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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堅尼地城前公民村鼠疫墳場遺址  

 

背景：  

 

民間關注團體「香港探古」（下稱「探古」）參考舊地圖及文獻時發現前

摩星嶺平房區為 1897 年港府指定的鼠疫墳場，墳場在 1948 年關閉及搬遷，

原址在 1952 年建成摩星嶺平房區（公民村），公民村於 2002 年拆卸，現

址一直荒廢至今。「探古」曾到現場視察，在村內發現多塊刻有姓名、號

碼、年份日期的石塊，懷疑是鼠疫墳場遺下的石碑，根據資料及研究顯示

碑石極有可能是鼠疫墳場遺下的遺物。唯古蹟辦認為碑石並非樓宅或建構

物，故不會優先處理會有關發現。土木工程處曾表示會委託獨立專家對碑

石的歷史價值作研究，但研究將近兩年，當局仍未對碑石歷史價值或保育

安排作出定論。土木工程處最快在 2020 年第一季向立法會申請撥款啟動

前期土地平整工程。鼠疫尚存的文物未被當局重視，歷史可能付諸一炬。  

 
鼠疫在 1894 年 5 月由廣州傳入香港後大規模爆發，港府對外宣佈香港成

為疫埠。上環太平山街華人聚居地成為疫情的重災區，由於人口密集及衛

生環境惡，港府下令拆卸太平山街。  疫情在 1894 年 9 月得以舒緩，在短

短四個月便奪去 2500 名生命。可惜鼠疫每年都會捲土重來，至 1926 年才

平息。在 1894 年至 1920 年代間，死亡人數便達到二萬人，每年死亡率由

8 成至 9 成 7 不等。鼠疫也由香港輸出蔓延至全球各地，成為全球第三次

鼠疫大流行。鼠疫襲港後改變港英政府對華人的管治政策，由最初「隻眼

開隻眼閉」，改為加強公共衛生，改革醫療服務，鼓勵華人接納西式醫療，

規管建築物設計等。引發鼠疫的鼠疫桿菌也是在 1894 年 7 月率先在香港

被發現，鼠疫對香港及世界的醫療、流行病學及城市管理層面均具深遠的

歷史意義，相關遺物應加以保育。   

 
最近，經過一輪民間的研究，確認這些碑石唯 1800 年代的鼠疫墳場遺址。

有歷史價值及保育意義。「探古」建議只發掘保存墳場內比較集中有碑石

的範圍，預計十五萬元內便可做到，主要為數名工人及專家現場監察的費

用（不計往後重置碑石的費用）   



時間需一個月便可，並不影響整體工程時間，因為二期工程有很長時間都

未動工。   

另外，「探古」亦希望可以在原區重置碑石，讓市民了解當區歷史及背景。   

 
長遠而言，設立紀念公園，展示鼠疫墳場碑石。另外，現時在西寧街巴士

總站旁的東華三院痘局牌坊（前身為東華三院鼠疫醫院），在規劃大綱圖

上顯示為住宅用地，未來發展必然需要重置牌坊，建議把牌坊一併重置於

行人天橋下方的斜坡，與碑石一同展示。  

 
問題：  

1. 土木工程拓展署會否接納民間建議，在該位置先進行保育工作，即

將鼠疫墳場的碑石先挖掘出來，才做平整工作發展公屋？若可以，

請提供時間表。若不可以，請給理由以作討論。   

 

2. 「探古」建議在堅尼地城接駁加惠民道及未來海濱公園的行人天橋

下（在西寧街巴士總站對面）重置碑石及「東華荳局」牌坊，並同

時建一個小花園作歷史介紹。請問規劃署是否可行及接納？   

 

動議：  

1）保育在前公民村內的鼠疫墳場碑石，並進行挖掘及重置，然後才作

平整興建公屋   

 

2）在堅尼地城區內重置鼠疫墳場碑石，並興建紀念花園讓居民認識歷

史   

 

動議人：黃健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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