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 港 堅 尼 地 城 青 蓮 臺 15 號  

魯 班 先 師 廟  

文 物 價 值 評 估 報 告  

 
魯 班 先 師 廟 （ 下 稱 「 魯 班 廟 」） 位 於 青 蓮 臺 。 青 蓮 臺 是 堅 尼

地 城 薄 扶 林 道 和 卑 路 乍 街 之 間 的 山 坡 上「 西 環 七 臺 」之 一。魯 班

廟 供 奉 魯 班 1，他 被 中 國 建 造 業 工 人 和 建 造 商 奉 為 行 業 神。2 魯 班

廟 於 一 九 二 八 年 竣 工 ， 見 證 香 港 建 造 業 發 展 歷 史 。  

 

清 代 光 緒 十 年 （ 一 八 八 四 年 ）， 一 群 本 地 建 造 業 工 人 和 建 造

商 發 起 籌 建 魯 班 廟。3 商 人 李 禮 興 認 同 他 們 建 廟 的 緣 由 並 被 他 們

的 誠 意 打 動，以 其 公 司 禮 興 號 的 名 義 捐 地 建 廟。原 本 的 魯 班 廟 始

建 於 一 八 八 四 年 ， 於 一 八 八 八 年 完 成 4， 其 建 成 有 賴 於 數 以 千 計

的 建 造 業 工 人 和 商 號 捐 資。一 八 九 四 至 一 九 一 零 年 間，魯 班 廟 數

度 重 修 5， 都 是 由 本 地 建 造 業 工 人 和 商 號 捐 款 贊 助 。 魯 班 廟 建 廟

和 重 修 反 映 了 在 十 九 世 紀 末 至 二 十 世 紀 初 香 港 建 造 業 的 蓬 勃 發

展 。  

 

由 於 魯 班 廟 日 漸 破 損 ， 在 二 百 一 十 間 建 造 業 商 號 和 個 人 捐

助 下 ， 魯 班 廟 在 一 九 二 八 年 在 原 來 的 地 點 重 建 。 6 一 九 四 九 年 ，

魯 班 廟 兩 進 之 間 的 天 井 加 建 了 香 亭，並 修 建 了 副 樓 供 廟 祝 留 宿。
7 這 些 工 程 展 示 了 二 十 世 紀 香 港 建 造 業 的 繁 榮 發 展，以 及 建 造 業

對 維 修 保 養 魯 班 廟 的 承 擔 。  

 

魯 班 廟 的 興 建 亦 見 證 了 香 港 華 人 團 體 的 崛 起 。 十 九 世 紀 中

歷 史 價 值  

                                                      
1  魯 班（ 又 名 公 輸 班、般 或 盤 ），生 於 公 元 前 五 零 七 年 春 秋 時 期（ 公 元 前 七 七 零

至 四 七 六 年 ） 魯 國 （ 即 今 山 東 省 ）， 是 中 國 古 代 技 藝 高 超 的 建 築 師 、 木 匠 和

發 明 家 。 為 紀 念 他 的 貢 獻 ， 他 辭 世 後 被 建 造 業 尊 奉 為 行 業 神 。 相 傳 他 曾 救 助

困 苦 的 工 匠 和 建 築 工 人，因 此 拜 祭 魯 班 以 祈 求 他 的 庇 護 便 成 為 眾 多 中 國 建 造

業 工 人 和 東 主 的 習 俗 。  
2  在香 港，通 常 以「 三 行 」稱 呼 建 造 業，傳 統 上 指 木 工、打 石 和 泥 水 三 個 行 業。

時 至 今 日 ，「 三 行 」 泛 指 所 有 關 乎 建 造 和 裝 修 的 行 業 。  
3   根 據 魯 班 廟 內 清 光 緒 十 年 （ 即 一 八 八 四 年 ）「 倡 建 魯 班 先 師 廟 簽 題 工 金 芳 名

碑 誌 」的 碑 文「 茲 我 行 香 海 經 營，剏 建 北 城 侯 魯 班 先 師 廟 宇，以 盡 崇 德 報 功、

飲 水 思 源 之 義 」， 可 見 建 廟 的 目 的 是 紀 念 魯 班 的 功 德 和 貢 獻 。  
4  廟 內 古 鐘 銘 文 「 風 調 雨 順 ， 沐 恩 弟 子 曾 瓊 記 敬 送 ， 北 城 侯 先 師 案 前 。 光 緒 十

四 年 季 秋 吉 旦 ， 國 泰 民 安 ， 信 昌 爐 造 」 。  
5  在 魯 班 廟 內 仍 可 見 多 塊 石 碑 ， 分 別 紀 念 於 一 八 九 七 年 、 一 九 零 二 年 、 一 九 零

四 年 、 一 九 零 七 年 、 一 九 零 八 年 和 一 九 一 零 年 的 重 修 。  
6  參考門 楣 石 額 上 的 銘 文 ， 廟 內 於 一 九 五 一 年 立 的 「 補 立 民 國 拾 六 年 擴 建 捐 款

碑 」。另 參 考 一 九 二 八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的《 工 商 日 報 》，以 及 一 九 六 四 年 Hong 
Kong and Far East Builder, vol. 19 no. 3 (October 1964). 

