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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背景 位於太平山頂的前總督山頂別墅建於 1900 至 1902 年，是香港總督用來度過炎夏的居所。由於別墅於戰爭時期長期空置，日久失修，別墅和工人宿舍最終於 1946 年全部拆卸，而守衛室則獲保留。1970 年代，該地點重建成為山頂花園開放給公眾，而守衛室則於 1995 年被列為法定古蹟。 

2007 年首次考古調查後，為回應對文物保育日漸增加的關注和對文化旅遊日益濃厚的興趣，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古物古蹟辦事處委託顧問進行是次研究，旨在評估前總督山頂別墅遺址和周邊範圍的歷史價值和建議文物詮釋策略及方案。 

 

1.2  報告結構 這研究基本由兩份報告組成，即「文化價值評估報告」（第一部分）和「研究報告」（第二部分），最後輔以行政摘要。 第一部分：「文化價值評估報告」評估該地點現時的狀況，包括研究範圍内有形遺物的文化遺產價值和無形的社會文化價值。 第二部分：「研究報告」探討該地點的長遠發展和未來用途，以制定詮釋策略，並建議三個輔以實施計劃的方案。  1.3  範圍和目的 是次研究範圍「前總督山頂別墅遺址和周邊地區」有兩個主要的參照依據，第一個是由界石劃定別墅的原本範圍，第二個是包含在「盧吉道和夏力道環廻徑」的更廣闊範圍。 

 是次研究旨在制定文物詮釋策略和方案，探討前總督山頂別墅遺址和周邊地區在文物保育、教育、文化旅遊和其他可能用途的潛力。研究的第一部分辨別出主要的「具備文物特徵元素」並評估研究範圍的文化遺產價值；第二部分制定一個適用於該地點未來保養和發展的文物保育規劃和指引。是次研究根據認可的文物保育指引和常規，建議三個包含保育和活化再利用現存遺跡的方案。有關計劃方案的可行性和可持續性等重要事項則在技術評估及實施計劃部分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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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01.研究範圍地圖 前總督山頂別墅地基 守衛室  界石1：於2007年調查時尋回界石2：1978/1980搬移 界石 3：懷疑地點以界石位置介定的研究範圍 

休憩用地 通道 石級 樓房 位於以界石位置介定的範圍外的樓房 

現時的發射塔 觀景處 ﹝景觀的照片參考第  (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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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 02.現有景物和文物地圖  圖例  1. 前總督山頂別墅的房基  2. 前市政局興建的涼亭  3. 小賣亭 4. 柯士甸山道40號  5. 前工人宿舍房基─A區 6. 前工人宿舍房基─B區  
7. 擋土牆  8. 之字形梯級  9. 通道﹝步行徑﹞  10.有關前總督山頂別墅的遺跡 11. 山頂花園﹝上草地﹞  12. 山頂花園﹝中草地﹞  13. 電台塔 14. 柯士甸山道36號  15. 石級 16. 圓形觀景台   

17. 守衛室  18. 平台 19. 山頂花園﹝下草地﹞  20. 圓形亭 21. 瞭望台  22. 同樂徑 23. 儲物地點 
休憩用地  通道  樓房/景物  前總督山頂別墅的房基  石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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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現況：立體圖 這圖表需與地圖 02.現有景物和文物地圖同時閱讀 *標誌指示沒有在圖表展示的地圖映像   1.前總督山頂別墅房基 2. 前市政局興建的涼亭 3. 小賣亭 4. 柯士甸山道40號 5. 前工人宿舍房基─A區 6. 前工人宿舍房基─B區 7.擋土牆 8. 之字形梯級 
9. 通道﹝步行徑﹞  10. 有關前總督山頂別墅的遺跡 11. 山頂花園﹝上草地﹞  12. *山頂花園﹝中草地﹞  13. 電台塔 14. *柯士甸山道36號  15. 石級 16. 圓形觀景台    

