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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寨城公園  

九龍城寨的興建  

九龍城寨原名九龍寨城，位於九龍半島東北角，早在康熙七年

(1668)已建有九龍墩台一座，及至1810年在沙灘盡頭處，興建

了一座炮台，稱為「九龍寨」，以取代東龍洲的佛堂門炮台。

中國興建九龍城寨，是為了監視英國人在香港所建之殖民地，

和防範英國圖謀九龍半島有關。                   

1841年1月，英國侵佔香港後，英國首相巴尊麥命令樸鼎查「須佔領尖沙咀或使它中立化」。

英國欲佔據九龍半島的意圖是非常明顯。因此，中國不能不早作防禦。九龍一地之軍事地位

更形重要。為了增強九龍一地對香港英軍的防禦，於道光廿六年(1846)於九龍寨增築城牆。 

九龍城寨於道光廿六年十月初七日興工，於次年(1847)五月完成，費時八個月。建寨費用

的首期費用由清政府撥出四千兩，其餘則由廣東各地的官紳捐出，合共捐得四十六萬多兩。

而興建城寨的經費連同賠償拆遷費用在內，約為三萬三千兩。由此可見當時廣東官紳平民為

國為民而出錢出力的心態。當然，官紳平民的踴躍捐資，除了為求朝廷的贊賞，以求得功名

外，而事實上，九龍城寨的興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十九世紀中葉中國朝廷、地方官員、平

民百姓對興建防禦工事，抵抗外來威脅感到十分迫切，而且極力支持。建城不但沒有招致百

姓的反對，反而顯示上下一心，群策群力的精神。或者這是自從鴉片戰爭後，中國人民和政

府對外族入侵的憂慮，於是以行動表示他們抵抗外侮的決心。城寨可說是一個由朝廷、官吏

和民眾合作的結晶品。明白這個原因，便能理解中國於1860年在英法聯軍之役後，被迫割讓

九龍半島南端之時，要將界線定於九龍城寨南門之外。而到了1898年，中國被迫租借整個九

龍半島和新界予英國時，仍然堅持保留九龍城寨主權的原因。   

九龍城寨長二百一十公尺，闊一百二十公尺，如平行四方

形。原有城牆高二丈，厚五尺至一丈。有瞭望台六座。分東、

南、西、北四門。正門為南門，門額上有陽刻「九龍寨城」，

上款「道光二十七年季春吉旦」，下款「廣東巡撫部院黃、太

子少保兩廣部堂宗保耆、廣東全省提督軍門呼爾察圖巴圖魯」

三人銜名(註：即黃恩彤、耆英、賴恩爵)。南門外原有小河，名龍津河，同治十二年(1873)，

興建石橋橫跨，橋長六十丈，闊六尺，柱二十一條，直伸至海邊，官兵可以從海灣經石橋直

入城寨。橋前建有碼頭一座，並建了一座避雨亭，亭上題「龍津」兩字，於是這座亭就叫「龍

津亭」。龍津亭分上下兩層，四面有門，形如天壇，既是遮風蔽雨和休息場所，又用於迎送

渡海的官員，所以又稱為「接官亭」。而龍津橋通入城寨正門的這一條路就叫龍津路。 

到了光緒十八年(1892)，因泥沙淤積，龍津橋海岸後退，龍津碼頭再續用木加長二十四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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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盡頭作丁字形，闊一丈二尺，以供船隻停泊。1932年香港政府將龍津碼頭及龍津亭拆卸，

原來刻有「龍津」兩字之石匾，現嵌於九龍城樂善堂的後門。城寨北牆外另有城牆兩堵直伸

至白鶴山頂，兩牆各長三百二十碼，高約一丈，厚約五尺。1941年12月25日，日軍佔領香港

後，為了將啟德機場擴大為軍用機場，就將這兩堵用大石塊築成的城牆拆去，將石塊用來填

築地基，九龍城寨的城牆就是在這個時候被拆走的。舊日的香港八景之「殘堞斜陽」就從此

湮沒了。   

城寨內原有九龍司衙門。衙門是一所三進式建築，

約十四公尺闊及四十八公尺長。高二層，正中為衙

門公堂，公堂後為另一天階，階後為住所。西廂設

有兵營及爐房，以供士兵駐紮。1899年，英國派兵

進入城寨，將中國駐軍驅走，並於1900年宣佈將城      

        昔日衙門                     寨列為香港殖民地，衙門便改作老人院，名為廣蔭

院，後來又成為中華傳道會之恩光園，內設城寨老人服務中心及恩光幼稚園。多年前，在該

建築物門上發現光緒十二年(1886)之《刊刻會議》碑，上載有關衙門兵弁差配餉開支事項。

現時該碑嵌於重修之衙門牆上。 

除了衙門之外，城寨內還有龍津義學。龍津義學建於道光廿七年(1847)，義學為三進建築，

門前有小廊石階，兩傍石柱分立，並有石凳供人休憩。門上石額題「龍津義學」，上款為「道

光丁未(1847)季秋」，下款為「知新安縣事王銘鼎書」。門兩傍有石聯曰：「其猶龍乎，卜

他年鯉化蛟騰，盡洗蠻煙蛋雨；是知津也，願從此源尋流溯，平分蘇海韓潮」。內分三進，

前進為車轎停放之所，其左壁上原嵌《九龍司新建龍津義學敘》。義學舊時有一大照壁，橫

書「海濱鄒魯」四字，旁有魁星閣，高兩層，內供文昌帝君神位。龍津義學己不復見，門上

之石額及門兩傍之石聯仍得保留，重新安放於寨城公園內，《九龍司新建龍津義學敘》石碑、

魁星閣及「海濱鄒魯」的照壁，則己蕩然無存。現今寨城公園內重建義學照壁，寫上「海濱

鄒魯」四字。 

城寨東門內外，舊有惜字亭，建於咸豐九年(1859)，為署大鵬

副將張玉堂捐出俸祿所建。張玉堂生平愛惜字紙，所以建此亭，並

僱人沿街檢拾字紙而焚於亭內。張玉堂並撰寫《敬惜字紙銘》，並

以指書寫下立於亭內，記載建亭的原由。在該銘之旁，有磚爐一所

用作焚化字紙，亭之左方有「墨緣」石刻，墨緣二字下款小字為「    

          昔日惜字亭        翰墨將軍張玉堂拳書」，是張玉堂用拳書所寫，右方為「壽」字

石刻，下款「玉堂拳書」，其旁伴有一對聯，上聯「欲種稻田流四澤」，旁刻”咸豐已未(1859)

上春小浣”；下聯「須憑心地積陰功」，旁「翰生張玉堂指書」。惜字亭已被拆除，「墨緣」

及「壽」字石刻現嵌於城寨衙門牆上，而《敬惜字紙銘》則重寫於碑上，並立於新建之惜字

亭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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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津石橋橋頭舊有炮台一座，俗稱九龍炮台，但於1930年隨龍津亭同被拆卸，其後在南門

入口處發現兩門鐵砲。兩砲長丈餘，其一砲身上鑄『嘉慶七年(1802)仲春日，署廣東巡撫部

院瑚，協辦大學士兩廣部堂覺羅吉，提督廣東全省軍門炮安放於寨城公園衙門門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