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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傷殘青年協會（傷青會）一直致力推廣普及無障礙設施。近年來，傷青

會已就香港不少區域及建築物進行了無障礙巡查，如灣仔、觀塘及元朗區；

以及香港一些著名景點、食肆、古蹟及廟宇等，旨在為殘疾人士和公眾提供

無障礙資訊及推廣無障礙概念，尤其在衣食住行的基本設施。本會亦曾出版

《無障礙去街 Guide》及《無障礙廟宇古蹟遊》等刊物，為有需要人士提供資

訊，讓他們能夠在出行時有更多選擇和更便捷。對很多人來說，除了衣食住

行外，宗教信仰亦是美滿人生的重要一環。

人是一個生理-心理- 社群的個體 (Bio-Psycho-Social Being)，追尋心靈上的安

逸是人的本性，宗教正正是安定人心，身心靈性上平和的良方。這種需求在

當今高度都市化及人際關係疏離的香港社會更加重要。有見及此，傷青會希

望能將無障礙巡查的範圍拓展至不同的宗教建築物，讓每個人都不會因為身

體的機能情況而被剝奪了宗教參與的權利。

本地的肢體殘疾人士數目近19萬人，而行動不便的長者則有約94 萬人，而

隨著人口老化問題，這個數字將會不斷上升，而這一批人士不少都希望參得

到更多與宗教場所有關的資訊。在香港，約有一半人口擁有教徒身份，各宗

教的禮拜場所接近2,000 個，此計劃在當中抽取了30 個規模較大及較有代

表性的場所作巡查，希望藉此向有需要的人士提供資訊。

除了讓教徒能夠自由地出入各宗教場所外，不少宗教場所亦是城市的觀光景

點，此計劃提供無障礙資訊予來自世界各地、不論有否宗教背景的遊客，讓

他們來香港旅遊時可以更了解本地的宗教文化。

政府一直致力建立共融社會，讓每個人在不同生活範疇都享有平等和尊重，

故本會向勞工及福利局（勞福局）提議合作進行「無障礙宗教Guide」計劃，承

蒙勞福局鼎力支持及撥款資助，計劃得已順利完成，此小冊子亦已出版。本

會衷心希望小冊子能夠為不同需要、文化及宗教背景的人士提供便利，讓每

一個人都可以平等地享有進出不同場所的權利和自由，亦希望藉此喚起不同

持份者關注各類人士的需要，共同建設一個無障礙社會。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理事會主席－

吳家榮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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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冊子有以下目的：

1. 讓社會人士，包括長者和殘疾人士，了解各宗教場所的無障礙情況及

資訊；

2. 向各宗教場所提供改善建議，讓其能開放予更多不同需要人士使用；

3. 提供資訊以推廣本地遊及吸引外地遊客，鼓勵更多遊客，尤其是長者

及殘疾人士到各宗教場所參觀，讓他們了解本港的宗教歷史及文化；

4. 推廣共融理念，推動社會各界關注殘疾人士的需要，建立共融社會。

「無障礙宗教Guide」是香港傷殘青年協會政策倡導工作的計劃之一，政策倡導

主要工作目標是向不同政府部門或其他組織反映殘疾人士的意見和需要，並透

過參與立法會各事務會議、相約官員會面和提交意見書等的方法為殘疾人士爭

取應有的權益。此外，政策倡導工作亦會處理殘疾人士對無障礙設施、復康政

策、無障礙運輸等方面的意見和投訴。

過去數十年間，香港社會對於殘疾人士權利的看法有很大的轉變。以往，社會

上對於殘疾人士的關注點比較局限於金錢或醫療等基本需求，現在普羅市民亦

開始關於殘疾人士物質以外的需要，這使「無障礙」的概念在今天變得越來越

受重視。

「無障礙」是指所有人，不論殘疾與否，都能平等無障礙地在社區上生活。事

實上，「無障礙」的概念不僅方便殘疾人士，兒童、老年人、孕婦等社會所有人

都能受惠於此。隨著科技不斷進步，殘疾人士可以利用如電動輪椅及拐杖等的

輔助工具出行。然而，殘疾人士在日常生活中仍然要面對很多由於設施便所引

致的困難。因此，香港傷殘青年協會一直關注本地無障礙設施的發展，致力推

動無障礙社會的建設。

無障礙宗教 
     Guide 計劃

本會於是次計劃針對香港九大宗教的建築物及場所，在香港、九龍、新界各區

抽取了30 個地點作巡查，在殘疾人士陪同下反映各地點的無障礙程度，了解

其出入口、通道、交通等是否適合不同類別的行動不便人士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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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可根據小冊子介紹中的圖示得知各宗教建築物較適合何種類型的行動不

便人士前往，協助他們了解景點的無障礙水平和預早計劃行程。小冊子中除了

提供無障礙資訊外，更對不同的宗教場地提出無障礙改善建議以提升其無障

礙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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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參觀之殘疾類別：

表示景點適合有人協助的手動輪椅使用者，景點合符一定標

準，其中一些考慮準則有：

☛ 景點出入口寬大 

☛ 景點出入口平坦無高差或有斜道

☛ 景點內部平坦，高差處設有斜道

☛ 景點通路寬敞，輪椅跟人通行無礙

☛ 景點通通道可能有起伏，手動輪椅須陪同者協助

表示景點適合電動輪椅，景點合符一定標準，其中一些考慮

準則有：

☛ 景點出入口寬大 

☛ 景點出入口平坦無高差或有斜道

☛ 景點內部平坦，高差處設有斜道

☛ 景點通路寬敞，輪椅跟人通行無礙

表示景點適合手杖使用者，景點合符一定標準，其中一些考

慮準則有：

☛ 景點出入口或內部可能有梯級，但手杖使用者仍可進入

☛ 梯級數量不會太多



 大嶼山    大嶼山昂坪

可
供
參
觀
之
殘
疾
類
別
：

古蹟簡介：
寶蓮禪寺這座百年古剎，素有「南天佛

國」之稱，多年來香火鼎盛。寺內有多

座富中國特色的建築值得參觀，如供

奉著本土、東方及西方三方佛的大雄

寶殿，以及建有庭院園林的天王大殿。

在寶蓮禪寺對面，就是世界聞名的天

壇 大佛 。 這個 青 銅 坐 佛 像， 面 相 豐

圓端麗，雙耳垂肩，右手示「施無畏

印」，顯示佛陀救拔眾生的心願。要參拜大佛，得先爬上268 級石階來到大

佛跟前，大佛莊嚴祥和，加上四周風光如畫，令人心曠神怡，適合靜思放

鬆。大佛基座紀念堂內，供奉著佛陀舍利。

寶蓮禪寺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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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壇大佛

前往蓮花座上層的樓梯

設升降機往不同樓層齋堂亦為無障礙￼

寶蓮禪寺

地下及不同樓層均
設有斜道進出口

附近殘疾人士洗手間：

寺內設有殘疾人士洗手間

大佛背後
的停車場

開放時間：

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

➤	由港鐵東涌站外的巴士站，乘 23 號
大嶼山巴士至昂坪巴士總站，正常車

程約 45 分鐘。

➤	由港鐵東涌站外的纜車站，乘昂坪纜
車，車程約 25 分鐘；下車後，再步行

10 分鐘。

交通：

➤	由中環碼頭乘新渡輪到梅窩，再
乘 2 號大嶼山巴士至昂坪巴士總

站，車程約 35 分鐘。

➤	由大澳的巴士站，乘 21 號大嶼山
巴士至昂坪巴士總站，車程約 15 

分鐘。

改善建議和注意事項：

寶蓮寺內升降機並非開放予公
眾，需由寺內職員帶領下使用。

輪椅使用者若前往天壇大佛蓮花
座腳下，可向工作人員及保安亭
申請使用私家路，乘坐的士或私
家車到達；需留意往蓮花座上層
只有樓梯，輪椅使用者只可在蓮
花座最底層參觀。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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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供
參
觀
之
殘
疾
類
別
：

