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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李活道前中央書院遺址的活化計劃荷李活道前中央書院遺址的活化計劃荷李活道前中央書院遺址的活化計劃荷李活道前中央書院遺址的活化計劃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荷李活道前中央書院遺址（該址）

的歷史背景，並就活化再用該址一事諮詢委員。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該址面積約 6  0 0 0 平方米，東北面為荷李活道、西南面

為 士 丹 頓 街 、 東 南 面 為 鴨 巴 甸 街 、 西 北 面 為 城 隍 街 ， 現 時 在 西

營 盤 及 上 環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劃 為 “ 住 宅 （ 甲 類 ） ” 用 地 。 該 址

包 括 三 個 主 要 平 台 ， 由 士 丹 頓 街 往 下 至 荷 李 活 道 ； 該 址 的 中 央

平 台 有 兩 座 空 置 的 前 已 婚 警 察 宿 舍 ─ ─ 高 座 （ 近 士 丹 頓 街 ） 及

低座（在該址中 央）。此外，低層 平台亦有一座曾用作少年警訊

會 所 的 建 築 物 （ 此 後 稱 少 年 警 訊 樓 ）。（ 有 關 位 置 圖 及 鳥 瞰 圖 載

於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3 .  該址在 2 0 0 5 年 3 月列入勾地表。行政長官在 2 0 0 7 年《施

政 報 告 》 中 公 布 ， 該 址 將 從 勾 地 表 中 剔 除 ， 為 期 一 年 ， 作 為 其

中 一 項 支 持 其 新 政 策 的 文 物 保 育 措 施 ， 並 邀 請 各 界 提 出 活 化 方

案 。 有 關該 址用地 平 面 圖及 橫截面 圖 載 於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 供 各 議員 參

考。  

 

4 .  當局於 2 0 0 8 年 2 月 2 2 日向立法會 簡報荷李活道前中央

書 院 的 歷 史 背 景 ， 並 承 諾 進 行 為 期 三 個 月 的 推 動 公 眾 參 與 工 作  

(即 2 月底至 5 月底 )，以收集普羅大眾就如何活化再用該址的意

見。  

 

該 址 的 歷 史 背 景該 址 的 歷 史 背 景該 址 的 歷 史 背 景該 址 的 歷 史 背 景  
 

5 .  中央書院有逾 1 0 0 年歷史（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C 的相片 1），於 1 8 6 2

年 在 歌 賦 街 創 校 ， 是 第 一 所 為 市 民 大 眾 提 供 高 小 和 中 學 教 育 的

政 府 學 校 。 該 校 標 誌 了 香 港 公 眾 教 育 的 發 展 新 階 段 。 早 年 ， 香

港 島 只 有 數 間 由 本 地 中 國 人 所 開 辦 而 得 到 政 府 資 助 的 小 型 學 校

提 供 教 育 。 至 於 公 眾 教 育 ， 則 由 教 會 學 校 提 供 ， 而 這 些 教 會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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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基 本 上 並 無 得 到 政 府 資 助 。 中 央 書 院 的 設 立 ， 揭 示 了 政 府 有

意以不涉宗教的方向改革教育，並且開辦政府本身的學校。    

 

6 .  1 8 8 9 年，中央書院由歌賦街遷往該址，並易名為維多利

亞書院。 1 8 9 4 年，學校再易名為皇仁書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期間，校舍受到嚴重破壞，並於 1 9 4 8 年拆除以興建已婚警察宿

舍。該宿舍至今仍留在該址內。 1 9 4 7 年，皇仁書院在堅尼地道

一臨時用地重開，並於 1 9 5 0 年遷往位於銅鑼灣的現址。  

 

