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A 

 
香港薄扶林水塘道薄扶林水塘石橋  

文物價值評估報告 
 

 

 薄扶林水塘是香港首個公共水塘。該水塘於一八

六零年施工建造，至一八六三年年底開始向城市供水。

一八六六至一八七七年間，水塘多次進行擴建。在一八

八零年代興建大潭水塘之前，薄扶林水塘是唯一供應食

水給中西區的水塘。  
 

薄扶林水塘落成前，食水供應主要依靠水井和溪

流等較原始的水源。大部分華人居民都靠這些水源取得

食水，歐洲人則通常在住所附近開掘私人水井取水，以

應付日常所需。此外，政府亦從預算開支中撥款，用以

開鑿水井和在主要河流的上游建造小型池塘，儲存食水

供大眾使用。   
 

香港全年降雨量不均，天然食水資源供應亦不穩

定。此外，香港地勢山多，沒有大型湖泊或河流供水。

本港受到季候風及颱風等季節性天氣影響，夏天炎熱潮

濕，冬天寒冷乾燥，令降雨量極為不均。再者，香港主

要石種為花崗石，但花崗石不利於儲存地下水。以上種

種因素，導致香港的地下水資源不足。  
 

香港島於一八四二年正式割讓予英國後，人口迅

速增長。在香港開埠初期的首 20 年間，本港人口由大約

7,000 人急增至接近 120,000 人。大部分人口聚居於香港

島西北面，即維多利亞城 1。為了城市的發展和應付激增

的人口，政府意識到提供充足和穩定的食水供應至為重

要。  
 

在第四任港督寶靈爵士的管治下，香港積極發展

基礎建設。他呼籲私人企業家投資，為社會提供水務設

施，但由於香港島當時尚未開發，在島上設立供水設施

不但困難重重，而且風險又高，難以圖利，故無人問

津。結果，政府須負起向市民供應食水的責任。其後，

港府於一八五九年十月十四日宣布，若任何人能為香港

提出可行的食水供應方案，可獲 1,000 英鎊報酬；政府

歷史價值 

 

                                                 
1維多利亞城於一八九七年的人口超過 160,000人，佔全港總人口的 69%，由此可

見當時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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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預留 25,000 英鎊，以支付本港首個供水計劃的開支。  
 
一八六零年二月二十九日，英國人羅寧 （S.B. 