7  參考廟 內 於 一 九 四 九 年 立 的 「 本 堂 奉 祀 」 石 碑 以 及 屋 宇 署 的 核 准 圖 則 。  



 
 

葉，許 多 來 自 內 地 及 其 他 地 方 的 移 民 來 港 謀 生。華 人 意 識 到 他 們

要 團 結 起 來，互 相 扶 持 及 維 護 共 同 利 益。早 期 香 港 的 華 人 團 體 大

致 上 根 據 同 族、同 鄉、本 地 信 仰 或 行 業 組 成。一 八 七 零 年 代，香

港 的 建 造 業 發 展 越 來 越 興 盛 ， 建 造 業 界 漸 漸 積 聚 一 定 的 凝 聚 力

建 立 魯 班 廟 。  

 

此 外，魯 班 廟 展 現 十 九 世 紀 末 至 二 十 世 紀 初 香 港 與 其 他 地 方

的 緊 密 聯 繫。根 據 紀 念 魯 班 廟 興 建 和 重 修 的 石 碑 資 料，有 些 捐 款

人 來 自 廣 東 省 不 同 地 區 ， 例 如 新 會 、 順 德 、 開 平 和 東 莞 等 地 。  

 

魯 班 廟 面 向 西 北，是 兩 進 一 天 井 一 開 間 的 青 磚 建 築，正 立 面

為 凹 斗 式。前 後 兩 進 的 硬 山 式 屋 頂，以 綠 色 琉 璃 筒 瓦 及 磚 紅 色 板

瓦 鋪 砌，由 木 結 構 承 托 和 兩 邊 山 牆 支 撐，地 面 與 天 花 之 間 約 有 兩

層 樓 高。魯 班 廟 順 應 廟 址 的 地 勢 而 建，魯 班 和 包 括 財 神 的 其 他 神

祇 的 神 壇 設 在 數 級 台 階 之 上 的 後 進 。  

 

魯 班 廟 以 大 量 別 出 心 裁 的 裝 飾 點 綴，工 藝 精 湛 的 壁 畫、灰 塑、

木 雕 以 及 石 灣 陶 塑 遍 佈 於 廟 內 外 牆，凸 顯 了 魯 班 廟 非 凡 的 建 築 和

美 學 價 值。超 卓 的 工 藝 透 過 多 元 化 的 裝 飾 顯 露 無 遺，彰 顯 魯 班 廟

的 超 然 地 位 及 在 善 信 心 中 的 重 要 性 。  

 

魯 班 廟 其 中 一 個 最 突 出 的 建 築 特 色 是 其 兩 進 呈 梯 級 形 的 山

牆，外 形 酷 似 刀 尖 向 上 的 匕 首，稱 為「 五 岳 朝 天 」式，在 香 港 非

常 罕 見 。 8 

 

魯 班 廟 另 一 個 非 常 重 要 的 建 築 特 色 是 廟 宇 內 外 琳 瑯 滿 目 的

精 緻 裝 飾。兩 進 正 脊 的 正 面 和 背 面 均 飾 有 大 量 手 工 精 良 的 石 灣 陶

塑，前 進 正 脊 中 央 位 置 飾 有 寶 珠， 兩 邊 則 有 鰲 魚 和 鳳 凰 各 一 雙。

兩 進 正 脊 以 及 廟 宇 正 立 面 墀 頭 均 飾 以 成 書 於 十 六 世 紀 的 小 說《 封

神 演 義 》 為 題 的 陶 塑 ， 此 乃 當 時 香 港 常 見 的 陶 塑 正 脊 題 材 。  

 

前 進 屋 頂 正 脊 見 到「 省 城 聚 興 選 辦 」、「 均 玉 窑 造 」9、「 香 港 鍾

照 記 建 」等 字 樣，記 錄 了 廣 東 省 製 造 商 的 名 字、製 造 年 份 以 及 負

責 建 造 陶 塑 正 脊 和 裝 飾 的 本 地 承 建 商。這 些 石 灣 陶 塑 人 像 不 單 製

作 精 美，佈 局 擺 位 亦 經 巧 妙 安 排，部 分 陶 塑 的 擺 放 位 置 是 向 前 傾

建 築 價 值  

                                                      
8  根 據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記 錄，香 港 只 有 三 座 歷 史 建 築 採 用 類 似 呈 梯 級 形 的 山 牆，

