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委員會博物館工作小組就博物館發展所作的研究  
 
 
 文化委員會 (文委會 )轄下成立了博物館工作小組，研
究公共博物館的功能定位及未來發展模式。  
 
 文委會博物館工作小組於 2001 年 1 月至 2002 年 8
月間，共舉行 8 次會議。就未來新博物館的發展，委員討論和
審議了夾附的文件，委員的主要意見如下：  
 

!  由於起步較遲，本地博物館的數量，遠少於紐

約、倫敦、巴黎和東京等國際都會。根據調查，

上述大都會均有超過 100 所博物館，而本港只
有約 20 所博物館。  

 
!  根據國際博物館協會的定義，博物館的基本功

能是收藏、研究、展覽和教育。隨著社會的變

遷，現代的博物館日益重視其教育功能，並積

極走入社群，與公眾建立緊密聯繫。為了進一

步擴闊下一代的視野，香港需要興辦不同主題

的新博物館。  
 
!  為展示本地以至所屬地區的文化特色，香港應

設立「旗艦」博物館  (如現代藝術館及水墨博
物館 )。博物館選址可在西九龍文娛藝術區。  

 
 以上建議已提交文委會考慮，並已得到文委會大會同

意，納入 2003 年文化委員會政策建議報告之內。  
 
 
 
民政事務局  
2005 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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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文件 
11月 19日 
 CHC/M/09/01 
討論文件 
 
 

文化委員會博物館工作小組 
 

博物館的發展建議 
 

目的 
 
  本文件旨在檢討公營博物館的發展計劃，並考慮由康樂及文化事務署建議在

未來十年應重點發展的新館，及與此相關的博物館職能重組方案。 
 
背景 
 
2. 今年五月，文化委員會博物館工作小組已討論有關「香港公共博物館的發展」
的初步建議（文件 CHC/M/06/01）。本文旨在總結以往的討論，提出在未來十年
應集中發展的重點新館，及因此而引起的現存博物館的職能重組方案。 
 
博物館的角色 
 
3. 國際博物館協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對博物館所下的定義
是：「博物館是一所長期設立和開放給公眾的非牟利機構，目的在於服務社會和

促進社會發展，負責蒐集、保存、研究、傳播和展示與人類及其環境有關的實證，

供研究、教育及觀賞之用。」“A museum is a non-profit making, permanent 
institution in the service of society and its development, and open to the public which 
acquires, conserves, researches, communicates and exhibits, for purposes of study, 
education and enjoyment, material evidence of people and their environment.” 
 
4.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自成立以來，統籌全港的公營博物館服務，並以「以客為
本」為方針，訂立了博物館服務的目的、使命和信念，詳見附件 I。而其轄下的
博物館，則各自就其不同主題，訂立了不同的工作方針。 
 
香港博物館事業的發展 
 
5. 現代博物館的發展已有二百多年歷史，但香港的博物館發展，則只有短短四
十多年。博物館發展的主要關鍵在建立具代表性的藏品以反映文化發展。而藏品

的建立，則有賴具有有關專門學識與專業工作經驗的博物館工作人員的努力。故

此，博物館事業的發展是「以人為本」的有機發展，不單是有館址和新建築物就

可以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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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博物館的專業館員職系 (Curator Grade) 約有 140人，分藝
術、歷史、科學和文物修復四個行業分流。入職條件是有關分流的學士學位。入

職後在不同工作崗位接受在職培訓及海外研究院培訓，亦有多位館員工餘不斷進

修，考獲碩士及博士學位。1997 年開始香港政府與澳洲悉尼大學及香港大學專
業進修學院在港合辦一年制博物館研究院文憑課程。迄今已有約 100位館員接受
過本地或海外的研究院文憑或學位課程訓練，署方並以每年約 15至 20位的進度
訓練其餘館員。可見香港已培養不少博物館專業人才，以配合未來博物館事業的

發展。 
 
世界博物館的發展趨勢 
 
7. 世界博物館的一般發展趨勢，都是由綜合至專門的。一般大城市，都經過建
立大型的綜合博物館，然後再增添不同專題的較小型專題博物館的過程。在一個

城市中，可能同時建有國家級、省級、市級及區級和私人博物館，各以不同規模

出現。其館藏內容或相近、或不同，共同建立一個多角度的文化保存和展示網絡。

各大博物館都定期舉辦大型的專題展覽，以補足藏品範圍的局限。 
 
8. 由於文化旅遊是新興事業，世界各大城市都競建新館，以配合國民教育、終
身學習、促進旅遊和建立身份認同的政策。根據兩次觀眾調查，香港藝術館的觀

眾約佔 30%是遊客；數年前，前香港旅遊協會一項調查的結果亦指出，遊客對香
港文娛設施活動的興趣亦以博物館為優先。而署方於 2000年委託顧問公司（MDR 
Technology Ltd.）進行的基準調查顯示，市民對博物館的滿意度高達 81.2%。故
此，香港應大力拓展博物館服務，以追上世界其他大城市的水平，豐富市民的文

化生活，及促進文化旅遊。 
 
香港新博物館建立方案 
 
9. 香港要建立新的公營博物館，必先要全面地審視現今的設施，以找出需填補
的空間，使整體的博物館服務更臻完備。廿一世紀香港的新建博物館，在現有的

基礎上，應該以專題博物館形式出現，以達致多角度和多樣化去呈現文化和歷史

環境。而且處理的手法，必須是靈活和互動的，及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的。新館

的建立，主題要創新，並要顧及具代表性藏品來源的可能性、專業策劃館員的資

源調配、選址的配合、以及財政的來源等。 
 
10. 基於以上考慮，選址的最新發展，以及署方拓展藝術、歷史和科技博物館
服務的使命，現提出重整現行博物館的職能方案，以及署方建議於未來十年內應

重點發展的新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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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藝術博物館類別 
 