 鑽石山    九龍鑽石山志蓮道 5 號

古蹟簡介：
志蓮淨苑原址為一座舊別墅，

於九十年代全面重建，以中國

僅存的唐代建築實物之一──

山西佛光寺東大殿和盛唐時期

敦 煌 壁 畫中的唐式建 築為藍

本，嚴格遵照唐代形制和傳統

技術，將佛寺建成了一座符合

佛教「七堂伽藍」規範的仿唐

木構建築群 ； 其後又與香港政

府合作，把佛寺毗鄰的空地建成一座以隋唐園林「絳守居」為範本的唐風

公園「南蓮園池」，二者合為一組完整的唐式佛寺、園林的木構建築，於

2012年列入中國的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錄。

寺廟設有升降機及大部分位置有斜道， 
但需由保安安排下引路進入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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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斜道路面凹凸不平

附近殘疾人士洗手間：

寺內設有殘疾人士洗手間
開放時間：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半

交通：

➤	鑽石山站 C2 出口

寺廟設有升降機及大部分位置
有斜道，但需由保安安排下引
路進入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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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要殿堂均需由保安安排下引路進入

改善建議和注意事項：

需要尋求保安協助引路方可
使用寺內的無障礙設施，如
升降機及斜道。建議設置開
放予公眾使用的升降機及斜
道，方便輪椅使用者參觀。



可
供
參
觀
之
殘
疾
類
別
：

 跑馬地    香港島跑馬地山光道 15 號

古蹟簡介：
東蓮覺苑是香港一個佛教場所，由何東夫人張蓮覺出資興建（東蓮覺苑就

是以何東及張蓮覺夫婦之名字組合而成），於1935年與鄰近的寶覺小學一

同建成，為香港島首間佛教寺院，屬於香港法定古蹟。

東蓮覺苑採用當時流行的中國文藝復興建築風格，以西方技術建造中式外

觀，地面鋪砌義大利進口地磚，又有西洋彩繪玻璃，室內裝飾亦中亦西。

按照傳統佛寺布局，中軸線上依次有歇山頂山門、兩個重簷歇山頂交叉組

成十字脊的前殿、重簷歇山頂的大雄寶殿，正脊兩端有鴟吻，中央以雙龍

戲珠裝飾，後方是於1954 年加建的蓮覺紀念樓，均以紅牆黃瓦為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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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殘疾人士洗手間：

苑內設有殘疾人士洗手間

開放時間：

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半 
( 最後進苑時間下午五時 )

交通：

➤	地鐵：銅鑼灣站A出口步行10-15分鐘或轉乘電車

➤	電車：跑馬地總站

➤	城巴（養和醫院站）：1, 8X, 19, 117

主殿進出口為樓梯
主要殿堂

可使用升降機前往
放置靈位的樓層

設有斜道前往洗手間

改善建議和注意事項：

建議加設輪椅升降台或升
降機，方便輪椅使用者進
出主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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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供
參
觀
之
殘
疾
類
別
：

 清水灣    九龍清水灣道大坳門龍蝦灣路 18 號

古蹟簡介：
湛山寺由寶燈大師率眾法師創立，於1964 年7月3日在清

水灣開山建寺。四十多年來，一直為清水灣區鄉民及廣大

市民每日開放寺院，供信眾人等參拜遊覽，使清水灣區增

添旅遊觀光的風景名勝，建寺之宗旨也是為境內市民及鄉

民祈福保平安，給予大眾宗教調劑，希望以佛法勸化人心

向善，清凈社會，補道德教育之不足，化暴戾為祥和，除

邪惡而至其樂融融。

附近殘疾人士洗手間：

寺內設有殘疾人士洗手間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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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建議和注意事項：

主 要 出 入 口 斜 道 非 常 陡
斜，建議輪椅使用者及其
他行動不便人士與陪同者
一同前往參觀。

湛山寺

斜道進出口非常陡斜
主要殿堂設有斜板供輪椅使用者進出

交通：

➤ 小巴： 103 觀塘碼頭→大坳門站

 103M 將軍澳地鐵站 A 出口→ 
大坳門站

 16 寶林地鐵站 B 出口→大坳門站

➤	巴士：91 鑽石山地鐵→大坳門站

開放時間：

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屯門    新界屯門青山寺徑

開放時間：

上午六時至晚上六時 
( 公眾假期照常開放 )

交通：

➤	可乘搭輕便鐵路610或615於青

山村站或青雲站下車

➤	乘坐巴士57M、66M、961於香
港專業教育學院(屯門分校)下

車，從興才街轉入楊青路，在路

旁找到青山古寺的指示牌後，沿

車路登山，步行約三十分鐘便可

抵達青山寺。

古蹟簡介：
青山寺位於屯門，又名青

山禪院，是香港三大古剎

之 首。 由1925年 至1975

年 期間， 青山寺、 凌雲

寺及寶蓮寺輪流主辦傳戒

大會，當時全港約有三分

之一的出家人是由青山寺 

傳戒。

青山寺是由多組建築物構成，群集於屯門高

583米的青山東面山麓上。大致包括三組建築

群。參拜路線可以從牌樓開始，經過山門、

菩提薩埵殿、護法殿、大雄寶殿、宿舍、功

德堂、客堂、膳堂、不二法門、觀音閣及居 

士林。

青山寺建築群依山
而建，樓梯眾多，
在建設無障礙通道
上有一定困難

只設有樓梯機由平
地 到 達 護 法 殿 的
樓層，其它殿堂均
為樓梯上落，所有
殿堂前亦有梯級或 
門檻

正門為樓梯，側面有斜路 
進出口，但非常陡斜

改善建議和注意事項：

寺廟樓梯眾多，建議加設
斜道及流動斜板，方便輪
椅使用者上落及進入各殿
堂；行動不便人士如手叉
使 用 者 亦 需 因 應 體 力 參
觀。

附近殘疾人士洗手間：

沒有殘疾人士洗手間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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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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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寺

可
供
參
觀
之
殘
疾
類
別
：



改善建議和注意事項：

寺廟樓梯眾多，建議加設斜道、
輪椅升降台或流動斜板，方便輪
椅使用者上落；行動不便人士如
手杖使用者亦需因應體力參觀。

可
供
參
觀
之
殘
疾
類
別
：

 荃灣    新界荃灣千佛山山麓老圍村

開放時間：

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交通：

➤	港鐵荃灣站，轉乘新界區專線小巴

81號：荃灣兆和街(千色店後面）

至東普陀禪院

➤	每當清明及重陽之時，九巴有特別

路線32S線連接荃灣鐵路站及東普

陀寺。

附近殘疾人士洗手間：

寺內沒有殘疾人士洗手間

佛 

教

無
障
礙
宗
教G

u
i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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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普陀講寺

