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史 

石屋家園現址在十九世

紀末為何家村的所在地，建

有屋宇兩排。 

一九四零年代初香港日

治時期，日軍拆卸多條九龍

城的鄉村包括何家園以擴建啟德機場，因而在聯合道一帶上

興建平房安置無家可歸的村民。戰後大量難民湧入香港，平

房區淪為寮屋區，稱為侯王廟新村、荔枝園和何家園。寮屋

區內開設多間片場，石屋曾作為附近的友僑片場之貨倉，後

租予「藍恩記山墳墓碑工程」等公司為墓碑廠工場。 

 

建築設計 

舊石屋是一幢由五個單位組成的中國式村屋，以花崗岩

及混凝土建成，並有金字形由板瓦和筒瓦砌成的屋頂、木梯

及鐵窗框，廚房和廁所建於屋後方，反映當時的建築特色。 



現時的石屋家園以「明陣」的概念構成地面設計，其圖

案以一九六四年同一地點的鳥瞰照片作為設計藍本。 

 

活化計劃 

二零零一年包括侯王廟新村在內的寮屋區被清拆，石屋

成為村內僅存的建築物。二零零八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發展局推出「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將此碩果僅存的石

屋納入第二期的活化計劃。 

石屋被改作文物探知中心作教學用途及變成「懷舊冰

室」，提供室內座位及露天座位，而最接近聯合道石屋，曾

是「藍恩記」山墳墓碑廠，後被改作辦公室及資訊中心。石

屋旁邊增建一座新建築物，設置一間多功能活動室和洗手間

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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