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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近年來不斷出現的建築
保育爭議，幾乎呈現了一個共同
點：業主拆除在先，民間保育力量
反對在後，且最終會要求政府評級
或列為古蹟才保留下來。但保育不
僅僅是民間的呼籲，也不能夠簡單
看作執行政府對古物古蹟的評定規
範，保育所具有的意義內容其實更
多、更廣泛、也更豐富。
建築保育首先是一種價值教育，

這種教育是從小開始並隨住年齡增
長在社會生活中不斷累積的。只有
保育觀念成為一個人的基本準則、
成為全社會的共識之後，保育才能
夠成為一種全民尊奉、政府付諸於
實踐的價值觀。具體言之，一幢歷
史建築具有保育的價值，但是從法
律角度而言，確實難以阻止業主拆
除或交易這個建築。此時業主個人

的保育意識就非常重要，因為內在
的觀念制約是最樸素的行為控制方
式。然而這種意識的形成，卻需要
長時間和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建築保育也是一種制度建設。任

何人都活在具體和現實的社會關係
中，這樣的關係令大家必須從實際
角度去處理問題。以建築保育為
例，經濟利益往往是引致爭議的根
源。業主為了經濟利益對建築進行
處置，是一個人追逐利益的本性表
現。既然是人的本性，則如何用制
度加以規範和協調就顯得非常重
要。香港迄今為止都未有建立完善
的歷史建築回購制度；如何在保育
的過程中處理土地回收問題，也是
制度空白。在當前的制度架構下，
必然不斷出現爭議，也讓這一問題
持續惡化而無根本解決之法。

如果不能夠從制度的根本角度去
解決問題，類似佑寧堂的爭議只會
持續出現；為了經濟利益，各種荒
腔走板的事也會不斷發生。那時，
我們失去的將不再是一個建築，而
是會失去整個香港——香港的精
神、香港的品質、香港的驕傲。

擁 有 佑 寧 堂 業 權 的 Union
Church，在香港的傳道過程乃伴隨
香港開埠歷史而進行。著名的歐洲
漢學家、牧師理雅各（Rev. Dr.
James Legge）受倫敦傳道會（Lon-
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委派，
1843 年抵達香港，開啟了 Union

Church在香港活動的歷史。理雅各
本人後來更成為香港英華書院第一
任校長，而這所學校也培養了本港
諸多人才和知名人士。 Union
Church更按立了香港首位華人牧師
何福堂。
Union Church最早的地址在荷李

活道，後因信眾數目增加而於1865
年轉至士丹頓街。1890年，用一塊
一塊石頭搬移的方式，轉至堅尼地
道現址。
由於在日本佔領歲月中遭到破

壞，所以在1949年修建了現在的佑
寧堂。

香港是東西融匯、華洋集
處的社會，教堂成為了體現
香港文化和歷史多樣性特色
的重要載體。教堂建築的風
格也成為一個時代藝術取向
和審美觀感的重要體現。
除了港島佑寧堂這種體現

早期基督教風格的建築，進
入中世紀之後的教堂建築風
格有巴洛克、歌德、拜占庭
等。巴洛克建築的顯著特色
是奢華，外觀上，在建築頂

部有非常明顯的突出部分，
寬闊、有時是圓形的中殿會
取代狹長的部分，展現出強
烈、盛大的空間感。歌德式
建築的顯著特點是尖頂，這
在香港不少教堂建築中被運
用。拜占庭式的建築具有強
烈的東方主義色彩，圓頂是
其突出的符號。而文藝復興
時代的教堂特色是對稱，香
港也有非常之多這類特色的
建築。

