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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香港香港香港般般般般咸咸咸咸道道道道 63A 號號號號  

英皇書院英皇書院英皇書院英皇書院  

 

 英皇書院建於一九二三至二六年間，是香港現存六

幢戰前官立學校校舍之一，前身為政府於一八七九年在第

三街興辦的西營盤學校。由於報讀學生人數眾多，該校其

後於一八九一年遷往薄扶林道另一所面積較大的校舍，惟

新校舍仍無法應付不斷增加的需求，校方遂決定再度搬

遷。一九二二年，政府敲定在般咸道現址興建一所新中

學，取名英皇書院。  

 

歷史價值歷史價值歷史價值歷史價值  

 英皇書院於一九二三年舉行奠基典禮，同年由富隆

公司進行地盤平整工程、地基工程及擋土牆修築工程；上

層建築則於一九二四年由建利公司興建，至一九二六年竣

工。西營盤學校於一九二六年九月遷至般咸道校舍，並易

名為英皇書院。同年的香港政府行政報告形容英皇書院為

「最優良、最新式的校舍之一」，內有「29 個課室、教員

室和休息室、最先進的衞生設備、衣帽間、博物館暨圖書

室、美術室、物理和化學實驗室、工場、游泳池及更衣室、

體育館、有蓋操場、滅火設備，並設有貯物室和辦公室等

日常設施。」  

 

 

 校舍於一九二七年二月至十二月期間為軍方徵

用，作為英軍上海防衞隊的宿舍和醫院。防衞隊在北伐期

間負責保護居於上海的英國國民。一九二八年三月五日，

英皇書院由當時的總督金文泰爵士主禮，正式開幕。  

 

 

 由於英皇書院首任校長莫理士先生曾在校內設置

聖約翰救傷隊所用的設施，因此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

洋戰爭爆發後，該校便用作救護站。日佔期間（一九四一

至一九四五年），日軍將該校校舍用作飼養軍用騾馬的馬

廄。  

 

 

 該校校舍於日佔時期遭受嚴重破壞，屋頂損毀不

堪，所有木製窗框、欄杆和地板均被日軍盜用作柴薪。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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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後，英皇書院於一九五○年重開，成為一所半日制小

學，但當時該書院只開設下午班，並與羅富國師範學院附

屬學校及官立漢文學校共用一所校舍。翌年，英皇書院復

辦半日制中學 (上午 )，入學人數達 640 人。  

 

 一九五三年，英皇書院進行第一次擴展工程，加設

了兩個實驗室、一個預備室、一個演講室、一個美術室和

五個課室。由於該校需要進一步擴展，因此於東、南兩翼

加建一層，又於北翼體育館樓頂增建兩層。第二階段擴展

工程於一九六○年完竣，英皇書院成為全日制中學，共設

有 26 個課室、10 個特別室和 7 個實驗室。二○○○年，

該校校舍加建一幢新的西翼大樓，內設多個設備完善的課

室和實驗室。  

 

 

 這幢由紅磚砌成的新古典主義風格建築物於一九

二六年落成。大樓中央設有方形廣場，三邊分別建有北

翼、南翼和東翼。位於般咸道和西邊街交界正門入口的弧

形柱廊上面更建有鐘樓（現已拆除）。校舍的布局屬學院

式建築風格，三翼大樓環繞中央方庭而建，中央方庭則用

作學校操場。書院地下低層面向般咸道的位置建有一個小

巧精緻的花園連小噴泉，再加上拱形柱廊的弧形邊牆，使

校園更見優美。  

 

建築價值建築價值建築價值建築價值  

 南翼地下的正面和走廊有一列由紅磚砌成的羅馬

式拱形石柱，而一樓和二樓的涼廊則由多條對柱修築而

成。東、北兩翼的正面也可看到羅馬式拱形柱廊。  

 

 

 在北翼各個磚砌拱券的上方開有縱向高窗。部分門道

屬羅馬式拱形或裝有玻璃氣窗的平拱式設計。紅磚牆角特

別附以隅石。  

 

 