(a)  現有的設施 
 
  (i) 大型博物館 
 

 香港藝術館於文化中心的館址於 1991 年啟用，它的前身是大會堂
博物美術館(1962 – 1975)，到 1975年才分拆為香港藝術館和香港歷
史博物館。香港藝術館以收藏香港藝術及中國歷代書畫文物為主，

並藉專題展覽介紹各國藝術潮流和中國藝術文化傳統。而 2000 年
落成的香港文化博物館中的「趙少昂藝術館」和「徐展堂中國藝術

館」，都屬於藝術館類別。 
 
  (ii) 小型博物館 
 

 香港茶具文物館（1984年啟用），是以前三軍司令總部改建而成，
專門介紹中國茶具及提倡茶藝，其新翼則介紹中國古代名瓷器和

印章等。 
 

(b)  建議的發展方向 
 

 香港位於珠江口，是嶺南文化的重地，故其藝術館應探討香港及嶺南文

化，介紹傳統中國文化，並提高市民對世界藝術欣賞的水平。 
 

(c)  建議的新館： 
 

(1) 香港現代藝術館 (Hong Kong Museum of Modern Art) 
 

 香港藝術館自成立以來，便以提升香港當代藝術水平為主要目的之

一。在 2000 年之前，前臨時市政局已通過在九龍公園興建一所 
八千多平方米的香港當代藝術館，這是本港藝術界廣泛祈望落實的

計劃。本署認為在未來西九龍新文化區內，應設有一所香港現代藝

術館，以彰顯二十世紀以來及當代的香港視覺藝術。此館應涵蓋應

用藝術（設計和攝影等），因香港各類設計近年來在國內外均獲好

評，而香港攝影水平一向享譽國際。 
 

(2) 水墨藝術館 (Ink Museum) 
 
 如資源許可，委員可同時考慮興建獨一無二的「水墨藝術館」。中

國水墨藝術以書法和繪畫兩種主要表現模式，成為中國傳統藝術的

主體。作為中國文化精神的一種特殊的藝術表達方式，水墨藝術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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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影響鄰近國家如韓國、日本和越南的文化核心構成部份，代表

著一種東方文化觀念。對水墨藝術的弘揚與發展，關乎中國文化的

未來，具有特殊的文化策略意義。 
 
水墨藝術館肩負兩項任務： (一) 購藏和陳展高水平的當代作品，
強調新水墨藝術背後延展了數千年的深厚傳統和正統性，在這個基

礎上建立當代新水墨藝術體系。(二) 通過新體系的建立，強調中國
水墨藝術內在延展的自動力和文化包容性。 

 
(d)   相關的現存博物館的職能重組建議 
 

 倘若發展現代藝術館的建議得以落實，香港藝術館應該集中發揚中國

傳統書畫文物的藝術（和上海博物館相類似）。而文化博物館亦應研

究將其「徐展堂中國藝術館」所藏中國歷代文物及「趙少昂藝術館」

所藏書畫，移交香港藝術館。由於此兩館的藏品主要是捐藏品，任何

涉及捐贈合約條件的修改，需先與捐贈者商討。待香港現代藝術館建

立後，香港藝術館所藏香港現代藝術不同媒介的藏品，應和文化博物

館所藏的香港當代藝術藏品，包括攝影和設計，一併移交香港現代藝

術館，以建立該館的館藏。 

 

由香港藝術館演變而成的中國傳統書畫文物博物館將需要增添大量有

關的藏品／展品。該館除繼續以有限資源購買小量珍貴藏品外，將需

要本地收藏家和內地博物館大力支持，捐贈或借出藏品供該館長期展

出。 
 
乙：歷史博物館類別 
 
(a)  現有的設施 
 
  (i) 大型博物館 
 

 香港歷史博物館自 1975 年獨立運作以來，一向收藏與香港及華南
地區的考古、歷史、民俗及自然歷史相關的文物與資料。其新館在

「香港故事」長期展覽於 2001 年 8 月揭幕後，現已全面開放。香
港文化博物館則是一所綜合性博物館，內容涵蓋歷史、藝術和文

化；而歷史藏品則以新界文物及粵劇文物為主。座落於前鯉魚門炮

台的香港海防博物館（2000 年啟用），則以介紹明清以來海防歷
史為主。香港電影資料館（2001 年啟用），則以保存香港電影和
有關研究資料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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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小型博物館 
 

 小型歷史博物館多以歷史建築物就其主題修建而成，如 1957 年啟
用的李鄭屋漢墓博物館、1984 年啟用的上民俗文物館、1985 年
啟用的香港鐵路博物館、1987年啟用的三棟屋博物館和 1988年啟
用的警隊博物館等。 

 
 

(b) 建議的發展方向 
 

 歷史博物館的發展，當以保存本地文物和歷史研究為重點，以便增進市

民的身份認同和提高對本地歷史的認識。 
 

(c) 現館的更新及拓展建議 
 
位於深水區的李鄭屋漢墓博物館是極具歷史價值和文化旅遊潛力的

古蹟，可惜目前地方狹窄、展品不多。現建議利用鄰近的花園部份空間

擴大該館，提供場地作專題展覽之用，並設複製漢墓供遊人入內參觀。

此舉料可大大提高該館的吸引力和觀賞性。 
 

(d)  建議的新館： 
 

(1) 香港電影博物館 (Hong Kong Museum of Moving Images) 
 

 香港是全球最大的電影製作中心之一，而香港電影一直在國際影壇

上佔一重要席位。雖然本港已有香港電影資料館，但該館的主要目

的是保存電影及有關資料，以供研究之用。電影是綜合藝術，電影

博物館應收藏與電影有關的文物，例如明星用品、電影服裝、道具、

放映機等。並介紹電影放映的原理和進化的歷程，香港電影事業發

展的歷史，包括李小龍和功夫片的熱潮等等。該館應於西九龍新文

化區設立。商界可考慮於該館傍興建大型電影中心，其中包括一所

6聲道高解像立體電影院，以便放映高科技電影。電影博物館的建
設，將獲電影業界的廣泛支持。它可與同區的香港現代藝術館及水

墨博物館互相輝映，而亦能與文化區的演藝設施互相配合，提高整

區的吸引力。 
 

(2) 香港海事博物館 (Hong Kong Maritime Museum) 
 

