了我對九龍城寨歷史的知識，更
了解到香港殖民時期的歷史情況。在今次的活動中，能大大增加我對歷史
文化的認識。

袁穎心：
這次的九龍城景點考察令我對九龍城的印象加深，在小時候我是住在樂富
的，我的父母常常帶我到九龍寨城公園遊玩，加上我的父親小時候住在九
龍城寨的，很多人的心中城寨可能是一個黃賭毒並存的地方，但其實它只
是一個和平常差不多的社區，平常只是聽父親說這次考察令我加深了對城
寨的印象



盧雋禧：
我知道九龍城寨以前就是一個三不管的地方，但我對九龍城寨的認識也不
太深，就只是知現在成了個公園，我也很少去。但經過這次的活動中，我
能夠認真的參觀，細讀資料，因此，我對這個地方的完全改觀，亦學習到
很多城寨的歷史。

李映霖：
我知道九龍城寨以前就是一個「三不管」的地方，我小時候只是去過九龍
城寨幾次，但是我對九龍城寨一些歷史認識也不太深刻，我小時候只知道
那裏是一個公園，



現在城寨只餘下記憶，原址什麼也剩不了，但香港在保育上的發展仍
是長路遙遙，民間在保育方面的討論仍然相當不足。在不滿之外，我
們需要發展一個成熟的民間討論風氣，不要令歷史只餘下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