古蹟簡介：
東普陀講寺在1932年由茂峰法師所創

辦 。1924 年茂峰應邀赴台灣靈泉寺講

經，1927年自台灣到香港弘揚佛法，途

經老圍村，登千石山，游大水坑，以其

氣像宏闊，為建佛寺的理想地方，乃集

資建寺 。於1930 年開始興建，歷兩年

而成。茂峰因見千石山一帶景物與普陀

山有些類近，故名之為「東普陀」，更把

千石山改名為千佛山，又把大水坑名為

三疊潭。東普陀講寺的圓通寶殿和天王

殿已獲評為二級歷史建築。 通道及各殿堂前 
亦有大量梯級

主要進出口為長樓梯



開放時間：

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交通：

➤	遊客可由荃灣地鐵站步行 
10分鐘至兆和街，轉乘81號 

專線小巴。 

 (路線： 荃灣兆和街→東普陀→ 
老圍村→西方寺→圓玄學院) 

改善建議和注意事項：

建議設置連接一樓及二樓的斜
道，方便輪椅使用者前往二樓的
大雄寶殿而不需到地下停車場使
用升降機；另外建議於各主要殿
堂梯級前加設斜板，讓輪椅使用
者能夠進出。

 荃灣    新界荃灣老圍村三疊潭 

附近殘疾人士洗手間：

寺內殘疾人士洗手間設於
保安室內

佛 

教

無
障
礙
宗
教G

u
i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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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簡介：
西方寺，座落荃灣老圍村，背靠大帽

山，前臨三疊潭，花木青蔥，流水潺

湲， 環 境 清 幽， 全 寺 連 後 山 佔 地 近

二十萬平方公尺，由菩提學會會長永惺

老和尚創建於一九七零年 ；乃仿中國宮

殿式建築，琉璃瓦面，簷篷飛峭，莊

嚴雄偉；四周群山環抱，綠樹成蔭，山

明水秀，景緻優雅。 

可使用升降機到達各層 主要殿堂均有一級梯級

大部分位置均設有斜道

西方寺

可
供
參
觀
之
殘
疾
類
別
：



可
供
參
觀
之
殘
疾
類
別
：

 屯門    新界屯門藍地青山公路 18 號

佛 

教

無
障
礙
宗
教G

u
i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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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法寺

古蹟簡介：
妙法寺是屯門區著名寺廟之一，於1960 年遷往藍地現址。寺內萬佛寶殿於

1973 年開始重建，1980 年落成，樓高三層，外觀呈雙層屋脊，鋪有金色

琉璃瓦，飛簷上還有陶瓷製成的瑞獸。最引人注目的是正門處兩條高20 米

巨龍柱，龍身嵌有金色鱗片，氣勢磅礡，吸引不少善信參觀。

妙法寺綜合大樓蓮花大殿於2010 年 3月落成啟用，耗資逾1.6 億元修建，

樓高達7層，更捨棄了傳統金瓦頂，採用蓮花造型，與頂層由玻璃幕牆建成

的蓮花大殿互相呼應，殿內供奉一尊釋迦牟尼佛，身上貼有金箔，是本港

最大室內木雕佛像。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的辦學團體為妙法寺，校舍建於寺院範圍內，更是新界西

北區罕有的女校。



 北區    新界粉嶺百和路 66 號

改善建議和注意事項：

建議於舊翼大樓增設升降機， 
方便輪椅使用者參觀。

附近殘疾人士洗手間：

寺內設有殘疾人士洗手間

佛 

教

無
障
礙
宗
教G

u
i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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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時間：

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交通：

➤	藍地站輕鐵：610, 614, 615, 751 

巴士：53, 68A, 263M

通道及各殿堂前亦有大量梯級

大部分位置均設有斜道

舊翼大樓只有樓梯上落， 
輪椅使用者難以參觀

可使用升降機到達各層



可
供
參
觀
之
殘
疾
類
別
：

 粉嶺    新界粉嶺百和路 66 號

道 

教

無
障
礙
宗
教G

u
i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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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瀛仙館

古蹟簡介：
創立於1929年的蓬瀛仙館，是香港一個重要的道教聖地。傳說「蓬萊」和

「瀛洲」是渤海上的仙山，蓬瀛仙館的「蓬」、「瀛」二字，便是取自這兩座仙

山。

蓬瀛仙館境內建築充滿傳統的中國色彩，一大片的橘黃色雙層瓦頂下，是

紅色的粗樑石柱，猶如明信片上的中國古代風景畫一樣。供奉呂祖先師的

「三聖大殿」，殿內頂部以藍色描繪天界，兩側有雲海及華表，仙鶴穿梭於

雲海之中，當您置身殿內，抬頭仰望，如同親臨仙境一般。另一不可錯過

的景點還有「道德經壁」，石壁正面刻有81章《道德經》，側面是太上老君的

《十四字養生訣》，而背面則是徐悲鴻的《八十七神仙圖》，同時將信仰、養

生、道家哲學展現。另外，仙館內的園林，可遠眺粉嶺全景，花園周圍還

有花卉和小橋流水作為點綴，令整個景觀更為動人。

目前，仙館內多用於弘道和靜修，只有部分地方開放予訪客參觀及享用 

素菜。



可
供
參
觀
之
殘
疾
類
別
：

可使用升降機前往位於喜雨樓一樓的齋堂

大部分殿堂前均 
有梯級

部分位置設有斜道， 
可到達館內大部分殿堂門前

改善建議和注意事項：

建議於所有殿堂加設斜道或
流動斜板，方便輪椅使用者
進出。

附近殘疾人士洗手間：

殘疾人士洗手間位於喜雨樓
二樓的功德堂

開放時間：

上午八時半至下午五時

➤	港鐵粉嶺站 B 出口

交通：

道 

教

無
障
礙
宗
教G

u
i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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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供
參
觀
之
殘
疾
類
別
：

 屯門    新界屯門青松觀路 28 號

改善建議和注意事項：

觀內建築物雖大多歷史悠久， 
但十分欣賞管理機構加設大量無
障礙設施，令觀內環境達至無障
礙。

附近殘疾人士洗手間：

觀內設有殘疾人士洗手間

道 

教

無
障
礙
宗
教G

u
i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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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松觀

古蹟簡介：
青松觀創立於1950 年，屬全真教龍

門派，道派溯源於廣東廣州至寶台。

創立初年建壇於九龍偉晴街，1952年

遷至彌敦道，1960 年購置屯門青山

麒麟圍建立永久觀址，1974又增設九

龍大南街觀址以配合屯門祖觀的發展。

青松觀自發韌初期，即以慈善事業為

壇務推展的重點，除宗教服務外，更

因應當時香港社會情況之需要設立義

學、施米、贈醫施藥、發放救濟品、

賑濟寒衣棉被及男女安老院等社會福

利慈善服務。五十餘年來，先後獲香

港政府批准設立兩所

西醫診所 、兩所中醫

贈醫藥診所 、護理安

老院、 老人中心、 兩

所中學、三所小學及

三間幼稚園等，使青

松觀的濟世利生善業

更加發揚光大。 

開放時間：

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半

交通：

➤	巴士 （大興體育館站）：960, 258D

➤	巴士 （大興總站）：66, 66M, 66X

➤	輕鐵 （銀圍站或大興站）：507, 610 

無障礙設施完善，通道大都平坦寬敞
各殿堂均設斜道或流動斜板



 屯門    香港新界屯門青山村 171 號（青山寺旁）

附近殘疾人士洗手間：

沒有殘疾人士洗手間

可
供
參
觀
之
殘
疾
類
別
：

改善建議和注意事項：

建議主要進出口加設清晰指示，
指出輪椅使用者進出位置；並於
所有殿堂加設斜道或流動斜板，
方便輪椅使用者進出。

道 

教

無
障
礙
宗
教G

u
i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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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時間：