 香港自一小漁村，發展為全球航運和貨櫃業中心之一。設立一所海

事博物館，可展示這方面的歷史。該館應介紹不同釣艇，近岸和遠

洋作業的傳統漁船，不同的捕魚方法和設備，新式的機動單拖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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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和改變用途的中流貨運木船，以及遠洋客運遊輪和貨櫃船等。

同時可介紹港海捕得的不同魚類和習性，水上人的風俗、信仰和生

活習慣，以及獨有的鹹水歌等。博物館亦應介紹香港航運發展、港

口設施及轉口貿易，展示香港從漁村蛻變為航運和貨櫃業中心的歷

程。海事博物館可考慮設於香港仔，成為該區未來發展的一主要項

目。 
 

(3) 孫中山博物館 (Dr. Sun Yat-sen Museum) 
 

 國父孫中山先生曾在香港受教育，其革命思想亦孕育於香港。而革

命社團亦曾於香港活動。中西區區議會已將其區內各有關地點，列

入中山史蹟徑。有關建議的孫中山博物館，其設施及選址仍有待研

究。 
 

(4) 體育博物館 
 
鑑於中國及本港運動員近年來屢創佳績，委員可考慮在最近擬議興

建的大型體育館內闢設一間博物館，以介紹各運動員的佳績及源自

中國的各項體育的歷史。博物館可成為新體育館的重要設施，在非

繁忙季節尤發揮其功能。同時，館內亦應闢設一間體育圖書館。 
 

(e)  相關的現存博物館的職能重組建議 
 

 在上述現代藝術館和中國傳統書畫文物博物館成立後，香港文化博物館

應集中發展其「民俗博物館」的角色，充份利用現有珍貴的粵劇文物等

館藏。同時，該館亦可利用部分展館探索發展新主題，例如文化交流，

以發揮香港獨特之處。香港位處珠江口，是中國的南大門，一向都在中

外文化交流方面，扮演樞紐的角色。香港藝術館現藏的東南亞陶瓷和歷

史繪畫及有關文物，包括外銷油畫和廣州製造的外銷文物（象牙、摺扇、

銀器、琺瑯和瓷器等），都可一併歸入文化交流館。日後的發展，該館

應以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為中心，探討中外文化交流的情況。 
 
丙：科技博物館類別 
 
(a)  現有的設施 
 

 香港科學館（1991 年啟用）有別於傳統博物館，是一所科學中心，以
互動展品為主，注重操作展品時參觀者的各種感觀互相配合，從而體驗

科學世界的奧秘，提高參觀者的科學通識。香港太空館（1980年啟用）
則以介紹太空科學和天文學為主，並設有全天域電影院。 
 

(b)  建議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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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兩所科技博物館都是以介紹世界科學成就和一般科技知識為主。但作為

設在香港的博物館，他們都應該發展館藏部份，收集和保存和香港科技

成就及演變歷程有關的重要藏品，以增加其本地特色和加入保存本地文

化遺產的行列，和引發市民的科技創意。 
 

(c)  現館的更新及拓展建議 
 
一般博物館開館十年後，應有某程度的更新和拓展，以保持吸引力和提

升服務。香港太空館由於已運作了二十多年，有急切需要將展廳和展品

更新；而香港科學館正草擬第二期的拓展計劃，建議在該館停車場加建

新翼，方便引進最新科技展覽和拓展教育服務。由於它與香港歷史博物

館比鄰，故此，亦可在新翼預留額外藏品庫和文物修復實驗室，以利兩

館將來藏品的拓展。 
 

(d) 建議的新館： 香港運輸博物館 (Hong Kong Transport Museum) 
 
規劃署已於東南九龍重建區預留地方作興建運輸博物館之用。該幅用地

鄰近海旁，並位處前啟德機場，十分適合與建一所介紹本地海、陸、空

運輸工具的博物館。民航署和多個運輸機構都有意捐贈運輸工具及其他

有關文物作展出之用。如資源許可，委員可考慮興建這所博物館。在海

上航運藏／展品方面，這所博物館的重點與海事博物館稍異：前者重

運輸工具和設計操作原理方面，而後者則旨在介紹香港漁業和航運及貨

櫃業。  
 
現存博物館的調整 
 
11. 各現存博物館之間的職能重組和藏品及人員的調配，將陸續分期進行，以
免影響對市民的服務。 
 
建議 
 
12. 上文提供有關未來博物館發展的建議供委員參考。至於各新館涉及的可行
性研究、資源承擔、優先次序及推行時間表，則需詳細研究。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 
2001年 11月 16日 



 

 

附件 I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博物館服務 
 
 
理想 
 
我們竭誠提供優質博物館服務，以配合香港發展為文化都會。 

 

 

使命 

 

我們的使命是 

 

• 提供優質博物館服務，為市民生活增添文化氣息。 

 

• 發揮專業精神，有策略地收藏藝術、歷史和科技文物，發揮保存、研究、傳

播展出及教育的功能，務使博物館服務更臻完善。 

 

• 保護古蹟文物，以提昇市民對文化傳統的認知。 

 

• 與教育署、學校、學者、藏家、藝術家、文化及社區團體緊密合作，發揮協

同效應，以加強香港博物館的發展動力。 

 

• 建立一支積極進取、盡忠職守、敬業樂業的專業工作隊伍。 

 

 

信念 

 

堅守下列基本信念，實踐工作使命： 

 

− 服務為上 

 

− 講求質素 

 

− 專業精神 

 

− 推陳出新 
 



機密文件  

 
供 二 零 零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三 日 討 論  C H C / M / 0 6 / 0 1
 

