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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政府合署在1950年代分三期興建，東座、中座及西座分別於
1954、56、59年落成。中區政府合署建築群是《2009-10年施政報告》
公布的「保育中環」的8個保育項目之一，合署內所有辦公室將於2011
年年底遷往添馬艦新政府總部。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上月發表財政預
算案演辭裡，就增加寫字樓供應時提及到中區政區合署西翼的重建。

不為商廈供應犧牲保育
「添馬艦新政府總部啟用後，原中區政府合署中座及東座會轉作律

政司的辦公室，而西座則拆卸重建為甲級寫字樓。我們會參考公眾諮
詢收集得來的意見，稍後公布用地的設計、規劃和出售細則。此外，
我們會繼續籌備將灣仔海旁三座政府辦公大樓的部門陸續搬離現址，
騰出土地以增加甲級寫字樓供應。」
政府山可說是中環鬧市裡的寧靜一隅，除了有㠥綠化的功效，更重

要的是它的歷史價值，改建為寫字樓無疑與原本面貌格格不入，貶低
了所處位置在現時及歷史上的功能。政府山關注組由中西區關注組、
公共專業聯盟、長春社等20個關注中區發展的團體組成。召集人羅雅
寧坦言，即使減少地下商場面積，甚或至只建一幢商業大廈，也表明
會反對。「把一個文化保育和環境保護的議題，曲解為寫字樓供應的
議題，保育與寫字樓供應不足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事情，不能混為一
談。」她指政府山有其歷史象徵意義，實在不希望有關當局把這個重
要地段賣給地產商作商業發展。
另一召集人黎廣德也表示政府在中環海濱、灣仔海旁及西九龍3

區，早已預留960萬平方呎的寫字樓用地，所說的供應不足云云，難
以自圓其說。「過去5年，勾地表上的寫字樓用地，從未有一幅被勾
出拍賣，而政府更一直拒絕將一些已經劃作寫字樓的海旁『熟地』列
入勾地表。」

致力全面保留歷史價值
將來政府山面貌會如何，結果還未揭曉，但站出來表達訴求總不能

缺少。早前政府山關注組向城規會提出規劃申請，內容包括支持保育
政府總部並維持其公共業權；支持政府總部改劃為「其他指定用
途」，並將其註釋為「文物專區」或「政府、機構或社區」；支持政
府總部的建築物限制於現有高度，即主平基準以上55米。用以保障西
座不被重建或作商業用途，以免影響現有景觀及該區交通。
環保團體及專業人士籲保留政府山，畢竟當中的中區政府合署，代

表了管治、權力的象徵所在，清拆部分建築重建為商業發展項目，無
疑貶低了政府山整體的歷史價值。回顧昔日歷史，英人佔領香港，以
中環作行政中心，在半山建政府總署及禮賓府，在管治及地理上都經
過周詳考慮。中區政府合署建築群，內裡建築互相聯繫，即使西座的
價值如《中區政府合署歷史及建築價值審評》裡所言：「西座雖為三
座建築物之中最大，但在建築上卻被認為最平平無奇。這座建築物完
全以實用為主，重混凝土構架窗格遍布其立面。」然而，西座所處位
址及相關歷史卻甚為重要，從英國統治起一直成為政府部門所在地，
這比建築物本身的建築特色具更大的意義，所以保留西座建築，能讓
公眾行經該處及周邊的歷史古蹟如禮賓府及聖約翰座堂時，更能全面
地了解該區發展的歷史。

政府山的選址，並非英國人佔
領香港時隨便下決定，香港中文
大學歷史系客席教授丁新豹指選
址經過精心考慮，從政府山以至
皇后碼頭原址，以及毗鄰建築形
成的格局可反映出來。1841年英
國人佔領香港後，即把花園道、
上亞厘畢道一帶劃為政府山，建
立殖民地政府。總督府依山而
建，居高臨下，既突顯權力象徵
與管治地位，也可俯瞰中環一帶
的景致，遠眺維多利亞港。「沿
路可至附近的政府總署、聖約翰
座堂及美利兵營，可見選址用
心，反映英國人的管治與生活模
式。」
自皇后碼頭到政府山，反映出

