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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古廟 

南宋末年，元軍南侵，在蒙古大軍的追迫下，兩位宋

帝曾輾轉南遷九龍官富場，且在此營建宮殿，人稱「二王

殿」。宋帝在九龍只停駐了半年，又再遷至他處；不久，「二

王殿」傾毀，只存下基址柱石。二王殿所在的村落，後人

稱為二王殿村，位置在今天馬頭圍一帶，但這條村因都市

發展於一九二○年代清拆，史跡已難以稽考。  

 據《新安縣志》記載，宋帝離九龍而去之際，部分宗室和大臣未及隨行，便匿居於九龍城

馬頭圍一帶，更建村聚居，名為古瑾村。因有圍牆環繞，故又名「古瑾圍」。  

 鄉民後來在行宮的基址上修建了一座「上帝古廟」，供奉北帝，位於今天的露明道。不少學

者認為這廟宇就是宋帝行宮所在的北帝廟。北帝全名為「北方真武玄天上帝」，香港各地都有

「北帝廟」，據說宋帝由北方南遷，因此避用「北帝」一詞，以免引起元朝懷疑。 

 清雍正以後，大量外姓村民從內地遷入古瑾圍，原居於此的趙氏後人在清光緒年間陸續遷

至東莞，古瑾圍被夷為平地，「古瑾圍」這個村名也由後起的「馬頭圍」所取代。上帝古廟則

日久失修，只剩下基址、柱石和石刻門聯。1962 年，政府為了紀念這段事蹟，在上帝古廟的

遺址修建了一個小公園。公園落成之日，由市政局議員李有璇醫生主持開幕典禮，國學大師

饒宗頤教授則撰文紀述古瑾圍歷史，且刻成「九龍古瑾圍上帝古廟遺址闢建公園記」的石碑，

置於公園之內，供遊人憑弔。這上帝古廟遺址只剩下一座石門，門額上刻「上帝古廟」，兩旁

對聯為「真義著千秋，煌煌氣象；武功昭萬古，赫赫聲靈」。門基至今仍在，戶樞猶存。 

 

《九龍古瑾圍上帝古廟遺址闢建公園記》 

  宋景炎二年春，端宗自惠州甲子門，次于梅蔚，四月幸官富場。嘉慶新安縣志云：官富山

在佛堂門內，急水門之東。帝舟曾幸此．殿址尚存。又官富駐蹕條引行錄稱：丁丑四月帝舟

次于此，即其地。營宮殿，基址柱石猶存，土人將基址改建北帝廟。今去嘉慶又百餘年。陵

谷屢遷，舊日殿址己不知所在。陳伯陶謂廟右有村名二王殿，其地亦難確指，勘以舊圖似在

聖山之西。而北帝廟者營構徙建復非一次，今惟此上帝古廟之存耳。是廟曩有碑記，題乾隆

重修。馬頭圍北帝廟蓋自馬頭圍邨遷來者。馬頭圍即昔之古瑾圍，或以新安縣志，北帝廟與

此為一。址雖難論定，惟此古廟相傳已久，且為古瑾圍耆老所崇祀。其地東面舊宋皇臺橫亙

一二里內，皆平疇田野，溪流浸灌，足為胥宇之處。意當日君臣倉黃之項，迺慰迺止。其行

在不難於附近求之，則此廟之有助於九龍史蹟之研考可知矣。廟久傾圮，袛剩門額。香港政

府念舊構之就湮，即此僅存者恐泯滅，謀所以永之，乃即其地，繚以甃垣，植以卉木，闢公

園以為遊憩之所，與宋皇臺公園相麗，俾登臨者得以咨嗟詠慕于其間，其扢揚文化史蹟之功，

豈不懿歟，抑予聞之。端宗自閩入廣，行宮凡三十餘所，而崖門而外若秀山殿關，元經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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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所記尤備，惟此與彼胥。當日荒陬窮海之際，其君臣流離奔迸，固之不可為而為之．雖事

過境遷，其遺聞軼響猶播傳于弔古，欷歔者之口，而敬慕之者更千年而未有已。乃知是非之

心歷今古而罔替，斯又闢是園者，有關教化之深意，夫豈遊賞而矣。耶園於 1962 年 9 月 1

日落成啟用之日，市政局議員李有璇醫生實司其典禮，倡建園之議於政府者，新會簡又文，

而潮安饒宗頤為之記。 

香港政府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