香 港 公 共 博 物 館 的 發 展  

 
 
目 的  

 
 本 文 件 旨 在 匯 報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康 樂 文 化 署 )對 香 港 公 共 博 物
館 未 來 發 展 的 初 步 建 議 。  

 
 
背 景  

 
2 .  文 化 委 員 會 博 物 館 工 作 小 組 各 成 員 已 參 閱 兩 份 有 關 香 港 博 物 館 服

務 情 況 的 資 料 文 件 ， 分 別 為 ：  

 
C H C / M / 1 / 0 1  香 港 博 物 館 服 務  

— 工 作 情 況 報 告  

C H C / M / 3 / 0 1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轄 下 博 物 館  
的 功 能 、 運 作 及 財 政 預 算  

 
 
3 .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三 月 十 四 日 最 近 一 次 會 議 上 ， 各 成 員 要 求 康 樂 文 化

署 擬 備 一 份 文 件 ， 臚 列 該 署 有 關 香 港 公 共 博 物 館 未 來 發 展 的 意 念 。  

 
 
康 樂 文 化 署 的 使 命  

 
4 .  一 直 以 來 ， 康 樂 文 化 署 致 力 提 供 優 質 的 博 物 館 服 務 ， 展 示 本 港 多

姿 多 采 的 藝 術 、 物 質 文 化 及 現 代 科 技 。  

 
5 .  康 樂 文 化 署 的 博 物 館 是 保 存 本 港 的 藝 術 、 歷 史 及 文 化 遺 產 的 重 要

機 構 ， 主 要 功 能 在 培 育 市 民 對 社 會 的 認 同 和 歸 屬 ， 並 作 為 終 身 學 習 及

校 外 教 育 的 場 所 ； 同 時 ， 透 過 提 供 娛 樂 及 文 化 旅 遊 服 務 ， 促 進 社 會 的

經 濟 繁 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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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在 計 劃 進 一 步 發 展 香 港 的 博 物 館 服 務 時 ， 為 求 達 至 世 界 水 平 ， 必

須 考 慮 到 香 港 的 獨 特 地 理 位 置 、 歷 史 和 文 化 特 色 ， 以 及 其 有 利 條 件 和

不 足 之 處 。  

 
 
康 樂 文 化 署 重 整 博 物 館 服 務 的 計 劃  

 

7 .  由 於 涉 及 龐 大 的 資 源 ， 要 全 面 達 至 上 述 目 標 ， 相 信 或 需 一 段 長 時

間 。 然 而 ， 在 現 階 段 ， 康 樂 文 化 署 可 就 目 前 情 況 進 行 全 面 評 估 ， 重 整

現 時 的 博 物 館 服 務 ， 務 求 更 有 效 地 協 調 博 物 館 之 間 的 工 作 ， 更 清  地

確 立 各 自 的 特 色 。 事 實 上 ， 康 樂 文 化 署 已 推 行 多 項 重 整 服 務 的 措 施 ，

有 關 情 況 簡 述 如 下 ：  

 
( a )  成 立 中 央 文 物 修 復 組 ；  
( b )  劃 分 博 物 館 之 間 的 藏 品 發 展 及 展 覽 計 劃 ；  
( c )  加 強 博 物 館 之 間 的 合 作 ； 以 及  
( d )  成 立 藝 術 推 廣 辦 事 處 。  

 
有 關 情 況 載 見 附 錄 I 的 會 議 文 件 C H C / M / 1 / 0 1 節 錄 。  

 
8 .  同 時 ， 現 在 亦 是 適 當 時 候 開 始 研 究 和 計 劃 興 建 新 的 博 物 館 ， 以 滿

足 本 地 居 民 在 教 育 及 娛 樂 方 面 的 需 要 、 推 廣 文 化 旅 遊 及 將 香 港 發 展 成

世 界 級 的 藝 術 及 文 化 大 都 會 。  

 
 
香 港 未 來 的 博 物 館  

 

9 .  長 遠 而 言 ， 香 港 應 具 備 不 同 的 博 物 館 ， 涵 蓋 藝 術 、 歷 史 、 文 化 遺

產 、 科 技 等 各 個 範 疇 ， 以 發 揮 本 文 件 第 5 及 6 段 所 述 的 博 物 館 功 能 及
本 港 的 獨 有 特 色 。 這 些 博 物 館 包 括 ：  

 
( A )  大 型 博 物 館  

 
( 1 )  中 國 古 代 文 物 書 畫 博 物 館  
( 2 )  水 墨 博 物 館  
( 3 )  香 港 現 代 藝 術 及 設 計 博 物 館  
( 4 )  香 港 民 俗 文 化 館  
( 5 )  嶺 南 風 采 博 物 館  
( 6 )  *香 港 歷 史 博 物 館  
( 7 )  *香 港 海 防 博 物 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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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孫 中 山 博 物 館  
( 9 )  飲 食 文 化 博 物 館  
( 1 0 )  *香 港 電 影 資 料 館  
( 1 1 )  香 港 電 影 博 物 館  
( 1 2 )  香 港 流 行 音 樂 博 物 館  
( 1 3 )  *香 港 科 學 館  
( 1 4 )  *香 港 太 空 館  
( 1 5 )  交 通 博 物 館  
( 1 6 )  自 然 歷 史 博 物 館  
( 1 7 )  體 育 博 物 館  

 
( B )  小 型 博 物 館 及 歷 史 建 築 ／ 遺 址  

 
( 1 8 )  *茶 具 文 物 館  
( 1 9 )  *李 鄭 屋 漢 墓 博 物 館  
( 2 0 )  *羅 屋 民 俗 館  
( 2 1 )  *上  民 俗 文 物 館  
( 2 2 )  *香 港 鐵 路 博 物 館  
( 2 3 )  *三 棟 屋 博 物 館  
( 2 4 )  *警 隊 博 物 館  
( 2 5 )  *大 夫 第  
( 2 6 )  *鏡 蓉 書 屋  
( 2 7 )  *二 帝 書 院  
( 2 8 )  *王 屋  
( 2 9 )  雷 生 春  
( 3 0 )  虎 豹 別 墅  
( 3 1 )  前 油 麻 地 抽 水 站 工 程 師 宿 舍 (「 紅 磚 屋 」 )  
( 3 2 )  郵 政 博 物 館  
( 3 3 )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中 央 古 物 收 藏 庫  
( 3 4 )  碗  遺 址  
*  現 有 的 設 施  

