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㔦䉎⠛凱✧及ⷩ㔦䊾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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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市政牧場舊址及市政狗房 

9.1 ⚸本資㑗 

⏴䨘 ⷩ㔦䉎⠛凱✧及ⷩ㔦䊾㈦ 

 

ἴ何 㾚敧⌱ⳝ 

地✧ 
㾚敧伬Ẃ╮㎷䝊⤎榓巖䙫ᷧ⸬
✆地（ⷩ㔦䊾㈦˚䉂㈦⺒） 

Ἳ地杉䨴 䳫 5830⹚㖠䱚 

建䮰䉐两建䮰杉䨴 䳫 1675⹚㖠䱚 

建怇⹛Ụ 
ⷩ㔦䉎⠛凱✧££1912⹛ 
ⷩ㔦䊾㈦££1948 ⹛ 

✆地桅❲ ⛲有✆地 

建䮰䉐㥔權 㾚敧䉠∌堳㔦⌧ 

婚䴗分桅 
建䮰䉐–䉂㈦ 
建䮰䉐–䊾㈦ 

䏥ằ䔏忻 徍⅓⠛所˚文化娔㖤 

ῄ⬿䊧㲨 
ⷩ㔦䉎⠛凱✧及ⷩ㔦䊾㈦建䮰
㛪⮁㜆怙堳丼，ῄ⬿䊧㲨剖
⥤。 

  
圖 9.1.1：ᷴ⊼䔉ἴ何 圖 9.1.2：ᷴ⊼䔉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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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背景資料 

市政牧場舊址及市政狗房位處罅些喇提督大馬路和美副將馬路交界處的十字路口，背

靠望廈山，環抱的前園及逾百歲的假菩提樹營造出良好的綠化緩衝作用，建築與自然山體

的地形地貌相映成趣。 

市政牧場舊址 

望廈山山腳原為墳塋遍野之荒地，1847 年以後澳葡政府開始在此區域拆寮毀塋，修路

闢地。1同時本澳肉類專營制度自十九世紀中期始已見實施，2至 1911 年牛肉專賣的批給權

開始由市政廳負責，3並於 1912 年批准牛肉專賣承充商在罅些喇提督大馬路旁新闢之荒地

興建儲牛棚等設施（圖 9.5.1 及 9.5.2），4興建地點雖然鄰近工業區，又與市政屠場（俗稱

媽閣屠場）相距遙遠，但因為該地區有適合施工的環境、不潮濕、空氣流通，而且遠離民

居，5所以空曠的望廈山腳成為市政牧場建築的理想選址。 

1924 年原址重建後的新建築為兩幢平行的大型桁架結構的平房，四面坡的瓦片屋頂，

其坡度低、跨度廣，飄簷外露出牆體，紅褐色屋頂與土黃色牆身展現濃厚的葡式折衷主義

建築風格特徵（圖 9.5.3、9.5.5、9.5.10、9.5.11），四周置有拱形、寬闊、修邊渾厚的窗

戶，除考量通風效果外，亦按 1912 年公佈的《私人建築及澳門城市建築衛生條例》的要

求，規劃其建築物高度、地台，以及室內的牛棚、飼槽（圖 9.5.12）及排水系統等設施。6 

昔日肉類牲畜大多由海路輸入，牛肉專賣承充商在港口卸下牛隻後必須先運至市政牧

場停放，經獸醫檢疫後，按每日需要數量運至市政屠場屠宰出售，所以牽牛趕路的情景是

昔日提督馬路至內港沿岸常見的畫面（圖 9.5.6）。1987 年 10 月，由於舊市政屠場機器落

後，澳葡政府遂將屠場及牧場一倂遷往青洲。及後市政牧場一部份被改為貨倉使用，另一

部份則被活化利用規劃為展覽空間之用。 

市政狗房 

管理狗隻事務的市政狗房曾在 1875 年至 1908 年間設在東方斜巷，7上世紀四十年代

狂犬病在各地流行，澳門亦屢有發生，狗隻管理的事務日漸繁重，亟需擴充，8於是狗房在

1948 年遷至現址（圖 9.5.4），為狗隻提供獸醫門診、收留、防疫注射、申領准照等綜合

                                                
1
 P.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 Ruas com Nomes Genéricos,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7, p.389-390；

