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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DEVB/CHO/1B/CR/14/39 

 

 

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根據《古物及古蹟條例》 

把新界屯門青山近石角咀村的紅樓 

宣布為暫定古蹟 

 

 

引言 

 

 發展局局長作為《古物及古蹟條例》(第 53 章)(下稱《條

例》 )下的古物事務監督，在諮詢了古物諮詢委員會 (下稱「古諮

會」)後，已根據《條例》第 2A(1)條把紅樓宣布為暫定古蹟(暫定

古蹟範圍見附件 A)。此項宣布已在二零一七年三月十三日在憲報

刊登。 

 

 

理據 

 

紅樓的文物價值 

 

歷史價值及建築價值 

 

2. 紅樓位於屯門前青山農場之內；農場由李紀堂開設。李氏

曾追隨孫中山先生，加入反清革命組織興中會。一九零一至一九

一一年間，青山農場曾用來儲存軍械，革命黨人為配合策劃起義，

在此製造和試驗軍火；此處既是志士聚集之地，也是遭清廷追捕

的黨人藏匿之所。紅樓在青山農場範圍之內，是兼具中西建築特

色的兩層磚屋，惟其確實建造年份無法斷定，與孫中山先生領導

的革命活動是否直接有關，亦未能完全確立。紅樓歷史價值及建

築價值的評估報告載於附件 B，照片則載於附件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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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級 

 

3. 鑑於紅樓的歷史價值及建築價值，古諮會在一九八一年把

紅樓評為一級歷史建築。其後古諮會先後在一九八五年及一九九

五年再次討論。會上認為紅樓最早不會建於一九二零年代之前，

因此坊間流傳紅樓這幢建築本身(相對青山農場整體而言)與革命活

動直接有關的說法，未必屬實。 

 

4. 古諮會對上一次覆檢紅樓的評級，是在按最新評審準則為

1 444 幢歷史建築評級時一併進行。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古諮會參

考獨立的歷史建築評審小組的評審結果，並考慮集體回憶這個重

要因素後，確認維持紅樓一級歷史建築的級別。按照定義，一級

歷史建築是「指具特別重要價值而可能的話須盡一切努力予以保

存的建築物」。 

 

5. 二零一一年六月，古諮會審議把紅樓列為法定古蹟的建議。

當時委員認為，鑑於不能確定紅樓是否建於辛亥革命之前，因此

紅樓與辛亥革命相關的程度亦難以確定，除非有新證據證明紅樓

與革命活動直接有關，否則暫時不會考慮宣布紅樓為法定古蹟。 

 

拆卸威脅 

 

6. 現任業主睿麗有限公司在二零一六年十一月購入紅樓。二

零一七年二月中，有人發現紅樓附近有移除植物及清拆臨時構築

物的工程。屋宇署已提醒業主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123 章)在進

行拆卸工程前須得到屋宇署的批准和同意。屋宇署自二零一七年

二月十八日起每天派員到紅樓視察情況。 

 

7. 與此同時，古諮會在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舉行特別會

議，討論應否建議古物事務監督將紅樓列為「暫定古蹟」。由於

紅樓當時並無即時拆卸威脅，而政府與業主方面商討保育方案，

因此古諮會認為當時無須即時啟動宣布「暫定古蹟」的程序 。 

 

8. 二零一七年三月八日，紅樓内兩扇窗戶被拆除，亦有說法

指稍後可能會有進一步拆卸工程。上述消息獲廣泛報導。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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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宇署按《建築物條例》第 23 條向業主發出法定命令，著令停止

有關工程。 

 

 

暫定古蹟的宣布  

 

9. 紅樓獲評為一級歷史建築屬行政措施，不獲《條例》賦予

法定保護。不過，按照一級歷史建築的現行做法，如有關建築物

需獲即時法定保護以免遭到拆卸或嚴重破壞，古物事務監督可以

採取行動，根據《條例》宣布該建築物為暫定古蹟。 

 

10. 由於紅樓有即時拆卸威脅，古諮會在二零一七年三月九日

建議古物事務監督把紅樓列為暫定古蹟，令它獲得即時的法定保

護。基於古諮會的支持、紅樓為一級歷史建築的級別以及受到即

時拆卸的威脅，古物事務監督認為有充分理由根據《條例》第

2A(1)條把紅樓宣布為暫定古蹟。 

 

11. 當紅樓被宣布為暫定古蹟後，會有 12 個月的臨時保護以

免受破壞威脅；在此期間政府可與業主磋商尋求可行的保育方案，

以及考慮是否將紅樓宣布為法定古蹟，獲《條例》永久保護。

《條例》訂明，私人土地上列為暫定古蹟的年期不可延長超於上

述的 12 個月。 

 

12. 根據《條例》第 6(1)條的規定，任何人均不得(a)在暫定

古蹟或古蹟之上或之內挖掘，進行建築或其他工程，種植或砍伐

樹木，或堆積泥土或垃圾；或(b)拆卸、移走、阻塞、污損或干擾

暫定古蹟或古蹟，但如按照古物事務監督批給的許可證的規定進

行，則不在此限。倘古物事務監督拒絕批給許可證，暫定古蹟的

業主可根據《條例》第 8 條申索賠償。古物事務監督可在事先獲

行政長官批准下，向業主就因被拒絕批給許可證而蒙受或將會蒙

受的損失作出賠償。補償額可由業主與古物事務監督協定；但若

未能達成協議，可由區域法院予以評定，並按情況把其認為合理

的補償判給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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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歷史建築被列為暫定古蹟，隨後不一定會按《條例》列為