7 .  中 央 書 院 因 曾 培 訓 了 不 少 社 會 精 英 而 知 名 ， 他 們 運 用 良

好 的 中 英 雙 語 能 力 和 跨 文 化 的 經 驗 ， 為 香 港 和 內 地 服 務 。 該 校

的 畢 業 生 中 ， 不 少 成 為 社 會 領 袖 人 物 ， 有 些 更 在 內 地 的 商 行 和

政 府 中 身 居 要 職 。 中 央 書 院 舊 生 中 成 為 內 地 和 香 港 歷 史 重 要 人

物的包括何福議員 ( 1 8 6 3 至 1 9 2 6 年 )、何啓爵士 ( 1 8 5 9 至  1 9 1 4

年 )、何甘棠先生 ( 1 8 6 6 至 1 9 5 0 年 )、何東爵士  ( 1 8 6 2 至 1 9 5 6 年 )、

劉鑄伯議員 ( 1 8 6 7 至 1 9 2 2 年 )，當 然還有孫中山先生 (孫逸仙醫

生 ) ( 1 8 6 6 至 1 9 2 2 )，他早年在夏威夷接受教育後，在 1 8 8 4 年入

讀中央書院，當時 1 8 歲，並於 1 8 8 6 年離校。雖然中央書院在

孫 中 山 先 生 離 校 後 由 歌 賦 街 遷 往 荷 李 活 道 ， 但 孫 先 生 和 該 校 所

培訓的其他社會精英，一直是香港的珍貴回憶。  

 

8 .  在 早 期 ， 香 港 警 務 處 只 為 西 方 及 印 度 裔 官 員 提 供 宿 舍 。

在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 警 務 處 開 始 為 已 婚 的 員 佐 級 人 員 （ 現 稱

“初級警務人員”），包括中國人，提供宿舍，以提 升警隊的士

氣。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是首個此類警察宿舍。  

 

9 .  就 建 築 而 言 ， 宿 舍 的 設 計 以 功 能 為 主 ， 反 映 現 代 主 義 的

建 築 特 色 。 宿 舍 屬 長 型 大 廈 設 計 ， 每 層 均 設 有 公 用 走 廊 及 公 用

廁 所 和 浴 室 ， 供 住 宅 單 位 共 同 使 用 。 兩 座 建 築 物 的 設 計 ， 直 接

滿 足 了 宿 舍 的 實 際 需 要 ， 建 造 方 式 和 建 築 物 料 清 楚 反 映 當 時 的

建 築 特 色 。 就 結 構 而 言 ， 宿 舍 主 要 屬 承 重 牆 建 築 ， 即 建 築 物 內

少 用 支 柱 或 橫 樑 。 這 類 建 築 現 時 已 不 多 見 ， 因 為 多 年 以 來 ， 很

多這類建築都已被清拆。  

 

勘測結果勘測結果勘測結果勘測結果  

 

1 0 .  古物古蹟辦事處（ 古蹟辦）曾在該址 進行數次勘測。2 0 0 5

年 1 2 月，古蹟辦對該址內的架構物進行初步評估，並發現該址

被 不 同 時 間 建 成 的 多 種 類 型 擋 土 牆 和 圍 牆 所 包 圍 。 古 蹟 辦 在 沿

士 丹 頓 街 和 鴨 巴 甸 街 的 現 有 圍 牆 多 個 位 置 進 行 初 步 勘 測 ， 以 測

定 其 建 造 物 料 和 方 法 。 古 蹟 辦 在 該 址 內 和 該 址 周 圍 ， 發 現 中 央

書 院 遺 跡 ， 包 括 圍 牆 和 擋 土 牆 的 花 崗 石 軸 和 基 座 、 擋 土 牆 的 牆

角石、連接各平台的梯級等。 2 0 0 6 年 1 月，古蹟辦進行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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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勘測，最近更在 2 0 0 7 年 7 月進行了考古勘測，並進行了面積

約  6 0 0 平方米的地下勘測。    

 

該 址 的 文 物 價 值該 址 的 文 物 價 值該 址 的 文 物 價 值該 址 的 文 物 價 值  
 

11 .  古蹟辦在該址進行的勘測，證實以下物品得到較佳保存： 

 