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交通：

➤	輕鐵（青山村站）：610, 615, 615P

➤	巴士（青雲站）： 506, 57M, 66M, 66X, 258D, 258X, E33P, NA33 

古蹟簡介：
青雲觀位於香港新界屯門區青山東麓的青山禪院

內，是香港現存最早的道場，主神為斗姆（又稱斗

姥），亦有供奉觀音菩薩、三帝、呂祖、王靈官、

彌勒、朱立天君、濟公、關帝、泰國佛。

青山寺青雲觀古建築群滙聚，多年來風貌依然。青

山寺 (青山禪院 ) 源於南朝劉宋時期修建的杯渡菴，

揉合了官民建築風格，是香港法定古蹟文物。

正門進出口為樓梯

大部分殿堂內外均有梯級

青雲觀



可
供
參
觀
之
殘
疾
類
別
：

 荃灣    新界荃灣三疊潭

圓玄學院儒
、
釋
、
道
三
教
揉
合

無
障
礙
宗
教G

u
i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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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簡介：
坐落於荃灣三疊潭的圓玄學院，始建於1950 年，宣揚儒、佛、道三教

的信義之外，更同時發揚孝義、尊師重道、忠心、忠誠、遵守禮節、

公義、誠信和廉恥這八項美德，並致力推廣社會服務。在圓玄學院，善

信可以參神祈福，又可以到展館去參觀。院內有多個特色景點，包括一

座仿製的「北京天壇」，以及展示了中國十二生肖天然岩石的「雅石館」。

學院內有一優雅寧靜的齋堂，您可以在這裡一嚐清淡可口的素食 ； 而每

年春天，圓玄學院又會舉辦園藝展。



附近殘疾人士洗手間：

側門旁設有殘疾人士洗手間

正門進出口為樓梯，輪椅使用者需沿側門的車路斜道
進出

無
障
礙
宗
教G

u
i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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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
、
釋
、
道
三
教
揉
合

改善建議和注意事項：

建議於所有殿堂加設斜道
或流動斜板，方便輪椅使
用者進出。

開放時間：

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交通：

➤	從港鐵荃灣站B1出口，步行5分鐘至兆和街，再轉乘81號綠色小巴至圓玄

學院下車。

大部分殿堂前均有梯級



可
供
參
觀
之
殘
疾
類
別
：

 黃大仙    九龍黃大仙竹園村 2 號

儒
、
釋
、
道
三
教
揉
合

無
障
礙
宗
教G

u
i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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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仙祠

古蹟簡介：
嗇色園黃大仙祠是香港最著名的廟宇之一，崇奉儒、釋、道三教。據說黃大

仙「有求必應」，簽文靈驗，常年吸引無數善信到來膜拜求簽，香火鼎盛 。

每年的農曆年大年初一，有不少善信爭相到來搶頭香，成為香港賀歲習俗 

之一。

據祠內的《赤松子自述》所載，黃大仙原名黃初平，約於公元328 年於浙江

省金華縣蘭溪市出生，15歲開始學道，40 年後，他的兄弟到山中尋找他時，

見他能指石變羊，從此，兩兄弟一起修煉，雙雙為仙。由於黃初平隱居於

赤松山修煉，故又稱「赤松仙子」。黃大仙祠內最具特色的，是其「五形」建

築佈局，祠中的飛鸞台、經堂、玉液池、盂香亭及照壁，各代表金、木、

水、火、土五行。另外，祠內還有其他富中國傳統色彩的建築如三聖堂、大

殿及從心苑等。



輪椅使用者需由職員 
協助引路使用升降機進出主殿

部分殿堂設有流動金屬斜板

大部分殿堂前均有梯級

可
供
參
觀
之
殘
疾
類
別
：

附近殘疾人士洗手間：

祠內沒有殘疾人士洗手間， 
需到附近的黃大仙中心商場洗手間

交通：

➤	港鐵黃大仙站 B2 出口

開放時間：

上午七時正至下午五時三十分

改善建議和注意事項：

建議於所有殿堂加設斜道
或流動斜板，方便輪椅使
用者進出。

無
障
礙
宗
教G

u
i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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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
、
釋
、
道
三
教
揉
合



可
供
參
觀
之
殘
疾
類
別
：

 跑馬地    跑馬地樂活道 2A

古蹟簡介：
聖瑪加利大堂可說是見證了

本 地 教 會 的 發 展 。 香 港 在

1920 年仍 然 只 是 宗 座 代 牧

區，時任宗座代牧師多敏主

教致函香港政府要求在跑馬

地撥地建堂，以取代因教徒

增多而不敷應用的灣仔聖方

濟各堂。同年，普世教會將

瑪加利大列為聖品，代牧區

以聖人為新堂區主保，因此

聖瑪加利大堂也是東方第一

所以聖女為名的教堂。

跑馬地堂區其中一個特點，是和宗座外方傳教會有著深厚淵源。計劃興建聖

瑪加利大堂的師主教本身便是宗座外方傳教會傳教士；而在1930 年世界經濟

大蕭條，香港教會無可避免受到波及，由於代牧區財政緊拙，宗座外方傳教

會便從總會撥入資金以作支援。到了1933 年，羅馬傳信部應時任代牧恩理

覺主教的要求，批准宗座外方傳教會在聖瑪加利大堂神父宿舍設立該會的財

務辦事處，同時聖瑪加利大堂牧靈工作亦交由財務辦事處的神父負責。

24

天
主
教

無
障
礙
宗
教G

u
id

e

聖瑪加利大堂

主要出入口為樓梯，旁邊設有升降機



附近殘疾人士洗手間：

堂內設有殘疾人士洗手間

無
障
礙
宗
教G

u
i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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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主
教

➤	地鐵：銅鑼灣站 A 出口，步行約 

 10-15 分鐘或轉乘電車 

➤	電車：跑馬地線107 號（樂活道站）

交通：

開放時間：

主日彌撒： （中文）上午七時十五分、八時十五分、九時三十分、 
十一時正及下午六時半（英文）下午十二時三十分 

（普通話）每月第一主日下午五時正（聖堂）

提前主日彌撒： （中文）星期六下午六時半

普通話彌撒： 每月第一主日下午五時正（聖堂） 
每月第三個星期二晚上七時正 朝拜聖體 / 平日彌撒 

（堂區中心一樓小聖堂）

日文彌撒： 主日上午十一時正（堂區中心一樓小聖堂）

西班牙語彌撒： 主日下午六時（堂區中心一樓小聖堂）

平日彌撒： 上午七時正及七時四十五分

特敬聖體彌撒： 每月首星期四下午七時三十分

耶穌聖心彌撒： 每月首星期五下午七時三十分

正門設有斜道近樂活道入口的行人路
較窄，亦沒有下斜路緣

改善建議和注意事項：

建議於近樂活道入口的行人路加
設下斜路緣。



可
供
參
觀
之
殘
疾
類
別
：

 香港仔    香港仔大道 22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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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簡介：
早於一八四九年，天主教會已在香港仔漁村