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2003 年，162-163 頁，193-203 頁。 
2
 《澳門憲報》，1851 年 1 月 11 日，第 8 號。 

3
 《澳門憲報》，1911 年 1 月 21 日，第 3 號。 

4
“Oficio no.160 de 4-7-911 do Leal Senado da Camara, acompanhado de uma planta”，澳門歷史檔案館，第

MO/AH/AC/SA/01/03140 號文件。 
5
“Nota No. 311 de 7-7-911 da Direcção das Obras Publicas”, 澳門歷史檔案館，第 MO/AH/AC/SA/01/03140 號文件。 

6
 Regulamento do Leal Senado da Camara de 13-4-925, 澳門歷史檔案館，第 MO/AH/AC/SA/01/09884 號文件；田渝，

《澳門近代城市法規條例工程報彙編》，澳門：澳門大學，2014 年，229-271 頁。 
7
《澳門舊街往事：風順堂區》，澳門：民政總署，2012 年，65 頁。 

8
《市廳積極興建望廈養狗屋》，大眾報，1948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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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圖 9.5.8）。五十年代澳門在抵抗狂犬病肆虐的過程中，市政狗房發揮了積極作用，9

該疫症至今再未有發生。 

市政狗房是一座鋼筋混凝土建築物，其正立面對稱且設有裝飾柱式及水平線條，圍牆

上更設有層次突出的幾何元素（圖 9.5.7），是二十世紀中旬本澳常見的裝飾藝術風格建築

樣式。原市政狗房的狗住所及 1953 年加建的狗隻檢驗所等附屬建築現已被拆卸重建（圖

9.5.9），但具有裝飾藝術風格立面的主體建築，至今仍保持完整。 

 

9.3 價值分析 

市政牧場舊址及市政狗房是二十世紀初澳葡政府開發望廈地區時規劃興建的公共建

設，市政牧場作為專門為食用牛隻提供貯放、畜養及檢疫的場所，而市政狗房則作為狗隻

的檢疫機關，這些建設反映了澳門邁入城市現代化的步伐。 

市政牧場舊址具有葡式折衷主義建築風格特徵，是澳門僅存的牧場建築實例。在提供

合宜的飼養環境及衛生條件的考量下，市政牧場舊址在建築物座向、高度、體量、屋頂構

造和空間佈局上都具有特殊性，體現了其作為公共建築上對於功能取向的針對性。 

市政牧場舊址、市政狗房背枕蓮峰山，位於兩條主幹道之交匯點，其景觀特徵由二十

世紀初一直沿襲至今，是此區的地標性建築物，其建築群組與前園、後園等戶外空間的有

機結合，是望廈山腳自然與人文景觀結合的例證。 

 

9.4 建議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第 11/2013 號法律《文化遺產保護法》第 18 條的評定標準，市

政牧場舊址及市政狗房符合“（一）在作為生活方式或歷史事實的特殊見證方面具重要

性；（三）具建築藝術設計，以及其與城市或景觀的整合；（五）在文化、歷史、社會或

科學的研究方面的重要性。”此三項標準，建議將其評定為具建築藝術價值的樓宇。 

另外，在考慮維護上述不動產之文化價值、景觀價值或安全性等各項因素後，根據上

述法律第 22 條第 3 及 4 款，經社會文化司司長公佈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的批示，為

市政牧場舊址及市政狗房設立臨時緩衝區（詳見附件一）。  

                                                
9Evitar o aparecimento da raiva, Sábado, 4 Setembro1982, p.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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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仁◔䄅 

  
圖 9.5.1： 1912 ⹛ⷩ㔦䉎⠛凯建⌧⟆⹚杉圖。 圖 9.5.2：1932 ⷩ㔦䉎⠛⁛屳，ⷍ㖨䙫ⷩ㔦䊾㈦Ⰱ㜑建 

怇，∴劘⛹ẍ㜑娔何。 

                            
圖 9.5.3：1924 ⹛憴建ⷩ㔦䉎⠛㘩䙫娔姯圖∮。 

  
圖 9.5.4：1948 ⹛ⷩ㔦䊾㈦敧㧺建䮰及⎆䊾ἶ所䙫建䮰 

娔姯圖∮。 

圖 9.5.5：ṳ⌨᷽䳧ᷰ⌨⹛Ịⷩ㔦䉎⠛外屳，建䮰外屳 

凚ằ㱹有⤑⤎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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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5.6：㗻㗌內㸖㲦忻⏖奲䉤䉂嵼巖⽧ⷩ㔦䉎⠛ㇽ⪤ 