( a )  現存的擋土牆，以及沿荷李活道和城隍街及位於該

址下層平台的獨特樹木（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C 的相片 2 及相片

3）；  

 

( b )  通往下層平台的花崗石級，以及餘下的毛石牆（ 附附附附

件件件件 C 的相片 4 及相片 5）；以及  

 

( c )  沿 士 丹 頓 街 和 鴨 巴 甸 街 的 圍 牆 上 的 原 有 花 崗 石 基

座和柱（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C 的相片 6）。   

   

不 過 ， 除 上 述 物 品 外 ， 中 央 書 院 的 地 基 和 其 他 部 分 則 受 到 過 往

工 程 大 幅 干 擾 。 根 據 有 關 勘 測 的 結 果 ， 即 使 再 進 行 勘 測 ， 但 在

該 址 內 找 到 較 佳 保 存 部 分 的 機 會 仍 甚 微 。 考 慮 到 樹 牆 有 倒 塌 的

危 險 ， 以 及 或 會 影 響 地 下 設 施 的 穩 定 性 ， 故 此 沒 有 必 要 進 行 進

一步的挖掘工程。  

 

1 2 .  古 蹟 辦 認 為 ， 學 校 地 基 遺 跡 的 文 物 價 值 ， 可 以 按 其 真 確

性和完整性予以估評。地基牆花崗石塊的定線，基本上與 1 8 8 3

年 的 設 計 圖 吻 合 ， 而 且 大 致 上 顯 示 出 地 基 的 構 造 。 這 些 現 時 埋

於 地 下 的 結 構 ， 加 上 地 面 上 的 歷 史 構 築 物 ， 組 合 成 該 址 完 整 的

歷 史 配 置 ， 有 助 反 映 中 央 書 院 的 歷 史 。 不 過 ， 由 於 地 基 受 到 相

當 程 度 的 干 擾 ， 引 致 觀 賞 和 學 術 研 究 的 價 值 有 所 降 低 ， 令 致 整

體文物價值亦因應減少，因而沒有理據支持原址全部保留。  

 

1 3 .  古 蹟 辦 認 為 ， 該 址 及 其 外 圍 的 餘 下 構 築 物 與 中 央 書 院 有

關連，故亦具有相當的文物價值。故此，各界如提 出 活 化 建 議 ，

應 以 保 留 中 央 書 院 餘 下 部 分 為 先 決 條 件 ， 並 充 分 反 映 中 央 書 院

對香港發展的歷史重要性。  

 

1 4 .  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 古 諮 會 ） 已 考 慮 過 古 蹟 辦 提 出 的 上 述

評估和建議。由 2 0 0 5 年至今，古諮會曾數次討論該址的歷史重

要 性 ， 認 為 須 對 該 址 的 重 建 施 加 文 物 保 護 規 定 。 古 諮 會 建 議 ，

上文第 1 0 ( a )至 ( c )段所列出的中央書院餘下部分，應 予保留，但

容 許 作 若 干 改 動 ， 務 求 在 文 物 保 護 與 該 址 日 後 的 用 途 兩 者 之 間

謀取平衡。古諮會並認為，應要求有意的發展商提交保育計劃，

以 保 存 和 保 養 該 址 的 歷 史 特 色 ， 達 到 古 蹟 辦 的 要 求 。 規 劃 署 已

把古諮會的要求併入該址的規劃大綱，有關大綱已在 2 0 0 7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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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獲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 城 規 會 ） 轄 下 都 會 計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通

過。    

 

該 區 的 歷 史 價 值該 區 的 歷 史 價 值該 區 的 歷 史 價 值該 區 的 歷 史 價 值  

 