展開傳教工作，並於一九二九年創立聖伯多祿堂。早期的聖

堂是由一位熱心教友捐出的小牛房改建而成的。雖然它簡陋、

狹小、容不下二百人，但這正代表聖伯祿質樸無華、躬自菲

薄的性格。

堂區於一九四九年正式成立。五年後，理雅各神父繼任堂區

主任司鐸，即計劃將舊有聖堂拆卸，然後興建一座正式的聖

堂。新堂於一九六二年落成。惟理神父為此事而積勞成疾，

未及目睹新堂的落成便蒙主恩召。

聖伯多祿堂

➤	巴士（海濱公園站）：70, 70M, 

90B, 72, 77, 970X, 170

交通：

開放時間：

平日早晨彌撒： 早上七時十五分
主日提前彌撒： 星期六晚上七時正
主日彌撒： 早上七時、八時、九時半、 
 十一時及晚上七時正

改善建議和注意事項：

因入口斜道非常陡斜，建議無論
輪椅使用者或其他行動不便人士
均與陪同者一同前往。

主要出入口為斜道， 
但非常陡斜

斜道旁的升降機

主堂

附近殘疾人士洗手間：

堂內設有殘疾人士洗手間



可
供
參
觀
之
殘
疾
類
別
：

 何文田    九龍何文田公主道 80 號 

輪椅使用者需沿右側通道
進出，通道中段較窄

古蹟簡介：
在一九九三年，教區撥出捐款將何文田恩主教小堂改建而成為牧民中

心。中心設有受薪職員，負責委員會之工作，及中心之活動程序。

中心內設有辦事處、錄音室、輔導室、多用途禮堂、及其他設施，

如 ： 音響、電動銀幕、電視、失明視讀機、圖書閣、聖物小賣部及

聖母岩等 ... . . . 在一九九五年一月，中心得到李嘉誠基金有限公司捐贈

一部復康巴士，為本地的傷殘人士提供對外之交通服務。

中心除二十四小時朝拜明供聖體及感恩祭。還經常舉辦靈修活動，如

祈禱聚會、避靜；節日慶典；探訪堂區和安老院舍，及其他康樂活動

等等。主要目的是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使傷與健能更加互相了解和

支持，發揮傷健在主內之精神。

中心將秉承委員會的目標，為更多的傷殘人士服務。希望能提供更多

的傷殘人士牧民工作的諮詢，聯繫及協調教區內有關組織的傷殘人

士牧民工作，支援教區傷殘人士牧民組織的發展。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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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區傷殘人士牧民中心

（
電
動
輪
椅
、
手
推
輪
椅
未
能
進
入
敬
拜
室
）



可
供
參
觀
之
殘
疾
類
別
：

改善建議和注意事項：

建議於正門進出口加設下斜路緣，讓
輪椅使用者不需經右側通道可直接進
出，同時建議於殘疾人士洗手間加設

清晰標誌。另外
注意中心內敬拜
室因需脫鞋進入，
故不適合輪椅使
用者內進。留意
沒有公共交通工
具直達，港鐵站
及巴士站位置較
遠，下車後要步
行 15-20 分 鐘 前
往教堂。

敬拜室需脫鞋進入

中心其他位置為無障礙

附近殘疾人士洗手間：

中心內設有殘疾人士洗手間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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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鐵何文田站 A2 出口， 

步行約 20 分鐘

交通：

開放時間：

主日彌撒： 首主日中午十二時（特為傷殘人士） 
第二主日上午十一時（特為失聰人士，設手語翻譯） 
第三主日下午五時（粵語）

平日彌撒： 逢星期四晚上七時（粵語） 
逢星期五晚上八時（粵語）

特別彌撒： 首星期五晚上八時（特敬耶穌聖心）

特別敬禮： 24 小時朝拜明供聖體

 首星期五晚上十時至首星期六早上五時半分 
（徹夜賠補共融祈禱）



主堂設有輪椅座位

可
供
參
觀
之
殘
疾
類
別
：

古蹟簡介：
今日聖安德肋堂位處的將軍澳人煙稠

密，但這個十三世紀已有人聚居的地

方，最初只是一條小漁村。到上世紀

六十年代，則成為一個以拆卸舊船為

主的船塢區。1982年，政府開始填

海發展將軍澳，人口才快速增長起

來。 隨著政府決定把將軍澳發展為

數十萬人的市鎮，調景嶺平房區又遷

拆在即，教區於1988 年起籌備在將

軍澳建立新堂區，服務從調景嶺及其

他地區遷來的教友，並向未受主恩的

居民傳播福音。

改善建議和注意事項：

建議加設殘疾人士洗手間， 
方便輪椅使用者。

附近殘疾人士洗手間：

堂內沒有殘疾人士洗手間，  
需到對面常寧遊樂場公廁

交通：

➤	港鐵坑口站

開放時間：

主日彌撒：上午七時半、九時、十時半、十二時，晚上六時（粵語）
提前主日彌撒：星期六晚上六時（粵語）
平日彌撒：星期一至六上午七時半（粵語）
特別敬禮：首星期五早上八時至晚上九時（朝拜聖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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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主
教 將軍澳    九龍將軍澳常寧路 11 號 

聖安德肋堂

正門及側門出入口均為無障礙



可
供
參
觀
之
殘
疾
類
別
：

 上水    上水保平路 1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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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簡介：
香港開埠初年，新界地區仍是農地及魚塘為主，面積甚廣。在當時，教區還

未於新界興建聖堂及委派神父負責，故服務的神父均是由市區派來的，而且

每每在風雨下翻山越嶺，前往元朗、大埔、沙田及西貢各地，所以傳教工作

甚為艱苦。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主教府將教區新界部份劃分為東鐸區和西鐸區。東鐸

區以西貢為中心，西鐸區以大埔墟為中心 ； 而上水區亦被劃入在內，並包括

大埔、粉嶺、沙頭角、沙田、元朗、荃灣等地區。一九五三年粉嶺堂區落

成，脫離大埔堂區，而上水教友亦隨之被劃入粉嶺堂區內。

一九七三年教區於上水設立傳教站，已故李宏基主教委派夏敏達神父為負責

人。起初以新界喇沙中學作為舉行感恩祭的地方，並為教友舉行了第一台主

日彌撒。一九七四年夏神父在石湖墟找到了兩個單位作為小聖堂及辦事處，

於同年十月二十六日正式開幕。

上水基督之母堂



可
供
參
觀
之
殘
疾
類
別
：

附近殘疾人士洗手間：

教會內設有殘疾人士洗手間

開放時間：

主日彌撒：上午八時正、十時正（粵語）
下午六時正（英語）
提前主日彌撒：星期六晚上七時半（粵語）
平日彌撒：上午七時正（粵語）

堂內各處設有斜道

辦事處、食物部等各設施門前均設有金屬斜板

改善建議和注意事項：

由於教堂位置較偏僻，教堂
附近內外有露天停車場，方
便教堂駕車前往；的士亦可
進出。但沒有公共交通工具
直達，港鐵站及巴士站位置
較遠，下車後要步行 10-15
分鐘前往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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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鐵上水站 B1出口，步行約 15 分鐘

➤	巴士（太平總站）：73, 273A, 276A，步行約 10 分鐘 

交通：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三日，聖母

在 花 地 瑪第一次 顯 現 的 紀 念

日，聖母軍如常到教友家中恭

念玫瑰經，並祈求聖母賜與上

水區一所聖堂。當日剛巧夏神

父得知有一幅地可用以建立聖

堂 ； 第二天，教區即以六十九

萬元買了面積達四萬一千平方

呎 的現 址， 並 把 洋 樓改 為 聖

堂 ； 直至這時，上水區始有一

個固定的彌撒中心。



可
供
參
觀
之
殘
疾
類
別
：

 牛頭角    九龍牛頭角安德道 1 號明愛中心

可使用升降機前往一樓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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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簡介：
早於一九五三年，牛頭角雖然還是荒蕪地帶，