 
1 0 .  上 述 博 物 館 及 歷 史 建 築 ／ 遺 址 的 功 能 、 價 值 及 級 別 一 覽 表 ， 載 於
附 錄 I I。 博 物 館 可 分 為 世 界 、 區 域 及 本 地 三 個 級 別 。「 世 界 」 級 別 的 博
物 館 須 具 有 十 分 吸 引 的 藏 品 ／ 展 覽 、 匠 心 獨 運 的 建 築 及 怡 人 的 環 境 ，

吸 引 世 界 各 地 遊 人 前 來 參 觀 。「 區 域 」 級 別 的 博 物 館 則 應 能 吸 引 鄰 近 地

區 ， 如 內 地 、 台 灣 及 其 他 東 南 亞 國 家 的 遊 人 。 至 於 「 本 地 」 級 別 的 博

物 館 則 規 模 較 小 ， 旨 在 幫 助 本 港 居 民 了 解 和 認 識 本 地 文 化 、 傳 統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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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在 上 列 擬 議 建 立 的 博 物 館 中 ， 部 分 可 由 現 時 的 博 物 館 或 歷 史 建 築
物 ／ 遺 址 改 造 而 成 ， 但 有 九 間 須 闢 設 於 特 別 設 計 的 新 建 築 物 或 構 築 物

內 。 擬 議 建 立 的 博 物 館 詳 情 如 下 ：  

 
改 造 現 有 博 物 館 或 歷 史 建 築 ／ 遺 址  

 
( 1 )  中 國 古 代 文 物 書 畫 博 物 館  

 
1 2 .  中 國 古 代 文 物 書 畫 博 物 館 ， 順 理 成 章 可 利 用 現 有 香 港 藝 術 館 建 築
物 。 目 前 ， 藝 術 館 已 在 進 行 一 些 改 動 工 程 ， 以 便 展 出 私 人 收 藏 家 借 出

的 珍 貴 藏 品 ， 以 加 強 現 有 館 藏 。 未 來 的 博 物 館 ， 目 標 是 成 為 中 國 在 保

存 和 展 示 中 國 傳 統 藝 術 方 面 最 佳 博 物 館 之 一 。  

 
( 2 )  香 港 民 俗 文 化 館  

 
1 3 .  現 有 的 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共 設 有 十 二 個 展 覽 廳 。 由 於 該 館 地 處 新
界 ， 且 珍 藏 了 豐 富 的 粵 劇 文 物 及 其 他 民 俗 藝 術 、 工 藝 品 ， 因 此 我 們 日

後 可 將 館 內 部 份 展 廳 闢 作 香 港 民 俗 文 化 館 。  

 
( 3 )  嶺 南 風 采 博 物 館  

 
1 4 .  另 方 面 ， 亦 可 考 慮 將 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其 他 部 分 ， 轉 作 介 紹 嶺 南 藝
術 及 文 化 的 「 嶺 南 風 采 博 物 館 」， 與 前 述 的 香 港 民 俗 文 化 館 一 起 ， 可 成

為 一 所 別 具 規 模 、 以 民 俗 藝 術 文 化 為 主 題 的 大 型 博 物 館 。 香 港 作 為 嶺

南 地 區 (五 嶺 以 南 的 地 區，即 廣 東、廣 西 一 帶 )的 重 要 部 分，對 嶺 南 畫 派
的 發 展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 對 於 中 國 的 歷 史 及 經 濟 發 展 來 說 ， 獨 特 的 嶺 南

文 化 亦 極 具 研 究 和 欣 賞 價 值 。  

 
( 4 )  雷 生 春  

 
1 5 .  雷 氏 家 族 (創 辦 九 龍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的 家 族 )已 同 意 將 其 一 座 於 一 九
三 零 年 代 落 成 的 舊 宅 捐 贈 予 政 府 。 當 局 計 劃 將 該 座 建 築 物 闢 作 一 所 介

紹 民 俗 藝 術 及 文 化 的 博 物 館 (其 中 將 闢 一 小 部 分 介 紹 雷 氏 家 族 的 歷 史 )。 

 
( 5 )  虎 豹 別 墅  

 
1 6 .  萬 金 油 花 園 即 將 拆 卸 ， 供 私 人 住 宅 發 展 之 用 ， 預 期 虎 豹 別 墅 及 其

私 人 花 園 將 可 保 存 下 來 。 當 局 計 劃 將 該 處 闢 作 一 間 茶 館 暨 石 灣 陶

塑 展 覽 館 (其 中 將 闢 一 小 部 分 介 紹 胡 氏 家 族 的 歷 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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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前 油 麻 地 抽 水 站 工 程 師 宿 舍 (「 紅 磚 屋 」 )  

 
1 7 .  康 樂 文 化 署 及 時 挽 回 已 有 一 百 二 十 年 歷 史 的 油 麻 地「 紅 磚 屋 」， 免
遭 拆 卸 。 該 處 將 可 用 作 深 受 歡 迎 的 香 港 電 影 資 料 館 的 九 龍 分 館 。  

 
( 7 )  郵 政 博 物 館  

 
1 8 .  香 港 具 有 豐 富 的 郵 務 遺 產 ， 且 與 歷 史 上 的 通 商 口 岸 有  密 切 的 貿
易 關 係 。 香 港 歷 史 博 物 館 及 香 港 郵 政 署 的 郵 務 藏 品 ， 都 甚 具 特 色 。 如