斊ⱇ⠛䙫ガ景。 

圖 9.5.7：1950 ⹛ⷩ㔦䊾㈦≂吤ㇷ㘩䙫外屳，⅝劘⛹䙫 

娔何凮䟚其暼⠸ᾄ䄝ῄ⬿凚ằ。 

    
圖 9.5.8：ṳ⌨᷽䳧⅒⌨⹛Ị∴ὦ䔏䙫㌼䊾ⷌ⅞，Ọ及ⷩ㔦䊾㈦䍟憒㪉䖒䊾暢䙫ガ㲨。 

      
圖 9.5.9：ⷍ圖為 2008 ⹛㘩⎆䊾ἶ所䙫⹚㈦建䮰。⏚圖為䊾ἶ所ằ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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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資料來源 

圖 9.5.1： Oficio no.160 de 4-7-911 do Leal Senado da Camara, acompanhado de uma planta, 㾚敧㭞⏙㩻㠯椏，䬓

MO/AH/AC/SA/01/03140 噆文ờ。 

圖 9.5.2： Directório de macau 1932, Macau: Inspecção dos Servicos Econômicos, 1932, p.192. 

圖 9.5.3： 䔘✆地ⷌ⋀怲弟局㎷ᾂ。 

圖 9.5.4： 䔘✆地ⷌ⋀怲弟局㎷ᾂ。 

圖 9.5.5： R. Beltrão Coelho, Album Macau 1844-1974 , Macau: Tipografia Martinho, 1990, p.86. 

圖 9.5.6： 㱯䦰⑳䷏，ˣ尰䷯䉤⛂⌨⹛ˤ，㾚敧：溌㯶⯍㥔有昷⅓⏟，2007⹛，9柨。 

圖 9.5.7： Anuario de Macau 1950, Macau: Repartição Central Dos Serviços Economicos, 1950, p.16. 

圖 9.5.8： Evitar o aparecimento da raiva, Sábado, 4 Setembro 1982, p.21-23. 

 