1 5 .  雖然該址並非孫中山先生曾於 1 8 8 4 至 1 8 8 6 年間就 讀的

中央書院原址，但該址位處孫中山先生於 1 8 8 3 至 1 8 9 5 年間讀

書 和 從 事 革 命 事 業 的 所 在 地 中 心 。 同 區 除 設 有 孫 中 山 紀 念 館

外，當局更設立了孫中山史跡徑（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D），連接 1 5 個與孫中

山先生史跡有關的地點。史跡徑的歷史地點當中包括：  

 

( a )  公理會佈道所舊址──孫中山先生於 1 8 8 3 年在此接

受洗禮，領洗時取名“日新”；  

( b )  中央書院位於歌賦街的第一個校杫；  

( c )  楊耀記舊址——孫中山先生、陳少白、尤列及楊鶴齡

（合稱“四大寇”）經常聚會商討推翻清廷計劃的聚

所；  

( d )  輔仁文社舊址；  

( e )  雅 麗 氏 醫 院 及 附 設 香 港 西 醫 書 院 舊 址 — — 孫 中 山 先

生由廣州博濟醫院轉到此書院習醫，並於 1 8 9 2 年以

優異成績畢業；  

( f )  道濟會堂舊址——道濟會堂是個基督教教堂，孫中山

先生在香港西醫書院習醫期間，經常到此參加宗教聚

會；以及  

( g )  香 港 興 中 會 舊 址 — — 興 中 會 是 個 推 翻 清 廷 之 革 命 組

織。  

 

1 6 .  該 址 的 活 化 ， 可 以 利 用 該 區 的 文 化 資 源 ， 藉 以 提 高 公 眾

認 識 孫 中 山 先 生 的 生 平 事 跡 及 配 合 在 甘 棠 第 內 的 孫 中 山 紀 念

館。  
 

中西區區議會的意見中西區區議會的意見中西區區議會的意見中西區區議會的意見  

 

1 7 .  過 去 數 年 ， 社 會 上 曾 就 該 址 日 後 的 用 途 發 表 過 不 同 意

見 ， 當 中 包 括 減 低 發 展 密 度 ， 以 至 在 該 址 範 圍 內 提 供 休 憩 用 地

及／或社區設施等。在 2 0 0 5 年 3 月至 2 0 0 7 年 9 月期間，中西

區 區 議 會 及 轄 下 的 委 員 會 曾 先 後 各 自 在 會 議 上 ， 就 擬 出 售 及 保

存該址土地一事進行多次討論 1。在討論中，區議員要求政府保

                                                 
1  中西區區議會曾在 2005 年 3 月 24 日、 2005 年 5 月 19 日、 2005 年 10 月 6 日及 2007 年 1 月 11 日的會議上，就有關課題進行討論。中西區區議會文化康樂及社會事務委員會曾在 2005 年 12 月 15 日的會議上，討論有關課題。中西區區議會食物環境衞生及工務委員會曾在 2006 年 12 月 13 日、 2007 年 7 月 5 日及 2007 年 9 月 13 日的會議上，就此事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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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該 址 內 的 所 有 現 存 樹 木 和 兩 幅 擋 土 牆 。 此 外 ， 他 們 亦 促 請 古

蹟 辦 在 就 該 址 的 未 來 路 向 諮 詢 市 民 之 前 ， 先 行 公 布 土 地 勘 測 的

結 果 。 有 區 議 員 亦 要 求 先 把 該 址 用 作 休 憩 用 地 ， 容 後 才 重 新 劃

為「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於 2 0 0 5 年 7 月，中西區區議會

就位於荷李活道該址的未來發展通過六項動議要求：    

 

(a) 政府保 存該址 範 圍內所 有古樹 和 石牆， 並將之 列 為

法定古蹟；  

(b) 日後的發展商設立基金，以保存這些樹木和石牆；  

(c) 日後的 發展商 在 荷李活 道至士 丹 頓街之 間建造 一 道

自動扶梯，並負責其保養工作；  

(d) 政府減低日後發展項目的發展密度及建築物高度；  

(e)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負責休憩用地的維修；以及  

(f) 政府在 該址（ 或 中環街 市用地 ） 提供泳 池、社 區 會

堂、公共圖書館、體育館等。  

 