將 尖 沙 咀 九 龍 公 園 內 一 座 古 舊 軍 營 建 築 物 闢 作 小 型 郵 政 博 物 館 ， 將 可

吸 引 不 少 本 地 及 鄰 近 地 區 的 遊 客 。  

 
( 8 )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古 物 中 央 收 藏 庫  

 
1 9 .  康 樂 文 化 署 正 計 劃 將 兩 座 位 於 九 龍 公 園 的 前 軍 營 建 築 物 改 作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古 物 中 央 收 藏 庫 ， 以 便 向 市 民 介 紹 在 過 去 數 十 年 來 ， 香 港

林 林 總 總 的 考 古 發 現 。  

 
( 9 )  碗  遺 址  

 
2 0 .  大 埔 碗  遺 址 完 整 保 存 了 遠 溯 明 朝 中 葉 的 陶 瓷 製 作 過 程 的 遺  。
如 將 該 處 闢 作 遺 址 博 物 館 ， 則 可 發 展 成 一 處 達 區 域 至 世 界 級 的 設 施 。

然 而 ， 當 中 所 涉 及 的 土 地 問 題 ， 將 不 易 解 決 。  

 
 
須 另 行 興 建 新 的 博 物 館  

 
( 1 )  水 墨 博 物 館  

 
2 1 .  建 議 的 水 墨 博 物 館 將 成 為 世 上 獨 一 無 二 的 中 國 美 學 表 現 方 式 ─ 中
國 書 畫 ─ 的 豐 碑 。 中 國 水 墨 藝 術 幾 乎 能 代 表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表 述 的 全

部 ， 涵 蓋 歷 史 、 哲 學 及 宗 教 各 範 疇 。 該 館 如 能 成 立 ， 將 開 創 全 球 博 物

館 事 業 的 先 河 。 香 港 的 地 理 位 置 優 越 ， 有 中 英 兼 擅 的 專 業 人 才 可 在 國

際 上 從 事 研 究 及 交 流 ， 加 上 容 易 取 得 重 要 的 藏 品 ， 這 些 獨 特 條 件 ， 使

香 港 成 為 創 立 這 所 博 物 館 的 必 然 之 選 。 倘 能 以 優 雅 的 建 築 ， 溶 合 大 自

然 的 環 境，在 優 美 的 小 島 上 (如 在 西 貢 區 )興 建，必 能 像 日 本 的 美 穗 博 物
館 般 ， 給 人 世 外 桃 源 之 感 ， 成 為 一 所 世 界 級 的 博 物 館 。 另 一 選 址 可 在

西 九 龍 填 海 區 ， 但 遠 不 如 前 者 吸 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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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香 港 現 代 藝 術 及 設 計 博 物 館  

 
2 2 .  本 地 的 視 覺 藝 術 家 和 設 計 專 業 人 士 一 直 要 求 設 立 一 間 香 港 現 代 藝
術 館 和 一 間 設 計 博 物 館 (展 出 建 築、平 面 構 圖、首 飾、時 裝 等 設 計 作 品 )。
可 以 考 慮 把 兩 者 合 而 為 一 ， 設 立 一 所 香 港 現 代 藝 術 及 設 計 博 物 館 ， 選

址 西 九 龍 填 海 區 ， 或 視 乎 可 行 性 研 究 的 結 果 ， 設 於 香 港 藝 術 館 毗 鄰 的

地 下 商 場 內 。  

 
( 3 )  孫 中 山 博 物 館  

 
2 3 .  此 館 不 單 可 以 紀 念 孫 中 山 先 生 在 中 國 近 代 史 中 的 偉 大 功 績 及 其 與
香 港 的 淵 源 ， 亦 有 助 增 進 年 青 一 代 對 我 國 歷 史 的 認 識 。 博 物 館 的 最 佳

選 址 是 荷 李 活 道 的 歷 史 遺 址 。  

 
( 4 )  飲 食 文 化 博 物 館  

 
2 4 .  香 港 向 有 美 食 天 堂 之 譽 ， 倘 在 本 地 設 立 一 間 飲 食 文 化 博 物 館 ， 展
示 豐 富 多 姿 的 中 國 飲 食 文 化 ， 同 時 附 設 飲 食 設 施 ， 讓 人 品 嚐 美 食 ， 相

信 在 亞 太 區 內 ， 甚 致 全 世 界 ， 也 有 一 定 的 號 召 力 。 該 館 或 可 納 入 最 近

擬 議 的 北 角 海 旁 發 展 計 劃 之 內 。  

 
( 5 )  香 港 電 影 博 物 館  

 
2 5 .  香 港 素 有 東 方 荷 里 活 之 稱 ， 電 影 文 化 豐 富 。 近 年 ， 本 港 電 影 界 在
國 際 影 壇 上 鋒 芒 盡 露 ， 令 本 地 電 影 業 界 大 感 振 奮 。 相 信 在 香 港 設 立 一

間 電 影 博 物 館 ， 必 有 助 進 一 步 推 動 本 地 電 影 業 。 新 館 應 闢 設 大 眾 殷 切

期 待 的 李 小 龍 展 覽 廳 ， 還 有 一 個 附 設 全 天 域 影 院 的 電 影 院 群 ， 力 求 增

加 其 娛 樂 趣 味 。 該 館 的 理 想 選 址 為 西 九 龍 填 海 區 。  

 
( 6 )  香 港 流 行 音 樂 博 物 館  

 
2 6 .  鑑 於 香 港 流 行 音 樂 風 靡 全 球 ， 倘 在 擬 議 的 香 港 電 影 博 物 館 旁 設 立
一 間 香 港 流 行 音 樂 博 物 館 ， 既 可 大 大 提 高 電 影 博 物 館 的 吸 引 力 ， 兩 館