包 括 堅 尼 地 城 魯 班 先 師 廟 、 九 龍 城 侯 王 古 廟 以 及 坪 洲 天 后 宮 。  
9  均 玉 窰 是 廣 東 省 佛 山 著 名 的 石 灣 陶 塑 店 號 。  



 
 

的 ， 目 的 是 讓 人 們 從 地 面 可 清 楚 觀 看 ， 不 會 失 真 。  

 

魯 班 廟 有 大 量 精 美 的 壁 畫， 題 材 廣 泛 ，數 量 多 達 二 十 六 幅，

也 是 難 得 一 見。正 立 面 門 楣 石 額 上 方 飾 有 由 九 幅 繪 畫 和 兩 幅 書 法

所 組 成 的 精 美 壁 畫 組 合 ， 描 繪 不 同 主 題 ， 例 如 《 夜 遊 赤 壁 》 10、

《 達 摩 一 葦 渡 江 》， 以 及 傳 統 山 水 、 花 草 等 題 材 。 11 這 些 精 巧 細

緻 的 壁 畫 傳 達 了 對 知 識 的 渴 求 及 勸 學 精 神。其 他 出 色 的 壁 畫 可 見

於 廟 外 正 背 面 、 內 牆 身 和 牆 身 飾 帶 。  

 

此 外，廟 内 外 共 有 七 組 造 工 精 細 以 中 國 吉 祥 圖 案 和 歷 史 民 間

傳 說 為 主 題 的 灰 塑，其 中 兩 組 標 示 著 名 本 地 建 造 商 鍾 照 記 建 造，

而 著 名 工 匠 鄧 子 舟 及 其 子 鄧 居 謙 的 名 字 亦 見 於 灰 塑 的 外 框 。 12 

廟 內 精 巧 的 木 雕 亦 是 巧 奪 天 工，掛 在 香 亭 刻 工 細 膩 的 木 雕 彩 門 以

歷 史 民 間 故 事《 薛 剛 反 唐 》和 其 他 吉 祥 圖 案 為 題。彩 門 由 梁 蘇 記

製 作，是 香 港 建 造 商 會 創 會 會 長 林 蔭 泉 及 其 子 敬 送，慶 賀 魯 班 廟

於 一 九 二 八 年 重 建 。 13 

 

魯 班 廟 保 留 了 它 原 來 的 布 局 和 主 要 組 成 元 素，建 築 物 結 構 和

裝 飾 均 狀 況 良 好。魯 班 廟 的 主 要 後 加 部 分 包 括 於 一 九 四 九 年 在 原

有 天 井 加 建 的 香 亭 ， 以 及 在 廟 宇 西 南 面 供 廟 祝 留 宿 的 副 樓 。  

 

保 持 原 貌

程 度  

 

 

魯 班 廟 是 香 港 廣 為 人 知 供 奉 魯 班 的 廟 宇，極 具 歷 史 價 值。它

呈 梯 級 形 的「 五 岳 朝 天 」式 山 牆，在 香 港 是 難 得 一 見 的 設 計。魯

班 廟 亦 是 香 港 其 中 一 座 裝 飾 最 豐 富 的 廟 宇，保 留 及 展 示 以 高 超 的

裝 飾 技 術 和 精 湛 工 藝 製 作 的 木 雕、陶 塑、灰 塑、壁 畫 和 石 刻 碑 誌。

兩 進 正 脊 的 正 面 和 背 面 均 飾 有 栩 栩 如 生 的 石 灣 陶 塑，在 香 港 實 在

寥 寥 可 數 。  

 

罕 有 程 度  

魯 班 廟 具 有 重 要 的 社 會 價 值 和 地 區 價 值。在 魯 班 廟 建 廟 的 年

代，建 造 業 的 新 人 是 透 過 師 徒 傳 授 方 式，學 習 建 築 和 屋 宇 的 知 識

和 技 藝，而 非 在 學 校 接 受 培 訓。魯 班 被 奉 為 建 造 業 各 工 種 的 宗 師，

社 會 價 值

和 地 區 價

值  

                                                      
10 這 壁 畫 在 該 壁 畫 組 合 中 面 積 最 大 並 置 於 中 間 。 它 描 繪 著 名 文 人 蘇 軾 在 舟 上 、

佛 印 和 尚 和 書 法 家 黃 庭 堅 則 於 岸 上 。  
11 在「 魯 」字 上 方 的 壁 畫 與 其 他 壁 畫 有 明 顯 分 別 ， 這 壁 畫 繪 畫 了 幾 本 書 和 幾 張

