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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麻地天后廟 

油麻地天后廟約於 1875 年由當地的水上居民所

建，原為油麻地海邊的一座小廟宇，當時位置約於

今日的北海街一帶。 

油蔴地在 1870 年代已甚為繁榮，該區已經有很多

民居及商舖，並成立了包括油蔴地、尖沙嘴、官涌、

旺角、深水埗在內的油蔴地五約。 

1870 年，油麻地居民組成油麻地五約，重修該天后廟，成為當地的宗教中心及最繁盛的地

方。油蔴地原指榕樹頭天后廟一帶的區域。在 1887 年的地圖中，已有油蔴地的名稱。油蔴

地的得名，傳說因為天后廟前的海灣灣泊漁船眾多，有商戶經營修補漁船需用的桐油和捕魚

需用的蔴線和蔴纜，故有「油蔴地」之名。 

1874 年甲戌風災，颱風把原先於同治九年(1870)興建的天后廟摧毀。甲戌風災發生在 1874

年 9 月 22 日（同治十三年，歲次甲戌，八月十二日）至 24 日。當年一連三日，一個強烈颱

風橫過珠江口，先後吹襲香港及澳門，遠至廣州亦受災害。在香港，颱風造成約 5,000 人死

亡，成為香港有記錄至今第三多人死亡的風災，風暴期間，千間房屋被摧毀，維多利亞港內

十多艘遠洋船隻沉沒，數百隻中國帆船沉沒。澳門亦同樣約有 5,000 人死亡。是 19 世紀僅

知侵襲香港及澳門最強的颱風之一。 

原廟被摧毀後，直至 1875 年，五約商家及居民籌募經費重建，1876 年選取現址開始動工，

1878 年始告全面落成。天后廟的門額上刻有「光緒丙子遷建戊寅仲冬吉立」字樣。 

而於 1887 年，天后廟以南及以北的街道被政府命名為「廟南街」和「廟北街」，其後合併

為廟街，也是「廟街」這個街名的起源。 

至 1928 年由華人廟宇委員會將油麻地天后廟及

嘗產正式移交廣華醫院。1916 年，油麻地天后廟再

度修葺，同時其部份事務開始被廣華醫院接手管

理，以補貼醫院經費。1928 年，華人廟宇委員會正

式將油麻地天后廟移交廣華醫院。1931 年，東華醫

院、廣華醫院及東華東院正式統一為東華三院，並

連同鄰近的油麻地福德祠由東華三院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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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東華醫院、廣華醫院及東華東院正式統一為東華三院，油麻地福德祠亦由東華

三院接管。油麻地天后廟於 1969 年至 1972 年重修，工程完成後，將城隍廟併入廟群，連同

油麻地社壇、油麻地天后廟及油麻地書院，即同地段共內有五廟運作。 

油麻地天后廟以天后廟正殿為中，兩側則建有油麻

地觀音樓、油麻地城隍廟、油麻地觀音樓社壇及油麻

地書院，各座建築主祀不同的神靈。 

天后廟群保留的歷史文物極為豐富，其中有 1865 年

的石獅子，1865 年、1875 年、1890 年及 1916 年所

立的廟碑，1888 年、1897 年鑄的鐘，光緒甲午(1894)

石香爐及銅香爐、1924 年的白石香爐等，而廟頂的

1916 年石灣瓦脊，至今依然存在。天后廟被列為一級歷史建築。 

2020 年 5 月 22 日，天后廟群被列為法定古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