亦 可 互 相 配 合 ， 成 為 世 界 級 的 場 館 。  

 
( 7 )  交 通 博 物 館  

 
2 7 .  規 劃 署 已 於 東 南 九 龍 重 建 區 預 留 一 幅 佔 地 1 . 7 公 頃 的 用 地。該 幅 用
地 鄰 近 海 旁，並 位 處 前 啟 德 機 場，十 分 適 合 興 建 一 所 介 紹 本 港 海、陸 、

空 交 通 發 展 的 博 物 館 。 此 外 ， 亦 有 建 議 在 別 處 (包 括 在 香 港 仔 或 灣 仔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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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 )另 行 興 建 一 間 海 事 博 物 館 ， 而 香 港 船 東 會 則 建 議 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內
設 置 較 小 型 的 海 事 博 物 館 。 不 過 ， 如 將 海 事 博 物 館 納 入 特 別 設 計 的 綜

合 交 通 博 物 館 ， 相 信 會 更 具 影 響 力 ， 而 且 更 加 吸 引 。  

 
( 8 )  自 然 歷 史 博 物 館  

 
2 8 .  現 時 的 香 港 海 防 博 物 館 已 完 全 達 到 其 原 初 目 標 。 因 此 ， 預 留 給 第
I I 期 發 展 的 用 地 可 作 其 他 用 途 ， 例 如 興 建 一 間 介 紹 香 港 及 鄰 近 地 區 自
然 歷 史 的 博 物 館 ， 涵 蓋 地 質 、 化 石 、 古 環 境 等 主 題 ， 將 可 使 本 地 的 博

物 館 服 務 更 趨 多 元 化 。  

 
( 9 )  體 育 博 物 館  

 
2 9 .  當 局 可 在 最 近 擬 議 興 建 的 新 體 育 館 內 ， 闢 設 一 間 博 物 館 ， 以 介 紹
本 港 運 動 員 的 佳 績 及 源 自 中 國 的 各 項 體 育 運 動 的 歷 史 。 此 項 安 排 可 成

為 新 體 育 館 的 重 要 設 施 ， 在 非 繁 忙 季 節 尤 能 發 揮 其 功 能 。 同 時 ， 館 內

亦 應 闢 設 一 間 體 育 圖 書 館 。  

 
 
文 件 提 交  

 
3 0 .  本 文 件 載 列 一 些 構 思 中 的 初 步 建 議 ， 供 各 成 員 詳 細 考 慮 。 至 於 涉
及 的 資 源 承 擔 、 優 先 次 序 及 推 行 時 間 表 ， 則 可 於 稍 後 研 究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二 零 零 一 年 五 月 十 四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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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 I  

 
香 港 未 來 可 設 立 的 公 眾 博 物 館  

 
價 值  級 別  

博 物 館  地 點  主 要 功 用  
文物保護 教 育  娛 樂  旅 遊  世 界 區 域  本 地  

A .  大 型 博 物 館  

 ( 1 )  中 國 古 代 文 物

書 畫 博 物 館  
現 有 的 香 港 藝 術 館 保 存 和 展 出 香 港 藝 術 館 的

最 佳 館 藏 ， 以 及 向 私 人 收

藏 家 借 回 來 的 展 品  

高  高  中  高   4   

 ( 2 )  水墨博物館  西貢某小島，或西九

龍填海區  
保 存 和 展 出 一 系 列 的 水 墨

作 品 ， 包 括 中 國 傳 統 書

畫 、 現 代 水 墨 畫 及 水 墨 裝

置 藝 術  

高  高  中  高  4    

 ( 3 )  香 港 現 代 藝 術

及 設 計 博 物 館  
西 九 龍 填 海 區 ／ 香

港 藝 術 館 毗 鄰 的 地

下 商 場  

保 存 和 展 出 二 十 世 紀 以

來 ， 香 港 藝 術 家 的 作 品 ，

以 及 設 計 有 關 的 代 表 作

(包 括 建 築、平 面 設 計、首
飾 、 時 裝 等 等 )  

高  高  中  高   4   

 ( 4 )  香港民俗文化館  位 於 現 有 的 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內  

保 存 和 展 示 本 地 的 民 俗 藝

術、工 藝 及 文 化 (包 括 粵 劇 )  
高  高  高  高   4   

 ( 5 )  嶺 南 風 采 博 物

館  
位 於 現 有 的 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內  
保 存 和 展 出 嶺 南 畫 派 大 師

的 作 品 及 廣 東 、 廣 西 省 ，

尤 其 是 珠 江 三 角 洲 一 帶 的

其 他 傳 統 藝 術 文 化  

高  高  高  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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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 值  級 別  

博 物 館  地 點  主 要 功 用  
文物保護 教 育  娛 樂  旅 遊  世 界 區 域  本 地  

 ( 6 )  香港歷史博物館  現 有 的 香 港 歷 史 博
物 館  

介 紹 本 港 的 自 然 歷 史 、 史

前 史 及 歷 史  
高  高  高  高   4   

 ( 7 )  香港海防博物館  現 有 的 香 港 海 防 博
物 館  

介 紹 本 港 明 朝 以 後 的 海 防

歷 史  
高  高  高  高   4   

 ( 8 )  孫 中 山 博 物 館  荷 李 活 道  介 紹 孫 中 山 先 生 的 生 平 事

蹟 及 現 代 中 國 歷 史  
高  高  中  高   4   

 ( 9 )  飲食文化博物館  北 角 海 旁  介 紹 中 國 各 式 各 樣 的 飲 食

文 化 ， 並 設 飲 食 設 施 ， 讓

人 品 嚐 美 食  

中  高  高  高   4   

 (10) 香港電影資料館  現 有 的 香 港 電 影 資
料 館  

提 供 有 關 香 港 電 影 的 資

料 ， 並 放 映 香 港 的 經 典 電

影 作 品  

高  高  中  中   4   

 (11) 香港電影博物館  
(包 括 李 小 龍 紀
念 館 及 一 座 設

有 全 天 域 影 院

的 電 影 院 群 )  