1 8 .  我們於 2 0 0 8 年 4 月 2 日向中西區區議會簡介該址的歷史

背 景 ， 並 就 活 化 再 用 該 址 諮 詢 議 員 。 區 議 會 就 該 址 的 未 來 發 展

通過以下三項動議：  

 

( a )  中西區區議會要求政府保育活化中央書院遺址，必須

與周圍歷史相關古蹟共同計劃，以 保 存 歷 史 舊 城 區 ，

成為本地歷史文化的重點；  

 

( b )  中西區區議會支持荷李活道前已婚警察宿舍由「住宅

(甲類 )」地帶劃為 「其他指定用途」地帶，作文化、

歷史及綠化等用途，以能保育活化該地帶的發展；及  

 

( c )  本會要求政府在落實中央書院遺址活化及重建方案

時，必須考慮平衡保育與經濟發展的因素，盡量保留

原址風貌，同時全面開放予公眾參觀，以達致保育與

活化古蹟、發展休憩用地、善用社區資源，以及推廣

文物旅遊等目的。  

 

 

推動公眾參與的工作推動公眾參與的工作推動公眾參與的工作推動公眾參與的工作  

 

1 9 .  行 政 長 官 在 2 0 0 7年 1 0月 《 施 政 報 告 》 中 公 布 ， 將 該 址 從

勾 地 表 中 剔 除 後 ， 當 局 於 2 0 0 7年 11月 向 古 諮 會 匯 報 古 蹟 辦 的 考

古 勘 測 結 果 。 勘 測 結 果 確 認 該 址 及 其 外 圍 餘 下 構 築 物 的 文 物 價

值 ， 並 建 議 將 來 任 何 的 活 化 計 劃 須 充 分 反 映 中 央 書 院 的 歷 史 重

要 性 。 及 後 ， 當 局 就 該 址 尤 其 是 與 其 鄰 近 地 區 的 關 係 作 進 一 步

研 究 ， 當 中 包 括 重 新 考 慮 該 址 的 整 體 發 展 潛 力 和 規 劃 參 數 、 重



6 

温 區 議 會 曾 發 表 的 意 見 ， 以 及 再 次 檢 視 地 區 對 休 憩 用 地 和 “ 政

府 、 機 構 或 社 區 ” 設 施 的 需 求 等 。 我 們 建 議 ， 在 活 化 再 用 該 址

時，須注意以下的一般原則：  

 

( a )  保 存 該 址 的 文 物 ， 包 括 該 址 及 其 外 圍 的 現 有 擋 土

牆、獨 特樹 木、 花崗石 級， 以及 圍牆上 的原 有花 崗

石基座和柱；  

 

( b )  彰顯該 址的文 物 和歷史 價值， 以 及該址 原來的 格 調

／氛圍；  

 

( c )  賦予該 址新生 命 ，使之 成為對 本 地居民 及遊客 都 具

有特色和生氣的地標，從而活化該址；  

 

( d )  就 擬 議 的 “ 點 ” 、 “線 ”、 “面 ”文 物 保 育 方 法 ， 對 荷

李活道 沿路及 周 圍地方 的全面 規 劃作出 貢獻。 此 舉

是要使 該址與 附 近的其 他文物 景 點（例 如文武 廟 、

中區警署建築群、甘棠第等）產生協同效應。此外，

鑑於該 址就近 蘭 桂芳、 蘇豪等 旅 遊熱點 （較大 範 圍

圖載於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E），故此亦可藉此機會推 廣 文 物 旅 遊 ； 

 

( e )  回應社 區就先 前 住宅發 展計劃 所 引起對 發展密 度 、

建築物高度等方面的關注；以及  

 