9.6 㳪䴨◔ 

9.9.1 ⹚杉圖 

9.9.2 ⁛䪲杉圖及㭊䪲杉圖 

  
圖 9.5.10：∴ⷩ㔦䉎⠛ⰲ柩䙫ᷰ妹㠨㞝˚㡞㢄。 圖 9.5.11：∴ⷩ㔦䉎⠛䙫外朙ⰲ䰞及梫䰞˚ᷰ妹⽉㔖 

㞝˚䱾䳀䙫䁗㳌外䈭Ọ及㋘⽉䩾㈝。 

    
圖 9.5.12：∴ⷩ㔦䉎⠛⮋內䙫棣料㧤ᾄ䄝ῄ㋨⎆䊧，Ἥ⽳⛹䙫惏Ụ棣料㧤ⷙ恔㊭㮧ㇽ㔠ὃ⅝ẽ䔏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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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背景資料
	“福德祠”，港澳俗稱“土地廟”，供奉“福德正神”，或稱“土地”，是中國民間最普及的神祇之一，全國各地都有供奉，更隨華人移民傳播至世界各地，現時有華人的地方都有大大小小的福德祠、土地神壇，如東南亞又稱伯公廟，馬來西亞不少伯公廟都興建在華人移民最初停泊的口岸附近，香港的圍村亦有設於村口的榕樹伯公，而澳門圍、里內的門樓位置，大都設有土地神龕，屋苑住宅大廈單位、商舖工廈門前都有不少供奉土地的小神龕。福德正神在民間信俗中被認為掌管一方土地，保護某一特定區域居民的生活、健康、財富，甚至過世後的戶籍事宜，雖然不是位列高階的神祇，但對民生事務有很大的管理權，在居民心中形象親切，所以福德正神神像多為慈祥老翁，面帶笑容，港澳民間多稱之為“土地公公”，有時更配有“土地婆婆”，一併供奉於土地廟或土地神龕內。
	雀仔園福德祠所在的“雀仔園坊”原為一茂密的樹林，清同治二年（1863年）澳葡政府拓展領土，其後於1864年開始發展此區域為雀仔園坊，並規劃成棋盤格局的街道。雀仔園福德祠內現存兩幅碑記，一為傳統廟宇的中文碑記──《重修福德祠簽題碑記》（圖1.5.4），另一為中葡文對照的碑記（圖1.5.6）。根據此兩幅碑記所載，專屬於雀仔園坊的福德祠建於清咸豐年間（1850－1861年），後於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因雀仔園坊的發展規劃需要而搬遷至現址重建。而根據祠內匾額“德蔭閭閻”的上款“公元一九八六年歲次丙寅仲春吉旦重修”，得知其曾於1986年重修。雀仔園坊眾其後又集資於祠旁空地興建會所（圖1.5.2），供區內商戶及居民舉辦文娛活動，以及作為福德祠值理會的辦公室之用。
	雀仔園福德祠位於雀仔園坊內的羅憲新街和馬大臣街交界處，為一座中式金字屋頂的嶺南建築，祠旁的會所為後期興建的現代建築（圖1.5.1）。雀仔園福德祠以磚木結構為主，前院的圍牆上有一圓拱門洞入口，門洞兩旁懸掛木製楹聯，拱頂中央點綴了灰塑作裝飾，圍牆頂部以中式寶瓶及西式花線配搭，混合了中西的建築元素，從拱門進入前院，可見公所（圖1.5.3）及正殿（圖1.5.5）入口，其外牆門額繪有灰塑壁畫。正殿主神龕內供奉有福德正神、媽祖等神祇的神像，以及財帛星君（文財神）龍頭牌，側神龕分別供奉玄壇（武財神）以及太歲。此外，祠內更保存多個光緒、民國以及近年由雀仔園坊眾捐贈的匾額、對聯、香案及香爐等器物（圖1.5.7）。
	雀仔園福德祠每年土地神誕皆有大型的慶祝活動，除搶花炮近年已停辦外，上演神功戲和舉辦敬老宴一直延續至今，是雀仔園坊重要的社區活動，該福德祠也是澳門最大型的土地誕慶祝活動場所之一（圖1.5.8、1.5.9及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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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德祠”，港澳俗稱“土地廟”，供奉“福德正神”，或稱“土地”，是中國民間最普及的神祇之一，全國各地都有供奉，更隨華人移民傳播至世界各地，現時有華人的地方都有大大小小的福德祠、土地神壇，如東南亞又稱伯公廟，馬來西亞不少伯公廟都興建在華人移民最初停泊的口岸附近，香港的圍村亦有設於村口的榕樹伯公，而澳門圍、里內的門樓位置，大都設有土地神龕，屋苑住宅大廈單位、商舖工廈門前都有不少供奉土地的小神龕。福德正神在民間信俗中被認為掌管一方土地，保護某一特定區域居民的生活、健康、財富，甚至過世後的戶籍事宜，雖然不是位列高階的神祇，但對民生事務有很大的管理權，在居民心中形象親切，所以福德正神神像多為慈祥老翁，面帶笑容，港澳民間多稱之為“土地公公”，有時更配有“土地婆婆”，一併供奉於土地廟或土地神龕內。
