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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龍油麻地窩打老道 25 號廣華醫院  
東華三院文物館  

 
歷史簡介  
 

東華三院文物館原為廣華醫院的舊大堂，廣華醫院是首間在九龍和新

界區建立的醫院。在廣華醫院啟用以前，九龍居民須渡海前往港島區的東

華醫院就醫。一九○七年左右，社會人士關注到這種不便情況，一群華人

社會賢達向華民政務司申請撥地，以便在九龍半島建立東華醫院的分院，

免費贈醫施藥。這群華人社會賢達，包括何啟醫生、韋寶珊、劉鑄伯、鄧

志昂等，在廣華醫院成立一事上貢獻殊深，特別是何啟醫生（議政局最早

的華人議員之一），他其後當選倡建廣華醫院董事局主席。一九一一年八月

二十四日，廣華醫院根據一九一一年制定的《東華醫院擴充法規》1而成立，

開幕典禮於同年十月九日舉行，主禮嘉賓為總督盧押爵士，他並以個人名

義捐贈了 100 元給醫院基金。   
 
2. 廣華醫院在創院初期，為公眾提供西醫和傳統的中醫服務，病床只有

72 張。雖然得到華人社會賢達的慷慨捐助，但公眾對醫療服務的需求日殷，

令醫院最初面對財政困難。油麻地公立醫局其後歸入廣華醫院的行政架構

之下，導致醫院的財政問題更形嚴重。一九一四年，當局建議由廣華醫院

接手管理九龍廟街的天后廟。天后廟值理、華民政務司與廣華醫院的總理

於同年十一月十七日進行磋商後，決定支持有關建議，天后廟自此由廣華

醫院接管。由於天后廟的部分收益撥歸廣華醫院，醫院的財政困難得以紓

緩。  
 
3. 在廣華醫院的文獻中，記載了一個關於該院提供免費中醫藥門診服務

的故事。一九二二年四月，一名女士前往醫院捐贈 580 元，希望用作為公

眾提供免費的中醫服務。然而，總理解釋，如要一直維持這項服務，所需

金額甚鉅，醫院無力支付。該名女士其後於數個月內再到醫院三次，合共

捐贈了 50,580 元。總理們深受其慷慨行為所感動，決定另外再籌集 70,000
元，以提供免費的中醫服務。最後，醫院於一九二三年動用了 60,000 元捐

款購買新填地街 202 至 220 號的物業，以租金收入補貼提供免費中醫藥門

診服務的開支。  
 
4. 一九三一年，東華醫院（於一八七○年成立）、廣華醫院（於一九一一

年成立）和東華東院（於一九二九年成立）三間醫院合併為「東華三院」。

從三院合併到二次大戰結束這段期間，廣華醫院的發展處於低谷，而合併

無助解決其財政問題。一九三四至三九年，經濟蕭條，總理在籌款時困難

重重。在一九四一至四五年的日佔時期，醫院嘗試通過縮減人手和押後所

有擴展計劃，以削減開支。  
 
5. 一九四七年，由於木構屋頂遭到白蟻侵蝕，廣華醫院大堂進行了大規

                                                 
1 請注意，在一九一一年的法規內，東華醫院的英文名稱是 “Tung Wa  Hospi tal”，而非

“Tung Wah  Hospital”，後者是到了一九三○年制定的《東華醫院條例》內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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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修葺工程，費用為 29,750 元，在建築物的正面外牆可以找到記錄該次

修葺工程的石碑。一九五八年，廣華醫院全面重建，只有大堂獲原址保存。

為紀念東華三院成立，李東海先生與其他總理於一九七一年翻新舊大堂，

改建成東華三院文物館，用以有系統地收藏並保護東華三院的歷史文獻和

珍貴文物。一九七一年一月十五日，文物館由關祖堯爵士主持開幕典禮。

文物館其後於一九九三年開放給公眾參觀。值得一提的是，大堂內供奉了

中醫藥始祖炎帝神農氏的神位，每年農曆四月二十八日，大堂內都會舉行

儀式慶祝神農寶誕。東華三院文物館見證了本港過去一百年來醫療服務的

發展歷程，由此可以證明華人社區在改善福利服務方面所作的努力。  
 
建築特色  
 
6. 東華三院文物館的布局對稱，中間為大堂，兩側是偏廳。該建築物洋

溢着濃厚的禮儀氣氛，極像中國南方的祠堂。文物館屬傳統的樑柱建築結

構，結構柱以木建造，豎立在具雕飾的花崗石柱座上。牆身以青磚築砌，

磚縫非常幼細。整幢文物館坐落於花崗石平台之上，前面有花崗石梯級。   
 
7. 建築物原先只有一層，由於社會對病房的需求日增，兩側偏廳遂於一

九一九年改建成兩層高的建築物，以應付所需。文物館以中國文藝復興風

格建造，糅合了中西方的建築特色。館內的祠堂布局，以及從建築物正面

看到的中式裝飾，體現了中式的建築風格。檐板上的花卉和吉祥圖案，以

及外廊的桁架和駝峰，均是精緻的木刻。入口大門設有以鍍金花卉雕刻作

裝飾的門板。紅色窗框上的格子和花紋圖案，是建築物正面的主要特色之

一。金字屋頂鋪有綠色琉璃瓦，而目前的屋脊乃於一九九一年重建而成，

仿照一九一○年的原有屋脊建造，中央飾有一顆寶珠，兩端有一對置於幾

何紋飾上的鰲魚。屋脊上亦刻有製造該琉璃屋脊的石灣工廠名稱和重建年

份。   
 
8. 西方影響可見於建築物多處地方，包括使用小圓窗和連拱頂石的弓形

拱窗。大堂內，通往展覽廳的四道拱門設有西式的楣窗。大堂的屋頂由傳

統的中式桁條和桁架結構支撐，而偏廳則採用了雙柱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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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文物館正面  

 

 

文物館內展示具歷史價值的匾額和對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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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堂內的中式桁架結構  

 

 

中式木門與西式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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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背面的西式窗戶和牆身裝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