但天主教瑪利諾神父會的傳教士已在當時唯一

的村落──復華村（即今樂華村的位置），開展

了傳教工作，而該村近山頂的庇護十二小學，

便成了當時的彌撒中心，那時服務的範圍遠至

西貢的井欄樹。

當瑪利諾工業中學（現為瑪利諾中學）在一九六七

年建成時，聖堂亦隨之遷往此處，基督勞工堂便

誕生了。鑑於當時牛頭角區大部分居民都是勞工

階層，聖堂也因而以基督勞工為名。

基督勞工堂至今已經歷了超過四十個年頭，時

至今日，區內居民及教友已遍及各階層。現在

堂區的區域，包括牛頭角上下村、安基苑至樂

華村、彩霞村、淘大花園至德寶花園、德福花

園至定安街一帶。

基督勞工彌撒中心

➤	港鐵九龍灣站 A 出口

➤	巴士（牛頭角總站）：2A, 2X, 6D, 13X, 14B, 23M, 28, 213X, N121, 606A

交通：

開放時間：

主日彌撒：上午七時半、九時正、十時半
提前主日彌撒：星期六晚上八時正
平日彌撒：上午七時正

附近殘疾人士洗手間：

教會內設有殘疾人士洗手間

正門樓梯旁的輪椅進出口指示



可
供
參
觀
之
殘
疾
類
別
：

 中環    香港中區花園道 4-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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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約翰座堂

古蹟簡介：
目前，香港有48 萬基督教徒，而聖約翰座堂則是教徒的宗教及活動中

心。聖約翰座堂是香港現存最古老的西式教會建築物，於1847年由當時

的香港總督戴維斯爵士奠基，教堂設計揉合了13 世紀的早期英格蘭式以

及華麗哥德式建築風格。聖約翰座堂位處香港的商業中心點，被鄰近的

摩天大樓所包圍，百多年來，見證著香港的歷史變遷。

1941年的聖誕節香港淪陷，聖約翰座堂遭日軍佔領並成為日本人的會

所，更遭受嚴重破壞。目前教堂所見的內部裝潢，大部分都是戰後設計

的。座堂曾歷多次修復和改建，於1996 年被列為法定古蹟。



可
供
參
觀
之
殘
疾
類
別
：

附近殘疾人士洗手間：

殘疾人士洗手間設於辦事處內

改善建議和注意事項：

建議於主堂正門加設清晰指
示，指示右側的斜道進出口；
並加設前往殘疾人士洗手間的
指示。

基
督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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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時間：

主日及星期六 上午七時 至 下午七時半                                              
星期一、星期二及星期五 上午七時 至 下午六時
星期三 上午七時 至 下午六時半
星期四 上午七時 至 下午五時
公眾假期 上午九時 至 下午四時

➤ 從港鐵中環站 D1出口，沿畢打街前往皇后大道中，再沿

皇后大道中右轉入 炮台里即至，行程約 10 分鐘。

 於中環 6 號碼頭外的天星碼頭巴士站乘 15C 號巴士，至

中環花園道山下纜車站， 沿花園道步行前往。

交通：

由花園道閘口旁邊的小路 
進出辦事處內的殘疾人士洗手間

主堂右側有斜道進出口



可
供
參
觀
之
殘
疾
類
別
：

 尖沙咀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 138 號

附近殘疾人士洗手間：

殘疾人士洗手間設於辦事處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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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簡介：
聖安德烈堂是九龍區歷史最悠久的基督教教堂，於1904 年由遮打爵士捐

款興建，並由聖公會維多利亞教區主教霍約瑟奠基。有逾百年歷史的聖

安德烈堂，如香港其他的教堂一樣歷盡風霜，除了飽受多次颱風侵襲外；

日佔時期，教堂的主任牧師被囚，教堂也被改為日本神道教的神社。

聖安德烈堂最早興建的三座建築物，屬哥德復興式風格，築有紅磚外

牆，擁有尖拱形的窗戶、曲線窗花格和彩色玻璃窗等。教堂曾進行多次

修復工程，2006 年獲頒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物古蹟保護獎優 

秀獎」。

聖安德烈堂



可
供
參
觀
之
殘
疾
類
別
：

改善建議和注意事項：

在生命中心開放期間，輪椅使用者可經其於彌敦道的進出
口使用升降機前往主堂，否則需要經車路斜道進出，因斜
道十分陡斜，建議行動不便人士與陪同者一同前往。

建議於主要進出口加設清晰指示，指示輪椅使用者經由車
路進出；同時建議長期設置斜板於主堂門口，並開放殘疾
人士洗手間，讓輪椅使用者可以自由進出。

附近殘疾人士洗手間：

殘疾人士洗手間設於保安室旁， 
但需保安協助開鎖

基
督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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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進出口為樓梯，輪椅使用者需經非常陡斜的車路進出

職員協助提供流動斜板進出主堂

開放時間：

上午七時半至下午十時半

➤ 港鐵佐敦站 D 出口 / 港鐵尖沙咀站 B1出口

交通：



附近殘疾人士洗手間：

教會內設殘疾人士洗手間，但需
職員協助開鎖

開放時間：

成人崇拜
主日上午 8:30 早堂
主日上午 11:15 午堂
週六下午 5:15 週六崇拜

➤ 港鐵灣仔站 A3 出口 ( 合和中心 )

交通：

可
供
參
觀
之
殘
疾
類
別
：

 灣仔    香港灣仔春園街 77 號竹居台

改善建議和注意事項：

建議於長樓梯處的主要進出口加
設清晰指示，指示輪椅使用者經
由合和中心進出；同時建議長期
設置斜板於主堂門口，並開放殘
疾人士洗手間，讓輪椅使用者可
自由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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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

古蹟簡介：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建基於 1863 年，

原名灣仔福音堂，起初由英國倫敦傳道

會差派來華傳教之理雅各牧師及香港第

一位華人牧師何福堂設立，創辦宗旨是

以辦學傳福音為首務。於 1952 年，灣

仔堂獲立法局通過成為立法社團，可以

擁有買賣物業之權利，隨即購得竹居台

之地，建成新堂，屹立至今。

灣仔堂一向以植堂佈道、差傳、辦學為

本堂三大治會重點。自 1997 年起，定下

「健康的使命教會」為發展進路。一方

面勇於開拓和承擔福音使命，保持著教

會前進的動力；另一方面注重整全牧養

關顧，針對不同年齡群體的需要，發展

動員和深化信仰生命的機制。

輪椅使用者需由合和中心升降機進出 職員協助提供流動斜板進出主堂



改善建議和注意事項：

主要進出口為樓梯，建議
於正門旁加設清晰指示，
指示輪椅使用者經由商場
最左側進出。

可
供
參
觀
之
殘
疾
類
別
：

 牛頭角    九龍牛頭角道 3 號得寶花園地下

基
督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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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簡介：
牛頭角浸信會原為香港尖沙咀浸信會第一間直