	福德祠（大碼頭街）位處的大碼頭街以及相鄰區域原為北灣淺灘，是澳門貨運貿易的重要碼頭（圖2.5.1）。清政府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設立“關部行台”時，“大馬頭口”已作為其下屬的“巡緝口”，後來更作為“稅館”抽稅。自十九世紀開始，澳葡政府於北灣進行大型填海工程，今日大碼頭街以西均為人工填海而成（圖2.5.2）。其中多條街道如大碼頭街、快艇頭街等，仍反映出昔日碼頭的名稱。大碼頭街上曾開設賭館，現時街道兩旁仍存有不少早期興建的歷史建築，作為水果批發商戶的貨倉及辦公室，雖然部份地段重建後的建築樣式、高度上與傳統街屋存在較大差異，但其整體外觀保持良好，其建築高度及間距與該福德祠相若及協調，共同維持原有的街道面貌（圖2.5.3）。
	福德祠（大碼頭街）內嵌於左側牆身上的《重修大馬頭福德祠碑記》碑文雖然有所損毁（圖2.5.6），部分字體未能清晰辨認，但仍可知該祠由大碼頭坊眾創建於清嘉慶（1796年）之前，是大碼頭坊的守護廟宇，後於清光緒七年（1881年）重修。由祠內對聯“福澤垂降本境同沾雨露 / 神功顯耀合坊感沐恩光”上刻有“宣統元年仲春吉旦”及“重修值事送”，可知其曾於清宣統元年（1909年）重修。現存建築為一座一層單開間一進深、傳統中式金字屋頂的嶺南建築，配有麻石門框，上有一副石刻對聯，對聯上方刻有一對蝙蝠，外設有一道以熟鐵造的欄柵門，中間配有“壽”字圖案，內則設有一道具透氣孔的木板門，屋檐處則仍存有雕刻精緻的裝飾。該福德祠主神龕供奉土地公，另設側神龕供奉土地婆，在澳門十分罕見。祠內有由坊眾於光緒七年（1881年）捐贈的香爐（圖2.5.4），以及光緒十四年（1888年）製的香案（圖2.5.5）。從建築制式及室內擺設推斷，其應以“廟宇”格局作為祭祀土地神的建築物，與分佈於本澳其他以“社壇”為始，及後加上上蓋的福德祠發展方式不同。此外，上述碑記內的捐款名單除一般坊眾外，還有“廣興渡”、“廣泰渡”、“永安押”、“太和當”等多個商號的名字，反映當時廣受大碼頭至內港一帶商戶及居民的重視。然而，該福德祠現只作為少量水果批發商戶拜祭的場所，香火遠不及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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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德祠”，港澳俗稱“土地廟”，供奉“福德正神”，或稱“土地”，是中國民間最普及的神祇之一，全國各地都有供奉，更隨華人移民傳播至世界各地，現時有華人的地方都有大大小小的福德祠、土地神壇，如東南亞又稱伯公廟，馬來西亞不少伯公廟都興建在華人移民最初停泊的口岸附近，香港的圍村亦有設於村口的榕樹伯公，而澳門圍、里內的門樓位置，大都設有土地神龕，屋苑住宅大廈單位、商舖工廈門前都有不少供奉土地的小神龕。福德正神在民間信俗中被認為掌管一方土地，保護某一特定區域居民的生活、健康、財富，甚至過世後的戶籍事宜，雖然不是位列高階的神祇，但對民生事務有很大的管理權，在居民心中形象親切，所以福德正神神像多為慈祥老翁，面帶笑容，港澳民間多稱之為“土地公公”，有時更配有“土地婆婆”，一併供奉於土地廟或土地神龕內。
	福德祠（石牆街）位處的沙梨頭街又名石牆街，古稱“石牆村”，該村沿三巴門延伸的石牆而建（圖3.5.1及3.5.2）。根據《澳門編年史》引述的文獻所示，“石牆村”早於1844年的清政府官文奏折中已被提及，屬澳門古村落之一，自同治二年（1863年）開始，連同沙崗等地由澳葡政府開發。街道的肌理完整，無論在澳門的歷史地圖，或在現今的地圖上都十分清晰易見（圖3.5.3至3.5.7及圖3.5.10）。另外，由1865年的澳門地圖可見當時石牆村已有不少建築（圖3.5.4），村落的東面為一片田地，即現今田畔街至青草街一帶。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該片田地由著名的陳聯馨香廠開發，建有一列工場及住宅，更自設有發電機、水井等。