西 九 龍 填 海 區  展 出 電 影 布 景 、 道 具 、 服

飾 及 其 他 與 本 港 電 影 業 及

影 藝 界 人 士 有 關 的 有 趣 展

品 (與 上 述 第 ( 1 0 )項 的 香 港
電 影 資 料 館 相 輔 相 成 )  

高  高  高  高  4    

 (12) 香港流 行 音樂 博
物館  

西 九 龍 填 海 區 ( 鄰
近 上 述 第 ( 1 1 )項 的
香 港 電 影 博 物 館 )  

介 紹 香 港 流 行 音 樂 的 發 展  中  中  高  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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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 值  級 別  

博 物 館  地 點  主 要 功 用  
文物保護 教 育  娛 樂  旅 遊  世 界 區 域  本 地  

 (13) 香港科學館  現 有 的 香 港 科 學

館 ， 另 增 闢 一 座 新

的 附 屬 建 築 物 ， 以

增  其 展 覽  

推 廣 科 學 和 科 技  中  高  高  中   4   

 (14) 香港太空館  現 有 的 香 港 太 空 館

( 應 更 新 設 施 和 展
覽 )  

灌 輸 天 文 和 太 空 科 學 的 知

識  
中  高  高  高   4   

 (15) 交通博物館  前 啟 德 機 場 舊 址  主 要 介 紹 香 港 海 、 陸 、 空

運 輸 業 的 歷 史  
高  高  中  高   4   

 (16) 自然歷史博物館  香 港 海 防 博 物 館 第
I I 期 用 地  

介 紹 香 港 及 亞 太 區 的 自 然

歷 史  
高  高  中  中   4   

 (17) 體育博物館  位 於 擬 建 的 新 體 育

館 內  
介 紹 本 港 男 女 運 動 員 的 佳

績 ， 以 及 源 自 中 國 的 各 項

體 育 運 動 的 歷 史  

高  高  中  中    4  

B .  小 型 博 物 館 及 歷 史 建 築 ／ 遺 址  

 (18) 茶具文物館  現 有 的 茶 具 文 物 館 展 出 一 批 著 名 的 宜 興 茶 具  高  高  中  高   4   

 (19) 李鄭屋 漢 墓博 物
館  

現 有 的 李 鄭 屋 漢 墓

博 物 館 ( 須 適 當 擴
建 )  

保 存 和 展 出 在 香 港 發 現 的

漢 墓 ， 以 及 漢 朝 的 遺 物  
高  高  中  中    4  

 (20) 羅屋民俗館  現 有 的 羅 屋 民 俗 館 保 存 和 展 出 一 座 古 老 的 客

家 村 屋  
高  高  中  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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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 級 別  

博 物 館  地 點  主 要 功 用  
文物保護 教 育  娛 樂  旅 遊  世 界 區 域  本 地  

 (21) 上民俗文物館  現 有 的 上  民 俗 文
物館  

保 存 和 展 示 一 條 古 老 的 客

家 村 落  
高  高  中  中    4  

 (22) 香港鐵路博物館  現 有 的 香 港 鐵 路 博
物館  

保 存 舊 火 車 站 古  ， 並 介

紹 九 廣 鐵 路 的 歷 史  
高  高  中  中    4  

 (23) 三棟屋博物館  現 有 的 三 棟 屋 博 物

館  
保 存 和 展 示 一 條 古 老 的 客

家 圍 村  
高  高  中  高    4  

 (24) 警隊博物館  現 有 的 警隊博物館 保 存 一 座 古 老 的 警 署 ， 並

介 紹 香 港 警 隊 的 歷 史  
高  中  中  中    4  

 (25) 大夫第  元 朗 新 田  保 存 和 展 示 一 座 文 物 建 築

(屬 於 古 代 一 名 中 國 士 紳
的 府 第 )  

高  中  中  高    4  

 (26) 鏡蓉書屋  沙 頭 角 上 禾 坑  保 存 和 展 示 一 座 古 老 的 學

校  
高  高  中  中    4  

 (27) 二帝書院  元 朗 錦 田  保 存 和 展 示 一 座 古 老 的 學

校  
高  高  中  中    4  

 (28) 王屋  沙 田 王 屋 村  保 存 和 展 示 一 座 古 老 的 客

家 村 屋  
高  高  中  中    4  

 (29) 雷生春  深 水   保 存 和 展 示 一 座 文 物 建

築 ， 以 及 一 些 民 間 的 藝 術

和 文 化  

高  高  高  高    4  

 (30) 虎豹別墅  香 港 大 坑 道  保 存 和 展 示 一 座 中 國 式 的

裝 飾 藝 術 建 築 物 ， 這 座 建

築 物 亦 用 作 茶 館 和 展 出 石

灣 陶 塑  

高  高  高  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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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 值  級 別  

博 物 館  地 點  主 要 功 用  
文物保護 教 育  娛 樂  旅 遊  世 界 區 域  本 地  

 (31) 前油麻 地 抽水 站
工程師宿舍  

(「紅磚屋」 )  

油 麻 地  保 存 和 展 示 一 座 古 老 的 抽

水 站 (可 作 為 香 港 電 影 資
料 館 的 分 館 )  

高  高  中  中    4  

 (32) 郵政博物館  前 威 菲 路 軍 營  
九 龍 公 園 第 5 8 座 ( ? )

保 存 和 介 紹 香 港 的 郵 政 歷

史  
高  高  中  中   4   

 (33) 古物古蹟辦事處  
古物中央收藏庫  

前 威 菲 路 軍 營  
九 龍 公 園 第 6 1 及 6 2
座  

保 存 和 展 出 本 港 的 考 古 文

物  
高  高  中  中    4  

 (34) 碗遺址  大 埔 碗   保 存 和 展 示 一 個 古 老 的 陶

 遺 址 和 製 作 陶 瓷 的 過 程  
高  高  中  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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