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十年保育歷史古蹟廣受香港市民的關注，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為了加強文物保育的工作，於

2007 年推出文物保育政策，並於翌年推出首期《活

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現已發展到第四期的活化

計劃，1 歷年來均邀請非牟利機構參與發展，致力在

文物保育和持續發展之間取得平衡，有利創造就業

機會，有效發揮古蹟的歷史價值，令到社區受惠。

這些活化古蹟文物包括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已

獲評定的法定古蹟及一級至三級的歷史建築，地點

遍佈港九、新界和離島，我們可以透過實地考察來

欣賞歷史古蹟的建築特色，有助了解香港的發展與

轉變，這些文物古蹟也是本地社會獨一無二的歷史

遺產，彌足珍貴。

　　

今期首先為大家介紹的是，最新於 10 月 9 日

開幕的「石屋家園」，是以懷舊冰室為主題的歷史

活化項目，融合歷史和美食的新元素，既可彰顯

歷史建築的重要性，又可善用這些建築以供大眾使

用。由永光鄰舍關懷服務隊有限公司及五旬節聖潔

會永光堂成功通過計劃，成為活化夥伴，獲得立法

會撥款 3 千 9 百萬元資助復修，是《活化歷史建築

伙伴計劃》第二期最早完成的項目。

　

1. 第一期《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的歷史建築包括 (1) 舊大埔警署、(2) 雷生春、(3) 荔枝角醫院、(4) 北九龍裁判法院、(5) 舊大澳警署、(6) 芳
園書室及 (7) 美荷樓；第二期《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的歷史建築包括 (1) 舊大埔警署（重推）、(2) 藍屋建築群、(3) 前粉嶺裁判法院、(4) 王屋
村古屋及 (5) 石屋；第三期《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的歷史建築包括 (1) 景賢里、(2) 虎豹別墅、(3) 必列啫士街街市及 (4) 前粉嶺裁判法院 ( 重
新推出 )；第四期《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的歷史建築包括 (1) 書館街 12 號、(2) 舊牛奶公司高級職員宿舍、(3) 何東夫人醫局及 (4) 景賢里 ( 重推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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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歷史古蹟的蛻變與活化─

「石屋家園」



「石屋」位於九龍城侯王廟新村 31 號至 35

號，是一連五間的舊民居，約建於 1937 年至 1957

年間，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市民聚居的寮屋區。

「石屋」也曾被稱為「何家園」，所指的是何氏家

族約於 1880 年至 1890 年代，在此興建的一幢樓高

兩層的豪華大宅。而至 1940 年代香港淪陷時，日

軍把何家園大宅拆毀，另外興建一群兩層高的中式

平房，也包括現存的一連五間石屋，並改名為「侯

王新村」，日後再改名「侯王廟新村」。為配合九

龍城的市區發展，侯王廟新村於 2001 年被清拆，

石屋則成為村內僅存的建築物。「石屋家園」荒廢

了一段時間後，於 2010 年 5 月 17 日獲評為三級歷

史建築，其後的活化計劃於 2013 年 3 月啟動，除

了恢復石屋舊貌與展示其建築特色外，並且以活化

「何家園」舊址為主要目標。根據活化計劃的資料，

由於當年石屋的內部以木結構為主，未能符合現時

的屋宇條例，在保育時須要在建築中加設鋼架，「石

屋」現已蛻變與活化成為「石屋家園」。

「石屋」是兩層高的中式樓房，以花崗岩 ( 或

稱麻石 ) 建成外牆，屋中有木梯、木窗框及中式瓦

頂等，反映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建築特色。

石屋原先用作為住宅，其後曾改為電影製片公司的

貨倉，亦曾為「藍恩記」山墳墓碑工程的工場，保

育後「藍恩記」的店舖名稱獲得保留。石屋直到現

在已擁有七十多年的歷史，是侯王廟新村僅存的歷

史建築物，有助見證昔日香港人辛勞工作的生活面

貌。

「石屋家園」進行活化中的情況，拍攝於 2014 年 12 月初。2

2. 文中的照片由筆者所拍攝及提供，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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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鄉村生活，具深遠的教育意義，也成為香港集體

回憶的重要一環，一代一代傳承下去。

下期〈閱讀香港〉將繼續為大家介紹和分享另

一重要的香港歷史建築，敬希留意。

鄰近九龍城民生書院及兆基創意書院的「石屋

家園」，是現時香港碩果僅存的中式村屋，附近還

有九龍城侯王古廟、九龍寨城衙門及九龍寨城南門

遺蹟等珍貴的歷史古建築，置身其中有助探索九龍

城的歷史文化，以及了解昔日香港社會狀況和居民

▲

 明陣花園：設有步行
默想徑，是活化後提供的
美化休憩用地，也計劃在
露天劇場舉行文化綜藝表
演。

▲
 33 號石屋的二樓：

展覽室擺放街坊捐贈的
舊傢具，旁邊設有展
板介紹石屋及九龍城
的歷史，有助認識昔
日九龍城居民的生
活面貌。

▲  32 號石屋：保育後改成為
文物探知中心，原有的廚房
及乾廁獲得保留，旁邊設
有展板介紹龍津石橋的歷
史。

▲  33 號至 35 號
石屋：開設的咖
啡懷舊冰室，牆上
掛上懷舊海報，地
磚也表現六十年代風
格的幾何圖案。

▲

 懷舊冰室：以社企形式
營運，藉此培育年輕的專業
咖啡師。冰室設有室內和露天
座位，並於星期四至星期日下
午六時至晚上十時，提供甚受
年青人歡迎的桌上遊戲活動。

▲  31 號 石 屋： 保
留著白底紅字的「藍
恩記」招牌，非常耀
目，現已改成為辦公
室及旅遊資訊中心，為
遊人提供九龍城景點的
資料，以及定期舉辦導賞
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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