	位於舊區內的福德祠多有社壇名稱，而各個社壇的名稱或與村落地區有關、或與民眾設壇祈願有關，並無一定規律。位於石牆街的福德祠亦不例外，廟中祀壇石碑刻有“永安社”的名稱。《澳門掌故》認為該福德祠由居住在石牆街的漁民所建，而由於暫未發現該福德祠的相關碑記，故其始建年份不詳。但根據福德祠內匾額“永戴帡幪”（圖3.5.9）的上款“同治歲次甲戌季冬吉日”及另一匾額“同沾德澤”（圖3.5.9）的上款“同治甲戌年季冬吉旦立”，可知其興建年份不晚於同治甲戌年（即同治十三年，1874年）。
	福德祠（石牆街）現存建築為一座一層單開間一進深的磚木結構建築，門面沒有採用實牆開門洞的一般作法，而是採用了澳門廟宇較少見的“隔扇”形式，雖然“隔扇”中的木門已不存，但門面兩側仍保留有雕工精致的通花隔屏，額枋仍留有木門鉸的痕跡，這些細節都可作為“隔扇”曾經存在的佐證；而從石柱上留有的隼卯接口可知，其檐口原是在石柱上裝設木栱而作成挑檐。這些作法與相距不遠的沙梨頭土地廟主殿如出一轍。該祠之土地祀壇形制與“太師椅”式的一般土地祀壇相同，但其刻有精美花邊圖案，為澳門同類型祀壇中罕見（圖3.5.8）。該福德祠除作為石牆村居民的祭祀中心外，推斷後期亦作為開發後的田畔街、青草街一帶居民祭祀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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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4B背景資料
	4.2 背景資料
	“福德祠”，港澳俗稱“土地廟”，供奉“福德正神”，或稱“土地”，是中國民間最普及的神祇之一，全國各地都有供奉，更隨華人移民傳播至世界各地，現時有華人的地方都有大大小小的福德祠、土地神壇，如東南亞又稱伯公廟，馬來西亞不少伯公廟都興建在華人移民最初停泊的口岸附近，香港的圍村亦有設於村口的榕樹伯公，而澳門圍、里內的門樓位置，大都設有土地神龕，屋苑住宅大廈單位、商舖工廈門前都有不少供奉土地的小神龕。福德正神在民間信俗中被認為掌管一方土地，保護某一特定區域居民的生活、健康、財富，甚至過世後的戶籍事宜，雖然不是位列高階的神祇，但對民生事務有很大的管理權，在居民心中形象親切，所以福德正神神像多為慈祥老翁，面帶笑容，港澳民間多稱之為“土地公公”，有時更配有“土地婆婆”，一併供奉於土地廟或土地神龕內。
	位於舊區內的福德祠多有社壇名稱，而各個社壇的名稱或與村落地區有關、或與民眾設壇祈願有關，並無一定規律。根據福德祠（河邊新街）內嵌於右側牆身上的《福德祠碑誌》（圖4.5.2）所載，原屬下環坊眾的福德祠是一小社壇，但社壇名稱及位置不詳。後來因社壇狹小、位置不便，下環坊眾遂於清同治七年（1868年），在這條由填海而成的河邊新街上覓得現址建一所大型的福德祠，並於其右方建舖，店面售賣香燭製品，後方作為下環坊眾的公所，作議事之用。可惜建成三年後，即同治十年（1871年），受到風災影響，福德祠嚴重損毀，坊眾再集資重修。根據福德祠內匾額“重光聚福”的上款“民國甲寅年季冬吉旦”及下款“沐恩當年重修值理立”，可知其後來又曾於民國甲寅年（1914年）重修。
	福德祠（河邊新街）是澳門唯一一座設有騎樓的中式廟宇建築，且其騎樓空間與相鄰建築物銜接，推測因其當時必須按照內港地區的建築規範而興建。福德祠建築以磚木結構為主，為一座一層單開間一進深、傳統中式金字屋頂的嶺南建築，殿內設有山門，內有天井，左、右兩側水巷與後院相連（圖4.5.3）。門前豎立儀仗牌，入口大門配有麻石門框，上有一副石刻對聯，門額主入口上繪有大型彩繪壁畫“蘇東坡教學”，壁畫下方刻有“福德祠”三字門額（圖4.5.1）。除作為下環坊眾的專屬祭祀中心外，該福德祠更於1906年將兩側水巷、後院及附屬店舖，作為陶瑞雲學塾，即後來的瑞雲小學，以及1989年由下環區坊眾互助會接辦的下環坊眾學校的校舍，直至2007年因生源不足停辦（圖4.5.4）。
	福德祠內主神龕供奉福德正神，兩側神龕分別供奉北帝及天后。祠內更保存有清嘉慶壬申年（1812年）捐贈的香案（圖4.5.7）、清道光戊戌年（1838年）捐贈的香爐（圖4.5.5），以及同治、光緒、宣統、民國以及近年，由下環坊眾捐贈的大量匾額、對聯、木幡及香案（圖4.5.6及4.5.8）。此外，根據《福德祠碑誌》所述，該福德祠在舊址時每逢土地誕都會上演神功戲、辦杯卜請龍頭牌回家供奉，現時祠內多個匾額的下款均有“演戲”、“建醮”等字，推斷此舉一直延續至現址，惟近年的慶祝規模逐漸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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