紙 ， 是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在 中 國 發 展 的 一 門 藝 術 風 格 ， 稱 為 「 八 破 」。  
12 廟 內 保 存 了 四 件 由 鄧 氏 父 子 製 作 的 灰 塑 。  
13 彩 門 上 刻 有「 魯 班 先 師 廟 廣 悅 寶 堂 重 建 崇 陞 誌 慶 」。 同 時 參 考 了 馬 素 梅 ：《 迎

祥 接 福 :  香 港 中 式 古 建 築 的 木 雕 彩 門 》， 香 港 ： 作 者 自 印 ， 2021 年 ， 頁 158-
159。  



 
 

到 魯 班 廟 酬 祀 魯 班 是 建 造 業 文 化 傳 承 的 重 要 的 傳 統，反 映 師 徒 制

延 續 至 今 和 其 意 義。自 魯 班 廟 建 成 後，本 地 建 造 業 無 論 是 東 主 還

是 工 人，都 會 按 照 傳 統 習 俗，在 農 曆 六 月 十 三 日 慶 祝 魯 班 誕，俗

稱 「 師 傅 誕 」。 通 常 他 們 會 在 當 日 休 息 一 天 ， 共 聚 在 廟 前 拜 祭 魯

班，酬 謝 師 傅 的 保 護，祈 求 保 佑 工 作 順 利 平 安，到 了 晚 上 則 在 食

肆 設 宴 慶 祝 。  

 

傳 統 的 師 傅 誕 由 正 誕 前 夕 開 始 至 正 誕 當 日，為 期 一 天 半，包

括 由 道 士 超 渡 工 業 意 外 身 亡 的 建 造 業 工 人 和 舞 獅 舞 龍 表 演。另 一

個 令 人 難 忘 的 活 動 是 向 居 住 在 魯 班 廟 附 近 的 孩 童 派 發「 師 傅 飯 」。

傳 統 認 為 小 孩 吃 了 師 傅 飯 便 會 像 魯 班 一 樣 聰 穎，多 才 多 藝，勤 奮

工 作，故 當 時 甚 受 歡 迎。但 隨 着 老 一 輩 的 工 匠 過 世，派 師 傅 飯 的

傳 統 自 一 九 六 零 年 代 便 逐 漸 式 微 。  

 

二 零 二 零 年，建 造 業 議 會 聯 同 香 港 建 造 商 會 在 師 傅 誕 期 間 舉

辦「 18 區 派 建 造 業 魯 班 飯 」活 動，向 弱 勢 社 群 派 發 飯 盒。此 活 動

現 已 成 為 建 造 業 在 香 港 具 代 表 性 的 慈 善 活 動，反 映 魯 班 的 影 響 力

並 不 限 於 魯 班 廟 的 建 築 物 內，更 在 社 會 經 濟 層 面 上 擴 展 至 更 廣 闊

的 社 區 。  

 

為 弘 揚 魯 班 崇 尚 創 新 的 精 神，表 揚 建 造 業 的 年 輕 優 秀 人 才，

魯 班 廟 的 管 理 團 體 自 二 零 一 零 年 起 與 業 界 合 辦 「 青 年 魯 班 選

舉 」， 每 年 都 在 魯 班 廟 舉 行 頒 獎 典 禮 。 這 活 動 反 映 了 魯 班 廟 與 建

造 業 延 續 至 今 的 緊 密 聯 繫 ， 見 證 香 港 其 中 一 個 主 要 行 業 的 歷 史

發 展 。  

 

 

坐 落 於 魯 班 廟 旁 的 廣 悅 堂 公 所（ 三 級 歷 史 建 築 ）建 於 一 九 四

九 年 。 公 所 及 魯 班 廟 緊 密 相 連 ， 形 成 了 重 要 的 組 合 價 值 。  

 

上 環 文 武 廟 是 中 西 區 的 另 一 座 著 名 廟 宇，於 二 零 一 零 年 列 為

法 定 古 蹟。魯 班 廟 附 近 的 其 他 歷 史 建 築 包 括 青 蓮 臺 九 號（ 三 級 歷

史 建 築 ）、前 西 區 消 防 局（ 二 級 歷 史 建 築 ）、西 區 抽 水 站 及 濾 水 廠

高 級 職 員 宿 舍 及 工 人 宿 舍 （ 分 別 為 二 級 及 三 級 歷 史 建 築 ）。  

 

組 合 價 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