Rawling） 建議在薄扶林谷地內興建首個水塘，儲存雨

水。由於當時的工程技術限制，水塘位置須遠高於市區

位置的水平線，但又不能離市區太遠，以便有足夠的高

度讓儲存的雨水流經所需距離，到達維多利亞城人口密

集的地方。薄扶林一帶恰好同時符合這兩項條件。  
 

該項計劃包括建造一座 15 呎高、橫跨薄扶林谷的

堤壩，讓水塘收集雨水。一條直徑 10 吋、全長 17,400
呎的水管由薄扶林水塘經今日的羅便臣道，直達般咸

道。另外，又建造兩個貯水缸，一個設於水管末端，另

一個設於太平山街，存水量分別為 20 萬加侖及 85 萬加

侖；貯水缸可互相連接。這個供水計劃亦包括提供 30 個
供水點和 125 個滅火龍頭。 羅寧估計，薄扶林水塘計劃

每天可為市民提供 100 萬加侖食水。政府最終接納羅寧

的建議，並於同年預留 30,000 英鎊推行計劃。為收回這

筆款項，政府訂明將抽調差餉入息中的百分之二作為水

務經費。建造工程於一八六零年展開，水塘於一八六三

年年底開始供水。  
 
然而，由於預算有限，加上政府面對財政困難，

建造薄扶林水塘的撥款最終被削減 2 ，致使水塘存水量由

原來的 3,000 萬加侖縮減至只有 200 萬加侖。以香港在

一八六三年每天用水量為 50 萬加侖的情況下，水塘的存

水量明顯不足。換句話說，水塘的存水量為社會提供的

用水只能維持四天。很多批評者關注到以水塘此等規模

不足以解決供水問題。為糾正存水量不足的問題，當局

遂於一八六六至一八七七年間在薄扶林水塘進行多次擴

建。新水塘於一八七七年 3在較上游位置落成，水塘存水

量增至 6,800 萬加侖，集水區則擴大至 416 英畝。薄扶

林輸水管的建造工程於一八七六年展開，並於一八七七

年完成。該項工程包括在薄扶林水塘石壩正下方的量水

站建造有蓋輸水管，再由該處往山上延伸至雅賓利貯水

缸。  
 

                                                 
2建造薄扶林水塘的原來撥款為 23,417英鎊，但其後減至 22,700英鎊。最後，建

造水塘的實際開支僅為 20,000英鎊左右。資料來源：Ho, Pui-yin, Water for a 
barren rock : 150 years of water suppl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ommercial Press, 
2001. 
3 薄扶林水塘擴建費用為 22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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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由於本港對食水的需求與日俱增，薄

扶林水塘始終不敷所需，促成了於一八八零年代，興建

一個規模更為龐大，並擁有更全面的供水系統的大潭水

塘。  
 
石橋位於薄扶林水塘東端，上方是薄扶林水塘道

的一部分，整條道路沿水塘北面行走。石橋橫跨鄰近山

坡流向其中一條支流的入口，由花崗石築砌而成，並築

有典雅的半圓形拱道，以及帶網狀紋飾和整齊斜削圍邊

的花崗石蓋頂石。石橋上的路面以混凝土鋪砌。這座石

橋與另外四條位於薄扶林水塘道的石橋，不但為水塘其

他水務設施提供不可或缺的連繫，而且為維修保養及遊

人提供所需的通道。  
 

建築價值  

除了日常的維修保養工程外，石橋似乎未經改

動。所有重要的建築特色保持完好。此外，石橋由落成

至今一直用作原有的用途，有助提升其原貌保持程度。  
 

保持原貌程度  

石橋是薄扶林水塘現存最古老的歷史構築物之

一。薄扶林水塘本身亦是香港首個公共水塘，石橋及相

關的歷史構築物一同見證了一項開創性水務工程的誕

生，而這項工程在香港社會發展中至為重要。這些構築

物亦反映了在早期殖民地時代，政府銳意提供永久供水

系統的決心，實屬前所未有。  
 

罕有程度  

石橋與薄扶林水塘其他現存且具歷史價值的水務

設施，為十九世紀末本地的其他供水系統確立標準。薄

扶林水塘現時位於薄扶林郊野公園範圍內，並連接香港

徑，以環境恬靜優美見稱，深為行山及晨運人士所喜

愛，亦是釣魚人士垂釣的熱點，令水塘的社會價值進一

步提升4。  
 

社會價值和  

地區價值  

石橋是薄扶林水塘的組成部分，與水塘其他歷史

構築物結合起來，具有重大的組合價值。這些構築物包

括多個法定古蹟，如量水站、前看守員房舍和四座石

橋，以及方形暗渠（二級歷史建築）、土堤（二級歷史建

築）、舊石壩（二級歷史建築）及配水庫通風口（三級歷

史建築）。上述薄扶林水塘相關的法定古蹟及已評級歷史

組合價值  

                                                 
4 計及薄扶林水塘，香港共有 17 個水塘及九個灌溉水塘，在魚類非繁殖季節(即每

年九月一日至翌年三月三十一日)開放給公眾人士垂釣。有興趣到水塘垂釣的人士，

可向水務署申請釣魚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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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組成了具歷史價值的水務設施建築群，展現出香

港十九世紀中期食水供應系統的歷史發展及香港的社會

經濟發展。水塘亦鄰近伯大尼修院（法定古蹟）、香港大

學大學堂宿舍（外部為法定古蹟），以及舊牛奶公司一些

現存的歷史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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