屬基址，於一九八七年正式成為獨立教會，現

址位於牛頭角道三號。

2000 年中，神恩手帶領下，「牛浸」在牛頭角

得寶花園購得戲院一間，並徹底改裝為教會堂

所。新堂址面積約為一萬平方呎，禮堂寬敞，

可容納會眾350人。2002年 4月14日為新堂奉

獻典禮，約500 一起數算主恩，為「牛浸」一

大盛事。

2004 年10月林海盛牧師到任接續主任牧師一

職，繼續帶領「牛浸」於社區之服侍 。教會於

2005年中開始思想分堂崇拜，並於2006 年中

實行。至2007年初崇拜總人數超過四佰人，

並開始思想教會在社區的使命，開始草擬使命

宣言。

牛頭角浸信會

附近殘疾人士洗手間：

教會內設有殘疾人士洗手間

開放時間：

主日崇拜
早堂：上午九時 
午堂：上午十一時四十分

➤ 港鐵九龍灣站 B 出口 ( 得寶花園 )

交通：

輪椅使用者需沿
商場最左側通道
進出

可使用升降機前往
各樓層

可在職員協助下使用樓梯機進出主堂



可
供
參
觀
之
殘
疾
類
別
：

附近殘疾人士洗手間：

教會內設有殘疾人士洗手間

 九龍城    九龍亞皆老街 206 號

改善建議和注意事項：

正門出入口為樓梯，建議
於主要出入口旁加設清晰
指示，指出輪椅使用者進
出口位置；並於車路旁劃
出予輪椅使用的通道，以
確保安全。

無
障
礙
宗
教G

u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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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附近殘疾人士洗手間：

教會內設有殘疾人士洗手間

➤ 巴士（香港眼科醫院站）： 

2A, 9, 13D, 16, 24, 27, 95, 98C, 

203E, 296C, 796C, N216, N293

交通：

開放時間：

時間 聚會名稱
08:30 清早堂崇拜
08:30 兒童崇拜
10:00-11:30 早堂崇拜
10:00-11:30 英語崇拜
11:45-13:15 普通話崇拜 ( 六樓禮堂 )
11:45-13:15 兒童崇拜
11:45-13:15 午堂崇拜

九龍城浸信會

古蹟簡介：
自1939年起 九龍 城 浸 信會（ 城

浸）獨立自傳自養倏忽已七十五

年 ， 且 發 展 成 為 九 龍 、 新 界

二十四間浸信會的母會，是一所

聽從主基督耶穌的吩咐，從香港

大大小小的社區開始， 走遍中國

各省市、東南亞及歐洲各地，不

怕艱巨，樂傳福音的教會。

城浸前身之「九龍城談道所」則在

1931年 於馬 頭 道182號 樓 下 開

設，1935年遷堂於界限所街172

號 2樓。由於人數日益增受及為

免業主加租影響聚會點的長期穩定性，於1936 年1月

開始捐建堂費，1938 年公舉林子豐、麥維垣等為建

堂籌備委辦，向政府請求撥出公地建堂。

主堂內設 
有輪椅座位

輪椅使用者需沿停車
場入口進出



可
供
參
觀
之
殘
疾
類
別
：

 尖沙咀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 105 號

伊
斯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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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簡介：
九龍清真寺，正式名稱是九龍清真寺暨伊斯蘭中

心，是香港最大的清真寺，建於九龍公園旁，

鄰近彌敦道及海防道交界。該寺早於1901年便

已經存在，並曾於1902年重修。九龍公園前身

是英軍威菲路軍營，曾居有大批南亞裔信奉伊斯

蘭教的士兵，因此在軍營內建有清真寺，原址位

於今尖沙咀警署處。

清真寺樓高4層，佔地1,500平方米。其建築以

大理石建成，風格帶有濃厚的伊斯蘭色彩，四

周的窗花樣式多種多樣。清真寺頂部為桃形大圓

球狀，而四角則設有11米高的尖塔。在清真寺

的正中心，有一高逾一層樓的大型水晶燈，而正

殿則可容納3,500個伊斯蘭教徒（穆斯林）。

為了令更多香港市民明白伊斯蘭教及香港的穆斯

林社群，九龍清真寺除不定期舉行開放日外，平

時也歡迎市民入內參觀。

改善建議和注意事項：

注 意 進 入 建 築 物 需 要 脫
鞋，寺內全為樓梯上落，
行動不便人士亦需因應體
力參觀；同時建議於建築
物內加設升降機及殘疾人
士洗手間。

九龍清真寺

開放時間：

上午十一時至下午六時

➤ 港鐵尖沙咀站 A1出口

交通：

附近殘疾人士洗手間：

沒有殘疾人士洗手間

正門進出口為樓梯， 
設有輪椅升降台

建築物內以樓梯上落

主要殿堂



附近殘疾人士洗手間：

沒有殘疾人士洗手間

可
供
參
觀
之
殘
疾
類
別
：

 跑馬地    香港島跑馬地黃泥涌道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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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廟 印
度
教

附近殘疾人士洗手間：

沒有殘疾人士洗手間

古蹟簡介：
印度廟屬三層式北印度建築風格，建於1852年，廟

宇中供奉了毗濕奴神、拉喜米等，是香港印度教徒的

生活中心。

廟宇為香港約4萬名印度教徒的宗教及社交活動中

心，教友主要在此冥想、參加靈修講座、練習瑜伽，

以及舉行訂婚、結婚和殯殮等儀式。在重要節日，如

亮光節、鎮邪節、潑水節、象頭神節和猴神節等，廟

內會舉行各式的慶典。

每逢星期日上午，印度教徒均會在這裡聚會、演奏宗

教音樂和講道。星期日聚會後和星期一晚上，教徒可

免費享用飯餐。

改善建議和注意事項：

廟內全為樓梯上落，行動
不便人士需因應體力參觀；
同時建議於建築物內加設
升 降 機 及 殘 疾 人 士 洗 手
間。

開放時間：

星期一：早上八時至晚上十時
星期二至六： 早上八時至下午一時、 

下午四時至八時
星期日： 早上八時至下午三時、 

下午四時至八時

➤ 巴士（黃泥涌道近雅谷大廈站）：

1 號，下車後往養和醫院方向步

行約 10 分鐘

交通：

正門出入口為梯級 建築物內以樓梯上落

主要殿堂



可
供
參
觀
之
殘
疾
類
別
：

 灣仔    香港島灣仔皇后大道東 371 號

錫克廟錫
克
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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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簡介：
香港最早的錫克教徒，乃來自印度的旁遮普，19 世紀時，他們為當地的

英軍服役，後隨軍來到香港。這所香港最早的錫克廟，始建於1901年，

當時名為「星尊者協會」，寺廟曾在二次大戰時兩次遭炮火破壞。隨著教

徒人數漸多，錫克廟也經過重建及數度擴建至今天的規模。

錫克廟每天早上和傍晚舉行崇拜，而每逢星期日和主要神誕，錫克教始祖

納那大師的信徒都在廟內舉行大型聚會。其他錫克教重要的節日還有：納

那大師誕辰、第十位宗教教師高賓星大師誕辰，以及人日。

錫克教廟是香港約8,000多名的錫克教徒的宗教及社會活動的中心，廟內

設有圖書館，辦有一所幼兒學校為4至6歲的印度籍兒童提供學前教育。

錫克教以為家庭、信仰及人類服務為信仰中心，錫克教廟可容200人食

宿，任何信仰的旅客均可免費用餐和作短暫居留。錫克教廟在平日的早、

晚及星期日的上午均設有崇拜聚會，星期日上午參與崇拜聚會的人數約有

1,000人。



可
供
參
觀
之
殘
疾
類
別
：

附近殘疾人士洗手間：

廟內設有殘疾人士洗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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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
克
廟