法定古蹟。古物事務監督徵詢古諮會的意見後並考慮各項相關因

素(包括但不限於建築物的文物價值、市民的意見、業主的意願，

以及保存建築物的成本)，再行決定應否把暫定古蹟宣布為法定古

蹟得以永久保存；若作此決定，須獲得行政長官批准。 

 

14. 按古諮會以往的討論，除非另有新資料未經古諮會考慮，

否則紅樓看來並未達到可以宣布為法定古蹟的「極高門檻」。紅

樓宣布為暫定古蹟，並非意味會列為法定古蹟。紅樓最終是否宣

布為法定古蹟，須視乎考慮或重新考慮所有相關因素的結果而定。

不過，把紅樓宣布為暫定古蹟，可讓有關各方爭取合理時間考慮

如何保育這幢一級歷史建築。 

 

 

宣布的影響 

 

15. 把紅樓列為暫定古蹟，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

條文，並且對公務員、經濟、生產力、環境、家庭或性別沒有影

響。至於可持續發展的影響方面，該項宣布有利實踐保護本港文

物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原則。由於沒有具體的補償方案，現時無法

估計該項宣布對財政的影響。 

 

 

公眾諮詢 

 

16. 古物事務監督已跟據《條例》第 2A 條的規定，在二零一

七年三月九日諮詢古諮會有關宣布暫定古蹟的建議，並得到古諮

會委員一致支持。 

 

 

宣傳安排 

 

17. 我們已於宣布暫定古蹟當日(即二零一七年三月十三日)就

該項宣布發出新聞稿，並會安排發言人回答傳媒和公眾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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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8. 紅樓為一級歷史建築，位於新界屯門青山近石角咀村丈量

約份第 300 約地段第 36 號的私人土地。 

 

19. 《條例》自一九七六年生效以來，私人歷史建築物未經業

主同意而獲宣布為暫定古蹟的個案共有五宗，涉及羅便臣道猶太

教莉亞堂 (一九八七年 )、屯門馬禮遜樓 (二零零三年 )、薄扶林道

128 號(稱為「Jessville」)(二零零七年)、司徒拔道景賢里(二零零

七年)，以及山頂道何東花園(二零一一年)。結果，政府與猶太教

莉亞堂的業主議定保存安排，教堂免遭拆卸，政府無須向業主賠

償。馬禮遜樓於二零零四年三月由古物事務監督宣布為法定古蹟，

獲得永久保護。二零零九年九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局

部撤銷薄扶林發展限制，以落實雙方協定的「寓保育於發展」方

案，Jessville 大宅得以保存。景賢里則通過政府與業主非原址換

地的方式得以保存，二零零八年七月宣布為法定古蹟。至於何東

花園，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考慮業主的反對意見以及所有相關

資料後，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指示，不會就何東花園作出擬作出

的宣布。 

 

 

查詢 

 

20. 如對本參考資料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3509 8270 與發

展局文物保育專員任浩晨先生聯絡。 

 

 

 

發展局   

二零一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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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方塊
附件 A



 

 

附件 B 
 

新界屯門青山近石角咀村的紅樓  
文物價值評估報告  

 

 

     紅樓建於何年已難以考實。紅樓之名與革命組織

有關，抑或自來其紅色外牆，亦見仁見智。  
 
     紅樓位於青山農場之內。農場由富商李陞三子李

紀堂（即李柏）開設，現已不存。李氏曾追隨孫中山先

生，加入反清革命組織興中會。一九零一至一九一一年

間，青山農場曾用來儲存軍械，革命黨籌謀起義，黨人

在此製造和試驗軍火以作配合。此處既是志士聚集之

地，也是遭清廷追捕的黨人藏匿之所。不過，紅樓與孫

中山領導的革命活動是否直接有關，未能完全確定。  
 

歷史價值  
 

     紅 樓 的 建 築 風 格 較 接 近 西 式 而 非 中 式 ， 不 算 突

出。主體為兩層高的斜頂樓房，用間牆分隔成兩部分，

前方加建兩層，建有陽台，後方加建部分用作廚房和雜

物房。從圖則看來，紅樓原應是兩間單邊平房。建築裝

飾不多，金屬窗有窗檐，設計平實。二樓陽台欄河用通

花方塊砌成，可說是紅樓唯一的裝飾。牆身為磚砌，抺

灰後髹上淡粉紅色面漆。屋頂及地台採用西式木結構。

內部唯一的特色，是通往陽台的玻璃木門。  
 

建築價值  
 

     這幢建築具備一九二零及三零年代建築物的某些

特點。現有的紅樓與多年前的測繪圖對照之下，可發現

其位置及形制已不盡相同。如今所見的紅樓，是否在二

十世紀初建成，是否就是原來的建築物，實難確定。紅

樓現為民居。   
 

保持原貌程度

 

     如今青山農場雖已不存，但仍能使人聯想到香港

在中國革命史上的角色。紅樓位處其中，因此是具有社

會價值和地區價值的歷史建築。  

社會價值和  
地區價值  

 

 



附件 C 

紅樓照片  

 

紅樓（攝於一九七七年）  

 

紅樓（攝於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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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攝於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紅樓側影（攝於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