17.  *守衛室 18.  *平台 19.  *山頂花園﹝下草地﹞ 20.  *圓形亭 21.  *瞭望台 22.  同樂徑 23.  *儲物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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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總督山頂別墅四周的觀景處望出的景觀 01. 從同樂徑上圓形觀景台望出的景觀﹝面向香港島西面﹞ 02. 從前總督山頂別墅望出的景觀﹝面向南丫島﹞ 03. 從觀景涼亭望出的景觀﹝面向中環﹞ 04. 前總督山頂別墅四周觀景處示意示意示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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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化價值評估報告  
2.1  現時環境 太平山頂上的前 總 督 山 頂 別 墅 遺 址 和 周 邊 地 區 構成一個重要的文物文化環境，亦即造就了一個建築文物資源和自然文物資源的組合和互動。懾人的自然山勢、開揚的景觀和新鮮的空氣，是決定在這位置興建前總督山頂別墅的主要影響因素。 另一方面，後來在山頂興建的人工設施，包括：道路、被圍牆圍起的豪華府第、水塘服務、通訊用的旗杆和林木計劃，都影響著今天仍存在的園境。再者，樹木的種植亦構成重要的影響。1880 年代末，植物公園員工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把香港本來的「荒山」變成一大片茂林。今天，大部分的茂林已被保護作郊野公園。  前 總督山頂別墅和山頂公園附近一帶自 1918 年起便沒有太大轉變。那時港督梅含理爵士和他的家人會在草地上打網球和在彌漫新鮮空氣的山邊小徑散步。後來的港督則沒有使用該別墅，而別墅在戰爭期間慢慢破落，主樓失修，別墅終在 1946 拆卸。該地點在 1970 年代復修成一個公眾花園。現時，該地點提供了一個公園式的環境，裡面的山邊小徑綠葉成蔭，與伸展於香港島上的郊野公園和步行徑網絡連繫。那裡的自然環境壯觀。這地點代表山頂上遊人可到達的最高點，這一點對遊人來說很吸引。這地點既和市區中心和主要的公共交通隔開，又能提供一個只離香港市中心咫尺的珍貴而寧謐的避暑勝地。  
2.2  文化遺產價值和文化價值 

2.2.1  建築價值 前 總 督 山 頂 別墅遺 址 的建築價值，與主樓的建築主題相關。前 總 督 山頂別墅基本上是一個維多利亞時期的大宅。它設計於維多利亞女皇在位期間﹞，改裝上遊廊以更適應亞熱帶天氣，表現出印度和遠東的英國殖民地建築特色。風格上，前總督山頂別墅揉合蘇格蘭元素和當時受古典風格影響的元素 , 創造出堅實的設計。人們很自然地推測來自 Palmer and Turner 的建築師是位蘇格蘭人，但沒有證據確定這推測。另一方面，守衛室的結構頗樸實，幾乎彌漫著古典風格的特徵。它也展示出一種偏向蘇格蘭式多於英格蘭式的堅實風格。由於原來的別墅已拆卸，所以能最佳地反映該建築主題的具備文物特徵元素不多。那些有形遺物，包括地下的別墅考古遺跡和地上的守衛室，都是與建築價值有關的具 備 文 物 特 徵 元 素 。  
2.2.2  環境價值 前 總 督 山頂別墅遺 址 的環境價值，跟原來環境的環境主題相關。前 總 督 山頂別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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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廣闊的園林地裡的一個露天和顯眼的位置。該地點的開揚讓居住者可觀賞周圍的景致。與此同時，遊客從某一距離走近該建築時，亦能觀賞該別墅。就這一點而言，有關的具備文物特徵元素包括：從該地點望出的主要景觀；從不同角度﹝徑、道和路﹞觀望該地點所看到的景象和能反映該地點原來開揚性的歷史環境特徵。但是，原來環境在一般市民集體回憶裡只佔輕微的份量，因為大部分人對之都不熟悉。相反，大部分人通過親身經歷與現時的山頂公園環境築起集體連繫。故此，山頂公園範圍內的一些為人熟悉的現代結構，再加上開放的園境，是為與現代環境相關的具備文物特徵元素。  2.2.3  園境價值 前 總 督 山 頂 別 墅 遺 址 和周邊地區具有重要的園境價值。前 總 督 山頂別墅的原來特色仍顯見於其地貌、行人徑通道和植物的分佈。也就是說，該地點仍享有美麗的香港全景和新鮮的空氣，這些都是促使前 總 督 山頂別墅選址於該地點的因素。景色和新鮮空氣之外，曾被港督的家人和賓客作打網球和旅行之用的草地，現已供市民享用。原本園境硬件的一些元素，如石牆和陰溝遺跡，讓人領略到和前 總督山頂別墅有關的工藝和設計上的壯麗。但是前 總督山頂別墅遺 址 和周邊範圍遺留下來最重要和最明顯的具 備 文 物 特 徵 元 素，乃是十九世紀林木人員的遠見，是這遠見把曾是「荒山」的山頂變成一大片茂林，供不同的動植物生息。  2.2.4  歷史價值 前 總督山頂別墅的歷史價值跟發生在該地點的歷史事件﹝並非歷史上具重大意義的事件﹞相關。從直至現時所做的研究來看，該地點從未發生過歷史上具重大意義的事件﹝那些足以納入香港歷史的事件﹞。相反，前 總 督 山頂別墅是用來給港督及其家人 ─ 和賓客 ─用 來 度 過 炎 夏 的 居 所 ，發生在該地點的事件看來基本上和日常生活裡的平凡事情有關，有些事情記錄在存放於香港歷史檔案館和本地資料庫的歷史照片，譬如有照片記下梅氏家庭和其賓客(1912-1919)。這些歷史照片記錄了豐富的與梅氏家庭使用前 總 督 山頂別墅有關的具 備 文 物 特 徵 元 素，包括前 總 督 山頂別墅的 遺 跡 ， 和 與 這 地 方 作 為 居 所 有 關 的 環 境 。 再 者 ， 也 有 位 於 一 般 範 圍 內 ,能 反 映 該 地 點 作 其 他 用 途 的 遺 物 ， 像 那 些 與 戰 爭 部 和 水 利 有 關 的 物 件 。   2.2.5  社會價值 對前 總 督 山頂別墅的昔日﹝作為港督用 來 度過炎 夏 的 居 所 的集體回憶和對它今天作為一個公眾花園的集體聯繫，均和前 總 督 山頂別墅的社會價值有關。與對該地點作為港督夏天的住所的集體回憶有關的具 備 文 物 特 徵 元 素 包括房基的考古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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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守衛室的建築遺跡、擋土牆和原來的園境特色。與對該地點現在作為一個公園的集體聯繫有關的具 備 文 物 特 徵 元 素 包括涼亭、兩對石獅子、熟悉的觀景點、草地和通道、小徑及道路。     
3. 文物詮釋研究  3.1  研究的緣起 我們大力建議詮釋歷史和社會價值和保護大自然景致的特質。環境的寧謐配以連綿的風景、草地和小徑等，這些元素吸引著現時及昔日的人(包括港督)。在這前提下，這取向的主要基礎是保育園林景色及其相連的景致，並清理或更新改善非合適﹝和多餘﹞的構築物，例如：不協調的公園設施、外露和礙眼的結構。  3.2  文化價值 作為香港島上的大自然避暑勝地，山頂有其獨特的文化價值。長久以來並直至現在，山頂令居住者和遊人有機會，在公園式的環境下享受戶外活動，並欣賞令人難忘的航道和海港景致。在香港，只有少數地方能讓遊人享用於山峰和海景環境裡的連綿草地，這是前總督山頂別墅獨有的環境。該地點的環境基本上仍保持不變，並已開放予公眾。故此，與前總督山頂別墅有關的考古遺跡和守衛室，是建立這地點的歷史價值的重要元素。  前總督山頂別墅具有強大的發展潛力，並能進一步作旅遊和消閒之用。它具備非常豐富的文化遺產價值，足以吸引廣大旅客的注意。主要特色包括：  