 整幢英皇書院大樓，以位於般咸道和西邊街交界的

圓形入口門廊最具特色。門廊由花崗石對柱支撐，建有意

大利文藝復興風格的邊孔。愛奧尼亞式柱頭上飾有螺旋形

托座。入口大樓頂層有一個穹棱式拱頂，這種設計在其他

校舍甚為罕有，也賦予英皇書院一種獨特的古典風格，沒

有精湛的建築工藝是無法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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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多年來，英皇書院校舍曾進行多次大規模翻新

和改建工程。日佔期間，泳池多處地方，包括過濾系統在

內，均遭受破壞。光復後，校舍即進行修葺和重建工程。

入口大樓的鐘樓和煙囪於一九五○年拆除，以騰出地方在

東、南兩翼加建一層。泳池由英皇書院同學會斥資，於一

九七一至一九七二年間重建。二○○四年左右，校內的花

園亦進行翻新，而噴泉亦進行重建和改善工程。校舍的原

貌多少受到影響，但主要的建築特色則保留至今，仍具有

很高的建築價值。  

 

保 持 原 貌保 持 原 貌保 持 原 貌保 持 原 貌

程度程度程度程度  

 根據一九二六年香港政府行政報告，英皇書院於一

九二六年創校時，本港共有 19 間官立學校，為全港超過

3 500 名學生提供中、小學教育。當中皇仁書院及英皇書

院為華人子弟提供教育，庇理羅士女子中學則供華人女子

入讀，而九龍英童學校、維多利亞學校及鰂魚涌學校則收

錄英籍學童。隨着本港急速發展，大部分著名的官立學校

的校舍不是遭拆卸，便是已經停辦。目前，本港僅存六幢

戰前官立學校校舍，計有前九龍英童學校（建於一九○○

至一九○二年間）、前山頂學校（建於一九一五年）、前鰂

魚涌學校（建於一九二六年）、英皇書院（建於一九二六

年）、長洲官立中學（建於一九二八年），以及英皇佐治五

世學校（建於一九三六年）。英皇書院是現存歷史最悠久，

並仍然用作教學用途的戰前官立學校校舍。  

 

罕有程度罕有程度罕有程度罕有程度  

 此外，校舍以紅磚建造，極富新古典主義風格，在

本港甚為罕見。英皇書院內，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建築特色

舉目可見，例如拱形柱廊、飾有石柱的外廊、粗琢隅石、

模製檐楣、圍繞窗戶具古典風格的石造緣飾等，令這幢文

物建築變得古典雅致。這座以新古典主義風格建成的紅磚

校舍，在香港同類的學校建築中甚為罕有。  

 

 

 英皇書院的社會價值在於該校對社會和教育貢獻

良多，而且不少歷史人物和社會賢達都與該校有着密切的

關係。該校歷史悠久，多位社會領袖如金應熙（一九一九

至一九九一年）、劉殿爵（一九二一至二○一○年）、方心

讓爵士（一九二三至二○○九年）、李福善博士、行政會

社 會 價 值社 會 價 值社 會 價 值社 會 價 值

和 地 區 價和 地 區 價和 地 區 價和 地 區 價

值值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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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成員梁振英博士等都是該校的舊生。另外，在一九六○

年代，由於香港的聚會場地不足，因此英皇書院曾用作舉

辦社區活動的地方。當時校舍經常預留予不同團體舉辦活

動，包括政府文職人員、醫療輔助隊、香港輔助警隊、民

眾安全服務處、英皇書院同學會聖約翰救傷隊等。  

 

 英皇書院地位顯赫、校譽昭著，因此該校成為區內

的地標。鄰近地區多座專為教學而建的校舍，包括聖士提

反女子中學（建於一九二三年），以及香港大學的本部大

樓（建於一九一○至一九一二年）、孔慶熒樓（建於一九

一九年）及鄧志昂樓（建於一九二九年），在半山區合組

成一個具歷史價值的學校建築羣。這些建築物都已被列為

法定古蹟。  

組合價值組合價值組合價值組合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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