那時的英式佈局經過精心規劃。
「英國官員以至皇室成員來港，從
皇后碼頭上岸，便看到廣場上的
各尊皇室成員的塑像，遙見山上
的總督府，倍添親切感。」丁新
豹指當時中環集商業與休閒的功
能。「有法院、銀行、香港會、
木球會，上山便是總督府、教堂
和兵營，反映出整個城市的
佈局。」
在皇后像廣場內的立法會

不得不提，那裡原是昔日的
最高法院。「這裡是重要的
建築物，是權威的象徵。」
沿上山方向走，不多遠便是
終審法院，據丁新豹指，那
裡前身為法國傳道會大樓，
1949年後法國巴黎外方傳道
會因感難以在內地傳教，遂

於1953年把大樓售予港府，輾轉
成為今天的終審法院。而終審法
院旁邊便是炮台里。「那時九龍
還未割讓給英國，有炮台守住維
港及作為背後總督府的防衛。」
炮台雖已拆掉，但街名仍能標示
㠥當年的歷史。

政治宗教軍力互相連結
政府山上的重要歷史建築，必

然是現時作為特首的官邸和辦公
室的禮賓府，那裡亦是接待貴賓
及舉行重要典禮的地方。禮賓府
前身是總督府，在1855年建成，
及後擴建添加東翼。丁新豹補
充，禮賓府所處的上亞厘畢道，
是以維多利亞女皇夫婿亞厘畢親
王來命名。現時看到府邸的外
貌，實屬日治時期修建而成。
「用上了日式瓦頂和牆飾，成為香
港一所具東洋建築風格的重要建
築。」
毗鄰政府合署的聖約翰座堂於

1849年落成，與法國傳道會大樓
及美利炮台相鄰，成為政府及軍

事建築群的一部分，亦是政府山
一個重要地標，在座堂入口兩側
還能看到港督戴維斯及般含的徽
章，進入座堂，在右邊第一排還
特設專為港督和皇室成員而設的
座椅，並以英皇室徽號為記，反
映聖約翰座堂與政府的淵源甚
深。
從政府山的佈局中所認識的，

不單是殖民歷史，也可了解當時
的規劃，有其重要的歷史價值。
政府提出清拆中區政府合署西翼

一事，無疑把各界目光
落在政府山的保育事
宜，激發大眾探究本地
歷史，認識所處的地
方，以及重新思考保育
工作的方針、計劃和維
護的價值。

隨㠥香港側重金融地產業的發展，以及
依賴內地及外國進口食物，香港農地備受
忽視，小農經濟作業模式是否就此絕跡？
面對本地走知識型經濟之路，以及交通基
建的發展，農村居民如何應對求存？筆者
早前走訪了元朗新田村，不但在那裡吃了
一頓盆菜，也跟一些村代表聊天，深切體
會新界農業的式微。
跟兩位村民文炳喜、文富穩交談，從他

們分享元朗新田村的發展經過，認識了新
界農村的作業模式的改變——本地農業的
式微。文氏分別聚居在太和與粉嶺之間的
泰亨村以及元朗新田，居港的歷史可追溯
至明朝初期，而文氏新田開基祖世歌公則
自明永樂年間，避軍役徙居新田鄉開基。
文氏族人曾參與1899年的新界抗英戰爭，
所以文氏與鄧、廖、侯和彭等族是早年港
英政府認定的香港五大氏族。
77歲的文炳喜先生是文氏的第22世族

人。他父親、祖父都是務農為生，他憶起
以往生活時表示，以前農地都種稻，一年
有兩造，一造在春天時分下苗，夏天收
割，另一造是夏天下苗，秋天收割。內地
解放後，有很多內地人移居香港，當中較
多是潮州人。文氏將農地租給這些新移

民，但他們都不是以種稻為主，而是種
菜，一年不只有兩造，有助提高收入。據
文炳喜所說，這種轉變不只因外來人移居
香港。「畢竟農民生活很辛苦，收入也不
多，把田租給別人，反而有更多收入，也
可選擇到其他地方工作，無形中增加家庭
的收入。」
文炳喜曾在1958年左右移民到英國，他

說在50年代已有村民移民到外國。「一來
因為他們是原居民，所以有『資格』成為
英國公民。二來他們到外地工作，可以賺
更多錢，而且安定下來之後，又可以申請
家人到英國。」到了1997年，他才回到香
港。不再耕種的文炳喜說他早已把農地賣
給政府及財團，現時村中的農地只有約百
分之十用來耕作，全都是種菜，另外約百
分之四十是車場、貨櫃場、魚塘等，餘下
的百分之五十已荒廢了。
村民生活方式轉變，村裡也多了外人入