一直積極關注保育議題的張朝敦博士是一個石
頭迷，他告訴記者，在香港完全可以從建築

中的石頭形狀和堆砌方式，判斷出此建築的建造時
間。在他看來，佑寧堂就是一座用石頭修砌、外在
簡約卻又充分利用空間去營造內心宏觀感受的典範
之作。

風格簡約 具建築價值
旁側的山頂纜車疾馳而過，四周的高樓豪宅直入
雲端，佑寧堂坐落在古典和現代雜糅於一處的西區
半山。或許因為其挺立筆直的鐘樓沒有配以豪奢裝
飾，堆砌塔身的石頭能一目了然。這樣的風格也讓
人聯想到公元一世紀教堂的樸素風範。
「在香港，能夠獨立成幢、同時呈現跳躍感和幾何
式構造的教堂，只有一兩間；而從頭到尾都作為教堂
在使用的只有這座佑寧堂。」張朝敦認為這座用灰色
石塊堆砌而成的殿堂頗有建築美感。他介紹時說，作
為戰後建築，用於構建佑寧堂的石頭本身表現出了一
種不規則形態；當不同的石頭聚合在一起成為教堂的
石牆時，整體構造所展現的建築外觀便是一種簡約、
跳躍的現代主義風格。張朝敦直言，這是佑寧堂的建
築價值所在。
張朝敦認為石頭建築是城市變遷的見證者：「從
19世紀到20世紀，從二戰前到二戰後，從石頭排位
角度而言，香港的建築風格有了很大的轉變。」堅尼
地道是較早受香港開埠影響的區域，匯集了不同時代
的建築。緊靠佑寧堂的便是纜車軌道，其基座也以石
塊築砌。張朝敦介紹道，纜車軌道基石是19世紀的
建築，那時的石頭沒有直角形狀的尖銳感。但佑寧堂
和軌道基石之間的建築石牆，是戰前20世紀的產
物，其排列風格便是四四方方、井井有條。因此，可
以用石頭的風格鑒別建築的年代，進而觀察香港城市
發展歷程的滄桑。
佑寧堂在建築外觀上的特點還包括空間的營造。張
朝敦表示，教堂側面的牆和窗營造了磅礴的空間感，
形成了簡約和隆重的最佳結合。因此他覺得，這座建
築見證了戰後香港重建的精神風貌，那就是雖然貧窮
但有氣質、風格簡約卻又壯觀。佑寧堂的存在，也與
周遭的舊建築一道構成了一部「石頭的香港史」。

利益當頭 難逃拆除命運
但佑寧堂似乎難逃被拆解的命運。佑寧堂的重建計
劃在20年前的1997年便已經獲得城規會的批准，只
是這些年來一直未有具體的重建措施。但到了今年，
重建步伐加快。據了解，擁有佑寧堂業權的Union
Church已經決定將教堂拆除，並在原地重建一座20
多層高的豪宅；在新建成的豪宅中，部分空間（包括
住宅和禮堂）將會繼續由教會使用。目前，拆除工作
正迅速進行，記者一星期內曾兩次前往佑寧堂實地採
訪，第一次抵達現場時，佑寧堂主體建築已被棚架覆
蓋，但仍可看見鐘樓。第二次到現場時，鐘樓也被棚
架遮掩。
居住在附近的街坊陳女士路過佑寧堂時，有感於教
堂外的棚架，不由地拿出手機拍下佑寧堂最後的景
象。她以Long History形容佑寧堂的價值：「即使是
保育人士，也沒有辦法，這裡四圍都是豪宅。」她也
看到處於豪宅「包圍圈」的佑寧堂，難逃變成豪宅命
運。
70歲的梁伯在佑寧堂附近經營店舖數十載，也不
捨佑寧堂的消失，他對於拆除佑寧堂作出了頗有戲謔
的「合理」解讀：「現在連西方國家都沒錢，何況香
港是非常商業化的地方；教會也需要錢，沒錢
便無法開飯，什麼都做不了。」
張朝敦則覺得這樣的重建有不合理之處。他
亦相信，即將在佑寧堂這片土地上出現的豪
宅，具有濃厚的商業色彩，教會只擁有其中少
部分單位的業權。他指出了一個關鍵問題：雖
然20幾層高的大廈未來將矗立在此，但土地
本身的性質卻沒有任何變化，即仍然是合乎教
堂使用的GIC——「政府、機構及社區用
地」，此土地名目具有非牟利和公益性質。張
朝敦認為，在1997年的時空背景下，基於不
變更GIC用地性質的前提，將佑寧堂重建為有