• 建築價值：它作為一幅獨特的住宅用地，保留著與香港獨特的殖民地歷史有關的遺跡。 
• 環境價值：它擁有最佳的觀景地點，並佔據在電訊結構上具策略重要性的位置。 

• 園境價值: 它是一處包含豐富生態和融合多種動植物的山林。 
• 歷史價值: 它與香港的殖民地歷史和香港總督的生活有關。 
• 社會價值: 它與山頂的社會歷史和人們對這地方作為公眾花園的集體回憶有關。  3.3  文物保育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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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園境價值和環境價值被視為最重要，應予以優先。環境的寧謐配以連綿的風景、草地和小徑，這些元素對現時及昔日的人(包括港督)很吸引。有見及此，這取向的主要基礎是保育園林景色及其相連的景致 ─並清理或更新改善非合適(和多餘)的構築物。  保護建築價值也應予以優先。守衛室、前總督山頂別墅和前工人宿舍可見的房基遺跡有助於顯示該地方原本的用途配以與園境和環境價值相關的具備文物特徵元素﹞。  這 地 點 的 願 景 是 成 為 一 處 受 嚴 謹 管 理 和 保 養 的 園 林，配以具建築重要性的遺跡，讓本地和海外遊人﹝一﹞享用休憩地方、草地、山徑、本土植物、灌木和樹木 ─ 和一覽無遺的香港景色；同時﹝二﹞了解山頂公園的原本環境。 實行之時，該願 景 定要包含該地方的歷史價值和當代的社會價值。社會價值自 1970 年代起，即建造涼亭的時間，顯得尤其重要。     3.4  文物詮釋策略和文物詮釋 3.4.1  文物詮釋策略 在其文化價值的前提下，前 總 督山頂別墅遺址和周邊地區可被詮釋為既是自然遺產地也是文化遺產地，其主要文化價值在於昔日用作香港總督 ─ 尤其是梅氏總督 ─專用來度過炎 夏 的 居 所 和今天作為讓狗散步、戶外活動、登山和旅行之用的公眾消閒地方。  詮釋策略是利用這地方的文物價值來保存這地點的重要性和獨特條件，同時盡力促使公眾能前往了解和享用該地方。文物詮釋將利用與該地點有關的現存遺跡和歷史記錄。建議活化再利用守衛室作資訊中心，讓遊人一抵步時便能一瞥該地點的歷史和旅遊導向。沿著道路和行人徑，設置一系列詮釋展板和方向指示牌，以幫助遊人理解這地方和導向地圖所詳述以往不為人知的歷史。  3.4.2  文物詮釋 可沿現成的和可能新造的徑道上，有效地解說一些故事。對於動植物的解說，放上簡單的名稱標記、在對應的植物和品種前放上簡介，並附上有關來源地、種類和合適的歷史簡介描述，便已足夠。現時的山頂徑已包含一些同類的資料，故需與漁農自然護理署統籌有關安排。  文 物 詮 釋需平衡保育和商業性的干預。以下是建議的主要政策，為遊客提供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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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地的通道，並在不減少該地特色和氣氛的前提下，提供增值服務： 
• 制訂與目標的遊人種類和所提供的服務及建造的設施相關的旅遊和參觀政策。 
• 目標參觀者應與文 物 保 育 規 劃 前段所勾勒的一般政策和參觀配合。推廣活動是向目標參觀者宣傳這地方的主要特點，而反推廣活動則希望向別人傳達不要參觀這地方的訊息。 
• 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下，提供一個與前總督山頂別墅的一般政策及願景配合的優質體驗，定必能推動設施和基建的發展。 
• 必須考慮遊人的安全。通道的安全包括確保行人和乘車者能安全地和方便地到達前總督山頂別墅。 
• 存在機會去講述多個有關前總督山頂別墅遺跡和周邊地區的故事。故事的目的和演繹形式必須清晰，確保故事材料的表述與前總督山頂別墅的政策和願景配合。 
• 必須提供紀念品，尤其要給予遊客和學童，以輔助解說和了解該地方的重要性。 
