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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從90年代舊啟德機場遷離開始，我們已就九龍東部一帶的古蹟、綠
化以及社區規劃十分關注。
事實上，良好的社區設計不但能有助居民的生活環境，而且也能帶來
可持續的發展，增加他們的歸屬感。規劃署在2006年開展了「啟德規
劃」的公眾諮詢，在計劃之中，就是否覆蓋啟德明渠進行了討論，參
與討論的不同團體和官員均認同改造及開放啟德河為可持續發展水、
綠公共空間的可塑性。於2007年九月啟德發展民間聯席聯同長春社舉
辦了啟德河命名禮及記者會，將寫有「啟德河」的路牌掛在啟德河
邊，並在命名活動上公佈了他們活化啟德河的構思─「水．綠．文物
觀景徑」計劃。
此計劃自社區發展，人文景觀及環境保育等多重角度推動不同層次的
社區共融。.在民間及政府各部門的積極互動後，發展至今，已得到不
少的社區支持及可見成效。

前 言

龍津橋到啟德河
位於九龍城、新蒲崗等地的啟德明渠，原名龍津河。時而世易，龍津河
也隨著九龍半島的歷史發展而改變，經歷了擴建、成為明渠以至被污染
等階段。然而在近年的渠務工程改善下，啟德明渠已逐漸回復為昔日龍
津河的清徹水道。為了使啟德明渠回復至昔日河道的美貌，並為社區提
供更優質的居住環境，我們希望借鑒首爾清溪川的方式，致力活化及改
善啟德河，提升河道的生態價值，並將它與社區的綠化地帶及文化遺產
連結，從而成為一條集合自然、文化及經濟價值於一身的有機河道。
而於2008年中初步發掘的一段龍津橋，與及2009初再掘出約250米的橋
塾遺跡，為這一計劃帶來了莫大的鼓舞，不單在尋找歷史根據上一鎚定
音，更在新、舊共存的規劃設計上，給予了有力而富生命的連繫。因
此，啟德發展民間聯席與長春社就此建議利用龍津橋的歷史元素發展為
新區的環境核心，連結新、舊各區，將啟德,、九龍城、新蒲崗、及黃
大仙等社區以不同的歷史遺跡及文化設施連成一氣，重視「百年條約古
蹟群」的氣象，並倡議原址保留龍津橋，貫通龍津河﹝啟德河﹞及修復
部份九龍寨城城廓，有機地建構新、舊並存的人文景覲。



概概 念念 及及 提提 案案



活化啟德河的構思─

「水．綠．文物觀景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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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設計中軸,移往龍津橋軸線

2. 龍津橋原地保留,及發展中軸
公園,以水面為主

3. 局部設計道路改為半下沉隧道

4. 保留機場車道 ,並改作行人天
橋

5. 綠化東頭23區座地面為水綠連
接地帶

6. 遷移原有汽車加油站,並發展
為綠色地帶

7. 重開東頭22座的龍津水道,並
與城市濕地連接

8. 保育溥仁學校,並發展為本土
生態教育為本的重點小學

9. 改造寨城公園東南角發展以
“九龍寨城”為題的城垣地帶

10.改造石鼓壟道遊樂場及周邊地
帶為城市濕地公園

11.於主要連接位置作地下城通道

12.下沉車道,綠色半下沉地下城,
及預留與商業區連接

13.龍津中軸公園兩側發展,預留
地面公共空間

龍津橋原址公園
及

地下城構想概念



1902年九龍城地圖 | 1903年的龍津橋位置圖

林肯紀念館 | 1910年的龍津橋

歷史文物

龍津橋龍津橋

「龍津橋」— 歷史通廊
重現150年前九龍寨城海關衙門前的龍津橋，以「修舊如舊」的手法，
遇以「龍津橋、九龍寨城、龍津河」爲軸綫的城市設計，引述英軍登陸
九龍半島的史實；除以確立歷史文物的價值外，亦引進活學活用的社區
教育文物教材—「百年條約古物徑」。



綠

龍津橋龍津橋

林肯紀念館 | 公共空間 | 綠化空間
石鼓壟道遊樂場現貌 | 改為城市濕地公園

「龍津橋」— 綠廊
為了更好地結合九龍城與啟德新區。建議發展龍津橋周邊地段為綠色
通廊，以多方位的地面，半下沉及架空綠廊互相連繫，形成以「景觀
為主，建築為輔」的可持續發展地貌；同時利用新區的可塑性，開放
建築地面為公共空間，使龍津橋一帶的歷史氛圍與新建商業社區互為
補足。



水

龍津橋龍津橋

「龍津橋」— 水體公園
以龍津橋為軸線發展的水體公園，不單可恢復橋岸的地貌，同時可保存
由水登岸的歷史經驗；與此一並考慮的是引入啟德河道，形成水陸交織
的新城環境，締造以人工濕地誘發的生態地貌，逹致城市、自然、歷
史、發展互為補益的可持續效益。



生態教育

社區教育社區教育

石鼓壟城市濕地公園
建設取替現時不合安全規範的汽車加油站，並擴建及連接房屋署建造的「綠色公
屋」— 東頭邨23座重建項目，整片與九龍寨城公園連結，形成面積較廣，效益更大的
城市濕地，與啟德河互通，拓展為附近中小學學校村的生態、自然環境的教育基地。



生活體驗

社區教育社區教育

社區教育基地 — 溥仁學校
結合附近中小學，如伍華書院﹝中小學部﹞、李求恩紀念中學、王
仲銘紀念中學、可立中學、溥仁學校等，成立資源共享的學校村，
推廣以社區為本，生命學習的通識教育課程，並為強化生態環境與
學習內容相結合的教學模式，注入溥仁學校為教學載體，促進實踐
型教育的思想。



歷史教育

社區教育社區教育

歷史教育文物徑
通過歷史文物的串連，將九龍寨城一帶的人文景觀，組成有教育內涵的路線。除了
追溯自宋朝的遠古史跡外，亦可按年份分層次，將滿清年間的人民生活，英國的入
侵，香港近代的區域發展，及當代的城市面貌，逐一展現及編制成公民教育材料。

城內設施示意圖 |

|「九龍寨城」平面圖



人 - 地下街

社區連接社區連接

啟德、九龍城地下街
為了讓經濟活動更活躍地貫連新、舊兩區，建設中的地下街，應按不
同連接口將新區街道帶活，同時橫跨太子道，並與綠色半下沉地下城
連成一體，避免因車道的原因割裂新、舊兩區的有機發展。

下沉車道與商業區連接 | 大板心齋橋筋



車 - 半下沈

社區連接社區連接

半下沉地下城
建設中的半下沉地下城，將地面的綠色元素貫通不同區城，同時亦將未來興建的
東九龍快線沉降到地下與新區內的停車地庫成一水平，方便汽車停泊，另外組織
成人車分流的佈局，有利無障阻城市的發展，及「步行城市」的推廣。

概念繒圖
韓國 EWHA | 新加坡



古物

社區連接社區連接

「啟德河、水、綠、文物徑」
圍繞不同的水體，綠廊及文物景點，自龍津橋起經過九龍寨城、
啟德河、衙前圍村、黃大仙廟，以至志蓮淨苑等富歷史價值及人
文底蘊的地段連為一體，拓展可遊可喜可記的水、綠、文物步行
徑，借用本土的社區資源，發展有機的經濟活動及凝聚社區的歸
屬感。



相相 關關 刊刊 物物



龍津橋

探坑位置(綠色範圍),探坑的加挖部分(紅色範圍),推測的龍津橋定線(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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