住宅單位的大廈，似乎並不抵觸法律，但他認為已時
過境遷，交通、民情等很多因素都發生了改變，保育
意識也已增強。重建雖然在法律上無懈可擊，但這樣
的重建在自己的心中，仍舊覺得是遺憾和不合理。
一位不願出名的人文保育工作者接受訪問時表示，

在佑寧堂事件中，政府的角色其實相當被動，直到今
年上半年才完成建築保育的評級程序，因而出現了
「一邊拆除、一邊進行保育評級」的荒誕局面。他向
記者表示，業主基於經濟利益考慮，會擔心自己名下
建築貼上保育標籤之後難以交易和拆建，故而往往在
聽聞名下建築被納入到政府的保育評級時，會加快拆
除速度，同德大押便屬於這種情況。

平民特色隕落無奈的悲傷
「舊建築拆了，但新建築一定沒特色，不過是多一
幢住不起的豪宅而已。」對於佑寧堂之事，一位的士
司機接受訪問時這樣說。他告訴記者，自己不喜歡行
街，因為看完一間商場就等於看完全香港所有的商
場：「所有的商場都一樣，賣的都是高檔貨。」他覺
得如今的建築，屬於更多香港人的平民或貧民特色都
沒有了。
「從教堂變成豪宅，這是一種悲哀。」眼見佑寧堂
步入拆除之路，張朝敦難掩悲傷。他認為這樣的重建
不僅僅是建築的改變，而是香港這座城市精神氣質和
品格的改變。「在戰後的貧窮歲月裡，因為配送奶
粉、接濟難民和提供教育機會，教會頗受底層民眾的
歡迎。」他認為，佑寧堂所具有的樸實而威儀的建築
風格，也是那個年代中香港人不屈服於現實、勇於拚
搏的有形印記。
針對佑寧堂拆除事宜引發的關注，香港文匯報曾經

向發展局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和當事方 Union
Church 發出查詢函。截稿時，仍未收到 Union
Church的回覆。
發展局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則在回函中表示，

2017年3月9日，佑寧堂確定為三級歷史建築，即
「具若干價值、並宜於以某種形式予以保存的建築
物；如保存並不可行則可以考慮其他方法」。
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強調，歷史建築評級制度屬行

政性質，旨在為歷史建築提供客觀基礎，以釐定它們
的文物價值及保育需要，並不會影響已評級歷史建築
的業權、管理權、使用權和發展權。據悉，城規會批
准佑寧堂重建計劃的其中一項條件是保留現有建築物
部分具歷史價值的構件，並需要為現有建築物提供完
整照片及測繪紀錄。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透露，業主
已根據城規會的批准條件，提交會保留具歷史價值構
件的清單及有關的照片及測繪紀錄。針對佑寧堂拆除
問題引起的社會討論，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表示他們
已向業主代表了解，確定具歷史價值的構件會在重建
計劃中得到妥善保護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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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建築風格簡介

傳道香港
Union Church曾人才輩出

需建立完善的歷史建築回購制度
採訪手記

話你知

■■最近佑寧堂已開始拆除工最近佑寧堂已開始拆除工
作作，，建築四周搭上了棚架建築四周搭上了棚架。。

■■記者第一次實地採訪時見到的佑寧記者第一次實地採訪時見到的佑寧
堂鐘樓堂鐘樓。。

■■記者第二次實地採訪時記者第二次實地採訪時，，鐘樓也已鐘樓也已
加裝棚架加裝棚架。。

■■佑寧堂的四周都佑寧堂的四周都
多為豪宅多為豪宅。。

■貼有通知板的佑寧堂牆身，
石頭排列盡顯戰後風貌。

■■張朝敦指佑張朝敦指佑
寧堂極具建築寧堂極具建築
保育價值保育價值，，對對
其被拆除感悲其被拆除感悲
傷傷。。

■■拆除前的佑寧堂全貌拆除前的佑寧堂全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在歐洲在歐洲，，具有對稱色彩的教堂很常見具有對稱色彩的教堂很常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