• 多語言材料和互動形式的圖像將協助有效地傳達關於該地點的有趣故事。  3.5  建議的發展計劃及推行計劃 3.5.1  建議的發展計劃 研究建議的發展計劃旨在利用該地點已識別的有形和無形資產，計劃考慮了三個不同規模和複雜度的計劃方案，而三個計劃方案採納了一個共同的原則：第一是保留已識認的具 備 文 物 特 徵 元素，第二是清理或更新改善非合適﹝和多餘的﹞的構築物和第三是介紹能促進公眾理解和享用前總督山頂別墅遺跡和周邊地區的元素。這三個計劃方案從低干預性的的基本維修和「清理」到全方位盡用其旅遊潛力和該地點對廣大遊人的吸引力。在後者方案中，我們提出了如何利用各方面的媒體和更多商業活動，包括飲宴設施和活動場地，來加強大眾對該地點所載歷史的體驗。  建議的計劃方案一辨 別 出 一些項目作為基本計劃，以界 定 要提供一個富意義的遊客體驗，只需最少程度的干預，而計劃方案二和三的設計建立於遊人體驗之上，以吸引更廣和更大的遊人群。這三個計劃的主要成分在下面作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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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建議的建議的建議的計劃方案一計劃方案一計劃方案一計劃方案一    建議的最少程度的干預包括選擇性地保留、修復、建造和維修以下的項目： 1.1. a. 保留、復修和修理具 備 文 物 特 徵 元素，包括現存的涼亭﹝參考文化價值評估報告 – 樓宇保育部分﹞ b. 展示前總督山頂別墅內現存的馬賽克地磚 c. 重置前總督山頂別墅梯級上的石獅子 1.2. a. 重鋪前總督山頂別墅的房基     b. 重鋪前總督山頂別墅的露天平台 c. 翻新仍保留的結構，包括小賣亭和公共廁所 1.3. a. 改善園境燈光和公園設施     b. 修理和改善步行徑、梯級和觀景平台 c. 清除去水渠和泥土底下的排水渠裝置暴露出來的石屎 d. 修理和維修擋土牆和結構 e. 強化山坡的植物種植 f. 建立一個植物園 1.4. a. 提供一個資訊中心﹝建議設於現時的守衛室﹞ b. 在該地點周圍的策略性位置提供解說指示牌  建議的建議的建議的建議的計劃方案二計劃方案二計劃方案二計劃方案二    計劃方案一的建議，再加上： 2.1. a. 改裝現時的涼亭簷篷 2.2. a. 重置前總督山頂別墅的入口草地和相關的園境 2.3. a. 強化與前總督山頂別墅相連的山坡植物種植 2.4. 柯士甸山道 40 號長期的結構改裝以便： a. 提供一個新的小賣亭和公共廁所 b. 提供一個詮釋中心 c. 提供餐飲设施, 包括室內和室外座位 d. 重新裝設停車場和相關的園境   建議的建議的建議的建議的計劃方案三計劃方案三計劃方案三計劃方案三    計劃方案一和二的建議，再加上： 3.1. a. 擴大的文物詮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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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重新設計加入了活動空間的涼亭 3.2. a. 復修前總督山頂別墅的旗桿、觀景平台和梯級 b. 提供一個林蔭的行人路徑以前往圓形的觀景平台 3.3. a. 改善該地點的路徑標示、道路指示及生態環境            3.5.2  建議的推行計劃 建議的推行計劃方案包含實施的次序, 從方案一開始, 而後是方案二和三, 根據檢討和公眾的反饋意見。建議的推行計劃涵蓋三個層次的介入。這些介入的設計，能循序漸進地強化這地點成為公共消閒地方和旅遊勝地。三個計劃方案內的不同部分可簡化為：  計劃方案一、二和三全建基於保留已識別 的具 備 文 物 特 徵 元素，用以保護和展示散佈在該地點的文物。我們建議即時推行計劃方案。  
• 保留重要的文物園境特色，包括原本的石牆、梯級和去水渠。 
• 清理或更新改善和園境不協調的設施。 
• 解說植物公園員工於 1880 年代進行的改變山頂園境的植樹工程，透過建立木林徑/植物園，以識別在周邊林木棲息地的不同品種。 
• ,繼續實施良好的綠化林木工程, 種植新的樹木，為成熟的木林作補充，供後代欣賞(如有必要)。  按計劃方案二建議，清理或更新改善被識別為視覺上不雅觀和顯眼的元素，以修復該地點。計劃方案二和三則建議，強化該地點的設施和吸引力, 讓大眾能更容易到達，並推動它的旅遊潛力。   