住。文炳喜指在50年代後，隨㠥時代發
展，村民愈來愈有錢，也建了更多兩三層
高的樓房。為了增加收入，村民會將空置
的房屋租給外人居住，致使現在差不多一
半居民都是外來人。
新田鄉事委員會主席兼元朗區議會議員

的文富穩，生於50年代的他說在50、60年
代，務農生活很艱難。「除了收入低，也
會遇上旱災等問題，所以從50年代開始，
我的祖父、父親等都已經開始移民外國打
工。」他說除了英國，也有村民會到德國
等歐洲國家。因此，農地唯有租給其他人
——主要是潮州人耕植。文富穩又說在92
年後，要向城市規劃處申請，經批准後才
可以改變土地用途，所以很多村民只好廢
置了自己的農地，以求將來可改變土地用
途。

農民不再務農的影響
本港農地減少迅速，據香港樂施會的資

料，目前全港有798公頃農地，主要在新
界，佔土地總面積的2%，分別種植蔬菜
（316公頃）、果樹（280公頃）、花卉（180
公頃）及糧食作物（22公頃），另外有約
2,500個農場，而從事農業的人數由80年代
的數萬人，下降至目前約4,900人，而有估
計指現今仍活躍及有出售蔬菜的農友只約
有500人。
香港農地受㠥內在及外在因素而不斷縮

小。內在因素是村民，時代愈進步，他們
也想有更多的收入，當他們發現將農田租

給其他人，既能收取租金，也可抽
身到市區，甚至到外國打工謀生，
便很順理成章地不再視農作物為賴
以維生的食物，而是將農地分租出
去，農作物轉化成商品。農民不再
是村民的「身份」，而是一種職
業，村民不再務農，取而代之是新
移民。
而外在原因則是都市化。新田村

跟其他鄉村一樣，受㠥周邊地區發
展所影響。80年代以來，政府開始
發展新界西北部，影響新田村內的
發展，當中明顯的例子就是青山公
路及新田公路的落成，以及皇崗口
岸及九鐵落馬洲支線的興建。文氏
村落的地點位處元朗、上水之間，
與深圳只是一水之隔。文氏村落附
近都是綠化地帶，也是本港重要的
濕地保護區。這些地區受到法律保
護，不能發展其他用途，但保護區
外的土地被劃作住宅及商業用途，政府計
劃中的第五代新市鎮亦坐落在隔鄰的古
洞。從政府的土地規劃中，我們可看到古
洞、新田等有大型的發展工程，而交通基
建的發展已經大大增加了新田附近的交通

流量，綠化地區正在減少，這種環境上的
改變是催化新田村內在改變的動力及壓
力。其實從新田村中不只看到本港農業作
業模式的轉變，也能了解城鄉關係的相互
影響。 文：曾家輝

走入元朗新田村 嘆新界農業式微

保育香港歷史象徵

自去年9月特區政府宣佈把政府總部遷往金鐘添馬

艦，拆卸中環政府合署西翼大樓，改建為樓高32層的

甲級寫字樓、5層商場和停車場，蘊含政府權力象徵、

歷史意義的地段忽然添上商業味道，環保團體紛表關

注，當中包括政府山關注組，認為政府此舉破壞了原有

的莊嚴，以至整體景觀和綠化環境，政府山淪為「地產

山」。

「哪有國家會賣自己的政府山？」早前政府山關注組

把2,000多個反對政府方案的市民簽名遞交到城規會，

即使公眾諮詢期已過，該關注組召集人羅雅寧表示他們

仍會收集市民簽名，遞交到城規會反映公眾保留政府山

面貌的訴求。 文、攝：盧寶迪

舊中環格局顯規劃用心

■政府山關注組籲保留政府合署西座，保育政府
山。

■政府山關注組召集人羅雅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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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山重要歷史建築：聖約翰
座堂。

■港府意欲清拆政府總部西座並改建商廈，惹
起民間團體的不滿。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政祁 攝

■昔日新田村蔬菜合作社。 網絡圖片

■新田村之近貌。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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