( f )  滿足社 區對更 多 地區休 憩用地 和 “政府 、機構 或 社

區”設施的期望。  

 
鑑 於 該 址 範 圍 頗 大 （ 約 6  0 0 0平 方 米 ）， 因 此 我 們 相 信 大 有 機 會

滿 足 社 區 的 各 種 期 望 。 當 局 歡 迎 市 民 大 眾 就 如 何 可 更 好 活 化 再

用 該 址 提 出 建 議 ， 並 會 盡 力 善 用 這 幅 寶 貴 的 土 地 資 源 ， 以 平 衡

社會的需要。  

 

2 0 .  為 方 便 市 民 在 推 動 公 眾 參 與 期 間 ， 就 該 址 的 日 後 用 途 提

出 意 見 ， 我 們 會 提 供 該 址 的 基 本 資 料 ， 例 如 ： 歷 史 背 景 、 基 本

的 發 展 考 慮 因 素 ， 該 址 本 身 的 地 理 資 料 等 。 舉 例 來 說 ， 我 們 會

特別說明下述各點，以供考慮：  

 

( a )  正如上文所述，該址 有 兩 幢 宿 舍 大 樓：高 座 和 低 座 ，

以及近樓梯處在低層平台的少年警訊樓；  

 

( b )  由於少年警訊樓位於低層平台靠近樓梯處（這樓梯為

歷史遺物），佔地約 4 0 0 平方米，因此保留該樓，並

翻新作有意義的用途或許是頗佳的方案，例如用作展



覽 館 ， 展 出 有 關 中 央 書 院 歷 史 、 孫 中 山 先 生 在 香 港

的生平及／或香港早期教育發展；  

 

( c )  關於如何處理該兩幢宿舍大樓，有以下方案：  

 

( i )  同 時 保 留 高 座 和 低 座  —  但 空 間 或 發 展 潛 力

會較小；  

( i i )  同 時 拆 卸 高 座 和 低 座  —  整 幅 用 地 將 可 作 全

面的規劃和設計 ，並會有許多空 間可滿足不同

的期望；以及  

( i i i )  拆卸其中一座，並保留另一座  —  此舉為折中

的方案，即有一 座宿舍大樓可作 活化用途，但

該址仍有相當的 空間可滿足各項 需求。由於低

座在該址的中央 ，若我們決定拆 卸其中一座，

拆卸低座會較好 。從設計的角度 來看，拆卸低

座後，將有較大的靈活性。  

 

2 1 .  我們於 2月底展開為期三個月的推動公眾參與工作，讓市

民就該址日後的用途表達意見。有關工作包括下述主要項目：   

 

( a )  於 3 月 2 8 及 2 9 日舉辦開放日，讓關注團體、媒體

和公眾入內參觀，並為中西區區議員、媒體及旅遊

業代表提供導賞介紹。在該兩天內，共有 3 , 5 0 0 人

次參觀該址；  

 

( b )  諮詢各有關方面，包 括 4 月 2 日 的中 西 區 區 議 會 、

4 月 8 日的香港旅遊業議會，以及於 4 月底的旅遊

業策略小組等；及  

 

( c )  於 4 月 2 6 日舉辦公眾座談會，以蒐集專業團體、

關注團體及普羅大眾的意見。  

 

2 2 .  鑑 於 古 諮 會 對 文 物 保 育 工 作 至 為 重 要 ， 我 們 正 就 活 化 該

址一事諮詢古諮會的意見。當推動公眾參與的工作於 2 0 0 8年 5月

底 完 成 時 ， 當 局 會 將 收 集 所 得 意 見 進 行 詳 細 研 究 ， 及 向 立 法 會

匯 報 結 果 。 倘 若 該 址 須 修 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用 途 ， 便 會 尋 求

城規會的同意。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2 3 .  請委員就上文，特別是如何活化該址提出意見。    

 

 

發展局發展局發展局發展局  

二ＯＯ八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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