4. 總結  這項研究﹝一﹞提供對這地方的歷史的理解，包括其作為文化資產的建築部分、園境部分和社會環境；﹝二﹞評估這地方的建築和自然遺產，並辨別和解說主要的文物和與之相關的社會經濟價值；﹝三﹞為這地方提供一個文物詮釋策略和測定一個解說詮釋規劃；﹝四﹞提供一個文物保育規劃；﹝五﹞就三個發展計劃的可行性、持續性和旅遊潛力作技術評估和﹝六﹞勾勒一個包含所有建議發展計劃的實施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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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項研究建議一系列的意念，期望能強化前總 督 山頂別墅這地方，供不同的持份者考慮，並達至建築上的共識。以下列出前總督山頂別墅這地點的限制和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 有形資產有限但其無形的價值巨大，能喚起人們對香港殖民地時代的記憶和現時山頂作消閒用途的感覺。 
• 該地區已施行了不同阶段的改善工程。現存和未來的發展方案需協調。 
• 這地方主要是一處安靜及有著數個專有發展項目的住宅區。旅遊發展需要與該處的寧靜環境取得平衡，並需評估強化了的旅遊吸引力和到訪次數帶來的潛在影響。 
• 到達前 總督山頂別墅這地方的途徑限於一條設有避車處的單程道路，而基本上沒有為行人而設的行人，需評估使用此道路人士的安全和可能因旅遊潛力而增加的交通量。 

• 應考慮增加往前總督山頂別墅的方向指示牌和策略位置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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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表：撮要內的規劃圖          1. 地圖 01.研究範圍地圖﹝歐華爾﹞  2. 地圖 02.現有景物和文物地圖﹝歐華爾﹞  3. 地址現況：立體圖﹝歐華爾﹞  4. 從前總督山頂別墅四周的觀景處望出的景觀  01. 從同樂徑上圓形觀景台望出的景觀﹝面向香港島西面﹞  02. 從前 總督山頂別墅望出的景觀﹝面向南丫島﹞  03. 從觀景涼亭望出的景觀﹝面向中環﹞  04. 前總督山頂別墅四周觀景處示意示意示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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