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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九龍之得名 

1. 九龍，亦稱九隆，包括香港島北面之九龍半島及新界南部等地，其名稱首

見於明代志乘，與官富巡司之名並排。 

2. 「九龍」一名之由來，據古老相傳，該半島上有九支山脈，狀如蛟龍，蜿

蜓蟠踞其上，故名。惟此九支山脈至今未能指定。 

3. 虎門覽勝中載：「九龍山在新安東一百三十里，有砲台建於山澳。昔莞之

南沙山，有漁戶兄弟九人，善泅水；一夕，風月清朗，九人戲於海，皆化

為龍，棲其神於是山。故名。……」 

4. 前新界民政署署長彭德先生MR. K.M.A. BARNETT云：「蠻書載，九即後，

龍即坐，此皆原口蠻人土語，後人改用較雅之名字，故稱九龍。但「九龍」

或「後坐」之意，至今仍未能有所解釋。 

5. 上述三說，港人多主首說，惜至今仍未能有所解釋。 

 

乙. 宋代以前之九龍城地區 

1. 九龍城地區位廣東省之南陲，歷代皆為我國屬土。 

2. 李唐時，地區屬屯門鎮轄管（二千餘，屬安南都護府），惟無營汛設置。 

3. 五代南漢時，曾於境內設媚川都（兵二千餘），惟九龍城地區駐兵情況無

考。 

 

丙. 宋代之九龍城地區 

1. 北趙宋初，廢媚川都，改靜江軍，增戍兵千餘。 

2. 南宋紹興三十年至隆興二年間(1160-1164)，於該地置官富場，以鹽官主

理。 

3. 慶元元年(1195)，大嶼山傜民作亂，朝廷以福州延祥寨摧鋒軍平之。 

4. 亂平後，留兵三百戍守其地 

5. 慶元六年(1200)，以戍卒半數屯官富場，每季一調。 

6. 宋末，蒙元南侵，陷臨安(1276)，帝昰、帝昺二帝南遷，曾於官富場居停，

其後西走崖山敗亡。隨行者有散居九龍境內，開村立業。 

7. 宋末二帝南遷居停官富場地時，該地為鹽場地，當有鹽官差弁，及鹽丁灶

戶生活其間，且有摧鋒軍戍卒屯駐。 

8. 今年(2014) 4-5 月間，於該處地鐵施工場地，發現方形及圓形水井多座，

且有房屋牆基及生活用具出土，據報告為宋元遺物，可作佐證。 

9. 該地舊有宋皇台山，宋末二帝曾居停該地，該山因而得名。聖三一堂原位

該台山腳，傳謂附近舊有金夫人（宋代晉國公主）及耿迎祿墓，1905 年

政府發展該地，教堂遷建現址，該山且被移平，只餘宋皇台石於宋皇台公

園內。 



10. 宋皇台山後有馬頭角山，山下有古瑾圍，後因都市拓展，該山被移平，古

瑾圍亦被遷拆，只餘該村之上帝古廟門額。1962 年該廟遺址闢為公園，

稱露明道公園，園內保留廟之麻石門框，其旁豎立「九龍古瑾圍上帝古廟

遺址闢建公園記」。 

11. 元明間，留居境內族姓繁衍，惜無文獻考證。 

 

丁. 清代之九龍城地區 

1. 清初遷海，居民被迫遷回內陸，本區且被廢置。八年後展界，居民始許遷

回，重建家園。其後人口繁衍，該區亦日漸繁榮。其時，政府且於該地建

築寨城及炮台，派兵駐守。 

2. 康熙七年(1668)於九龍半島上設置塾台，二十一年(1682)改為汛地。其時

區內有官富村、衙前村、九龍村、莆岡村、及古瑾村。 

3. 嘉慶十五年(1810)，於濱海處建九龍砲台，並將原九龍汛改稱九龍海口汛，

兵營以木柵環繞。其時境內有衙前村、牛眠村、古瑾村、九龍寨、蒲岡村、

牛池灣村、九龍仔、尖沙頭、土瓜灣、二黃店村、及赤磡村。 

4. 清道光二十年(1840)，英人威脅日增，除舊有九龍砲台及九龍海口汛外，

並於尖沙咀及官涌兩處，建造砲台，增兵防守。 

5. 鴉片戰爭後，港島割讓與英國；九龍半島之軍事地位，更為重要。道光二

十七年(1847)，於九龍砲台旁增建九龍寨城。 

6. 咸豐十年(1860)，九龍半島歸英統治，光緒二十四年(1898)，新界租借與

英國，寨城之地，漸成「三不管」地區；但九龍城地區，則日漸發展。 

 