開放時間：

凌晨四時至晚上九時

➤ 巴士（皇后大道東華仁書院站）：

109 或 113 號，再步行約 5 分鐘

交通：

正門出入口原為無障礙，但裝修期間有梯級，
輪椅使用者需沿司徒拔道停車場處進出

主要殿堂

廟內設有升降機

改善建議和注意事項：

注 意 廟 內 範 圍 需 脫 鞋 進
入，輪椅使用者若進入禮
堂，需轉乘廟內提供的輪
椅；另外建議裝修期間於
正門提供流動斜板，方便
輪椅使用者進出。



 九龍城    九龍九龍城聯合道及東頭村道交界

可
供
參
觀
之
殘
疾
類
別
：

侯王廟中
國
民
間
信
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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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建議和注意事項：

廟內各處均有樓梯，建議
加設斜道、樓梯機及流動
斜板，讓輪椅使用者能夠
參觀；行動不便人士如手
叉使用者亦需因應體力參
觀。

古蹟簡介：
雖然歷史上對侯王的出處未有定案，但一

般認 為侯王乃南宋國舅楊亮節，因生前封

「侯」，死後封「王」，故稱為「侯王」。傳說，

南宋末代皇帝宋帝昺，曾在楊亮節的襄助下

南逃至九龍，楊亮節護駕有功，世人敬其忠

義，所以建廟紀念。

侯王廟採用三幢式建築設計，分別為正殿、

羅漢堂、佛光堂及龍華堂，正殿供奉侯王

像。而廟內有刻上「侯王座前」四字的鐵香

爐、還有以一筆寫成的「鵝」字及「鶴」字的

石刻等，最值得欣賞。廟宇曾於2005年重

新整修，翻新後不但重現昔日的古雅風采，

而且還新增許願角、添褔延壽池等設施。

開放時間：

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

➤ 港鐵樂富站 B 出口， 

沿聯合道南行約 10 分鐘

交通：

附近殘疾人士洗手間：

廟內沒有殘疾人士洗手間

唯一進出口為樓梯 各殿堂前均有梯級



主要出入口及 
殿堂前均為樓梯

改善建議和注意事項：

主要出入口為長樓梯，由
於位處內街，且街道狹窄， 
建議管理機構提供樓梯機
予輪椅使用者出入。

 上環    香港上環太平山街廣福義祠後

附近殘疾人士洗手間：

沒有殘疾人士洗手間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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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民
間
信
仰

開放時間：

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

➤ 港鐵上環站 A2 出口

交通：

古蹟簡介：
「廣福義祠」建於1856 年，正殿供奉地藏王菩薩，由

於放有來自五湖四海華人的神主牌，集百家之姓，又

名百姓廟。至1991年灣仔的濟公廟遷拆，濟公聖佛亦

併入於「廣福義祠」內供奉。

濟 公（1130 年－ 1209年）， 原名 李 修元（ 一名 李 心

遠），南宋時浙江台州（今浙江臨海）人，臨濟宗的著

名禪師。18歲在杭州靈隱寺出家，法號道濟，拜慧

遠為師。不喜頌經打坐，不戒酒肉，更喜食狗肉，語

言詼諧，穿著破衣破帽手持破扇。因其行為不檢點，

被眾僧告到其師慧遠面前，慧遠為庇護他說：「佛門之

大，豈不容一顛僧！」故又被稱做濟顛。其師慧遠圓寂

後，被迫轉到淨慈寺。他醫術精湛，常常救助百姓，

則被百姓稱濟公活佛。傳說是降龍羅漢轉世。 

一般的濟公都是衣衫襤褸，但是龍袍濟公除了醫病之

外，特別之處就是穿著龍袍。在台灣雲林縣有一個龍

袍濟公，他叫做李文吉，在他小學四年級上學的時

候，濟公活佛突然附在他的身上，於是他就跑回家中

的神廳一直哭，濟公活佛的第一句說話是「我要下來

濟世化民」，這名龍袍濟公身穿九龍袍，因為每一位濟

公的級數都不一樣的，而他那位濟公稱為「無量無極

濟公活佛陀」，所以可以穿上九龍九鳳。 

附近殘疾人士洗手間：

廟內沒有殘疾人士洗手間

百姓廟

主要殿堂

可
供
參
觀
之
殘
疾
類
別
：



 上環    香港島上環荷李活道 124 至 12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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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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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供
參
觀
之
殘
疾
類
別
：

古蹟簡介：
文武廟是香港殖民地時期，其中一座最早興建的中式廟宇，安靜的位處上環

鬧市裡頭，與車水馬龍的商業區，形成強烈的對比。廟內輕煙裊裊，四處吊

掛著長燃不熄的大型塔香，代表善信祈求健康、財富和快樂的祝願。

文武廟內供奉著「文帝」和「武帝」： 文帝（文昌帝君）手執毛筆，職司文學和

官祿 ； 而武帝（關聖帝君）身穿綠色長袍、手持長劍，代表忠義武略。除文

武二帝外，文武廟還奉祀包公及城隍，廟內又同時置有兩件有逾百年歷史的

文物，包括 ： 清朝道光年間（1847年）的銅鐘，以及一台造於1862年的官

轎。每年秋天，文武廟都會舉行盛大的秋祭典禮，酬謝文武二帝，並為香港

市民祈福。

文武廟



附近殘疾人士洗手間：

沒有殘疾人士洗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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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民
間
信
仰

開放時間：

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

➤ 於港鐵金鐘站 F 出口太古廣場外乘

26 號巴士，至文武廟荷李活道站下

車。

➤ 由港鐵中環站 D2 出口右轉至戲院

里，沿皇后大道中往中環中心方向

走，然後搭乘中環至 半山自動扶梯

前往。

➤ 從港鐵上環站 A2 出口，沿禧利街

走至皇后大道中右轉，沿樂古道旁

的樓梯街往上走約 5 分鐘至荷李活

道。

交通：

主要出入口及殿堂前均有梯級

有電動樓梯機提供

改善建議和注意事項：

欣賞管理機構提供電動樓梯機
予有需要人士，但亦建議於出
入口及殿堂加設斜道或流動斜
板，長遠地讓輪椅使用者能夠
自由進出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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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落路壆方法
輪椅在街道上行走時，常要上落路壆，但在以下情況不宜使

用，因會令照顧者較費力，及對輪椅使用者構成危險：

．路壆本身較高

．較重的傷殘人士

．照顧者體形細小

．電動輪椅

（I）上路壆

	 ．	面向前行方向

	 ．	捉緊手柄，踏着腳撐，傾高輪

椅，將前輪放到路面

	 ．	握穩手柄，將後輪推至碰到路

壆，然後稍用力向上將整部輪

椅推上路壆面

（II）落路壆

	 ．	背向前行方向

	 ．	拿着手柄，照顧者向後走下路壆

	 ．	然後將後輪慢慢向下溜

	 ．	當後輪到達地面，踩着腳撐，

將前輪升離路面，將重心置於後

輪，慢慢將輪椅向後拉至前輪離

開路壆

	 ．	踩穩腳撐，慢慢將前輪下降到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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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路
部份街道及商場設有斜路方便輪椅使用者，一些較長或傾斜度

較大的斜路，應用「之」字形方式上落，既安全、又省力。

（I）上斜

	 ．面向前行方向

	 ．照顧者上身需保持挺直

（II）落斜

	 ．背向前行方向

	 ．照顧者慢慢將輪椅溜下斜坡

	 ．照顧者要注意前、後的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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