戊. 英治後之九龍城地區 

1. 其初，九龍城只為九龍城砦及前啟德機場對開地域之名稱 

2. 1937 年，政府將九龍鄰接界限街之地，劃作新九龍地區，內分九龍城、

九龍塘、深水埗、荔枝角等區，九龍城行政區之設置，自此時始。 

3. 前清九龍寨城遺址，於 1997 年回歸後，已闢為公園，而九龍城地區則已

發展為都市。 

 

己. 九龍城地區之古蹟文物 

1. 樂富天后聖母古廟：清嘉慶六年(1801) 

2. 侯王古廟：傳建於南宋末年，清雍正八年(1730)擴建成今貌。 

3. 侯王古廟後之摩崖石刻：一筆「鵝」及「鶴」兩字，皆前清時所刻。「鵝」

字石於日治期間已毀，戰後重刻，「鶴」字石仍存。 

4. 九龍寨城之南門遺蹟：1995 年於該處發現「九龍寨城」及「南門」石額，

南門入口石板路、城牆基石、及環城石板路。現建矮牆圍繞。 

5. 九龍司衙門遺址：1847 年建築，為駐守寨城之九龍司巡檢官衙。現為公

園辦事處及展覽大堂。該衙門曾用作廣蔭老人院，其名可於門額上看見。 



a. 公堂內壁上嵌 1886 年「刊刻會儀」碑，載寨城兵員出差配餉開支情況。 

b. 天井兩旁壁上嵌清末寨城守將張玉堂之指書及拳書石刻。甚有價值。 

c. 前有一古井。 

6. 衙門前之古炮：清嘉慶九年(1804)鑄，皆孫全謀任水師提督時下令鑄造。 

7. 龍津義學：建於 1847 年 

8. 惜字亭遺址：建於清咸豐九年(1859)，亭內舊有其指書「敬惜字紙銘」、

及拳書「墨緣」與「壽」字石刻。該亭早已被拆卸，「敬惜字紙銘」遺失，

「墨緣」及「壽」字石刻現置九龍司衙門遺址內。九龍寨城公園建築時，

於公園內一小山丘上，建一中式涼亭，中置重鑄之「敬惜字紙銘」。 

9. 「海濱鄒魯」照壁：原位九龍寨城內龍津義學前，其旁舊有魁星閣。照壁

上刻之「海濱鄒魯」四字，意謂此處海濱一隅之學堂。原壁早已拆卸，遺

址亦無考。建公園時重建作紀念。 

10. 衙前圍村：原名「慶有餘」圍。創立於元至正十二年(1352)，清雍正二年

(1724)增建圍牆、門樓及天后宮，圍後有吳氏寫祠。近年拆卸，餘門樓、

天后宮、兩所房舍、及吳氏宗祠。 

11. 舊啟德機場：1930 年建成，初期為空軍機場。1936 年闢為民用機場，1941

年 12 月，日軍佔用，戰後於 1962 年發展為國際機場。至九十年代，該機

場成為亞洲最繁忙的空運港之一。1998 年，地位為赤鱲角機場代替。如

今劃發展作海運中心。 

12. 龍津橋遺址：清同治十二年(1873)興建，光緒元年(1875)竣工。光緒十八

年(1892)加長木橋。 

13. 龍津亭遺址：原位龍津橋頭，遺跡無存，石額存樂善堂小學內。 

14. 宋皇台公園：公園內「宋皇臺」石刻原位公園稍南舊啟德機場內一名「聖

山」之小山丘上，於元代刻「宋皇臺」三字，清嘉慶十二年(1807)，廣東

水陸提督錢夢虎命人重刻。日治期間，日軍將聖山炸平，取石擴建啟德機

場，惟「宋皇臺」石刻仍被保留。戰後，港府於聖山原址之西，建宋皇台

公園。1959 年，香港趙族宗親總會於「宋皇臺」石刻前豎立「九龍宋王

台遺址碑記」。如今石刻及碑記仍存公園內。 

15. 聖三一堂：原位前宋皇台山腳，傳謂於宋代晉國公主墓附近，建於 1902

年。1905 年，教堂遷建鄰近之維多利亞女校側。1939 年，改遷現址。日

治期間，教堂為日軍佔用，曾作日軍拘禁所。 

16. 上帝古廟遺址：位露明道，稱馬頭圍上帝古廟，或古瑾圍上帝古廟。廟建

於清乾隆年間，並於光緒二十二年(1886)重修。後因都市拓展，該廟亦被

拆卸，餘麻石門框。廟內祀奉之神靈，稱上帝，全名為「北方真武玄天上

帝」，即北帝。（近人有誤以其為西方宗教所奉之上帝。）1962 年該廟遺

址闢為公園，稱露明道公園，園內保留廟之麻石門框，其旁豎立「九龍古

瑾圍上帝古廟遺址闢建公園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