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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西營盤西邊街 36A 號  

舊贊育醫院主樓  
文物價值評估報告  

 
建於一九二二年、現為西區社區中心所在地的舊贊育醫

院主樓（下稱「舊贊育」），是香港第一所華人婦產科醫院。

舊贊育為孕婦及初生嬰孩提供現代化的產科及兒童健康服

務，在改善分娩安全方面擔當重要角色，同時培育了一代接

一代的專業助產士，為香港市民提供寶貴的公共服務。醫院

在一九五五年遷往新址後，原主樓改用作社區中心，供不同

的社會服務機構在中心內提供服務，繼續服務當區居民至今。  
 

歷史價值  

舊贊育是香港產科及兒童健康服務早期發展階段中，華

人領袖和西醫專業人員合作的典範。贊育醫院由華人公立醫

局委員會設立，而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則於一九零五年由華

人社會賢達及商人馮華川和劉鑄伯等人創立，協助政府處理

鼠疫期間街上棄屍的問題 1。在鼠疫情況放緩後，華人公立醫

局委員會注意到嬰兒夭折率甚高，於是轉而為婦女和兒童提

供醫療護理服務。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西營盤公立醫局主席

曹善允和副主席李葆葵倡議興建一所產科醫院，為華人社區

提供西醫治療，並培訓華人婦女成為護士。克靈夫人是香港

首位女西醫，日後並成為掌管華人醫院和華人公立醫局的醫

官，她也十分支持華人產科醫院的構想，亦為新醫院的建立

提供專業意見和協助。  
 

 

一九一九年，政府以港幣一元年租，把內地段第 2275 號

的土地批予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興建醫院。建築和設備費用

總額為 94,219 元，資金主要來自 H.M.H.納曼斯和莫幹生等

商人的捐贈、東華醫院的捐款和從大笪地租款收益中每月撥

出 100 元。其他捐款者包括地區團體如西營盤街坊會、魚販

商會和蔬果販商協會。醫院命名為「贊育」2，有「協助生育」

之意，於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七日由時任華民政務司夏理德的

夫人正式揭幕。  

 

                                                      
1  “Report of the Registrar General, for the Year 1905” in Hong Kong Sessional Papers laid befor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kong 1906,頁 230-231。  
 
2  醫院的名稱相信源於儒家主要典籍之一《中庸》內的句子。《中庸．盡性章》：

「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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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得到華人的信任，而華人亦逐

漸接受西方醫學，對舊贊育的服務需求殷切。僅就一九二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診症數目有 56 宗，而在一九二三年

的入院個案已上升至 436 宗。同年，醫院設立了香港首個專

為嬰兒而設的門診診所，在一九二六年及一九二八年再分別

設立性病診所和產前診所。  
 

 

醫院亦負責訓練醫療專業人員。一九二三年起，醫院開

辦為期兩年的助產士課程，招收本地華人、教授現代的接生

方法和產婦及嬰兒護理方法。首屆課程有六名學生入讀，他

們於一九二五年畢業。自一九二零年代中期起，舊贊育開始

與香港大學（港大）婦產科學系合作，成為大學的教學醫院。

助產工作亦由一九二七年一月起交由港大管理和監督。  
 

 

隨著服務範圍擴大，舊贊育所需的資源逐漸超出華人公

立醫局委員會所能夠負擔。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華人公

立醫局委員會將舊贊育無償交給政府，在醫務署之下運作。 3 
為應付醫院服務需求 4，醫院在一九三九年在主樓兩翼各加建

一層，作為護士長和助產士學生的宿舍。  
 

 

在日佔期間（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舊贊育在物資匱

乏情況下艱難運作，至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與那打素醫院合併，

醫護人員只能在那打素醫院三樓一間臨時產房內工作。日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投降後，舊贊育迅速在一九四五年九月重

開。  
 

 

戰後，產科服務需求急增。旁邊的西約公立醫局於一九

四九年八月關閉，舊贊育將該兩層高建築物作為附屬建築，

床位數目增至八十五張，然而床位還是遠遠不足以應付戰後

嬰兒潮的服務需求。在香港賽馬會的捐助下，新的贊育醫院

在醫院道落成，於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三日啟用。  
 
 

 

                                                      
3  “Annual Report on the Social and Econo mic Progress of the People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for the Year 1934” in Administrative Reports for the Year 1934,頁 10。  
 
4  到了一九四一年，舊贊育的入院生產人數接近四千人，佔該年香港出生人口

的百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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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遷往新址後，原來的舊贊育主樓繼續為當區提供醫

療和社會福利服務。大樓最初由社會局用作辦公室。在興建

西營盤分科診療所期間，主樓部分地方於一九五八至一九六

零年曾用作西營盤臨時門診診所。  
 

 

一九六一年一月，大樓經翻新後重開作為社區中心，名

為贊育服務處，旨在使各階層市民和諧共處，協助他們成為

好鄰居、好公民。5 早期中心設有社會福利署（社署）多個單

位的辦公室，以及數個社會服務機構，包括香港盲人輔導會、

香港家庭福利會和小童群益會。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中心亦

設立了一所智障兒童訓練中心。  
 

 

贊育服務處所提供的服務逐漸增加，登記會員由一九六

一年的 252 人增加至一九七一年的 7,345 人。一九七三年五

月，贊育服務處重新命名為西區社區服務中心，提供多元化

的服務及活動。 6 由於本港的地區行政改革，一九八五年六

月一日起該中心由社署轉交政務總署（即現時的民政事務總

署）負責管理。  
 

 

舊贊育主樓是由李杜露建築師樓設計和興建，坐落於斜

坡臺地上，樓高四層，北端設有地庫。主樓採用新古典主義

建築風格，糅合中式元素，堪稱典範。基座以毛石層列築砌

而成，石縫以雙斜角勾縫。基座的作用是使土地的高度一致，

它亦構成地庫與地下的外牆。基座之上是承重紅磚牆，構成

一至三樓的外牆。磚塊以英式砌法鋪砌，並有隅石裝飾以突

顯牆角，加強建築物的視覺效果。有交叉的四坡屋頂採用木

桁架結構，以承托雙筒雙瓦屋面。  
 

建築價值  
 
 

主樓面向西邊街，正立面設計對稱，中央有花崗石門廊，

正門入口上方有開放式三角楣飾，兩側各有一對托斯卡納式

圓柱。花崗石門額刻有由清代官員兼學者陳伯陶 7 的楷書題

 

                                                      
5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新聞稿，標題為「 Tsan Yuk Social Centre to hold Open Week to 

celebrate sixth anniversary」。「 Community and Social Centres – Western District Community 
Centre」，歷史檔案處檔案， HKRS70-2-272。  

 
6  這些服務及活動包括禁毒論壇、性教育研討會、家庭廚藝比賽，以及中五學

生和預科畢業生的職業及個人發展活動。中心亦提供場地，供紅十字會流動
捐血隊辦捐血活動、市民領取住宅電話簿和業主管理委員會舉行會議。冬季
天氣寒冷時，中心曾經是開放給露宿者過夜的社區中心之一。  

 
7 陳伯陶（一八八五至一九三零年）是清代官員，廣東省東莞人。他在一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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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贊育醫院」。托斯卡納式圓柱外側的花崗石板上刻有另一

清代官員兼學者賴際熙 8 的楷書楹聯「好生之謂德  保赤以

為懷」。石額的題字和入口的楹聯顯示醫院與華人的關係密

切，以及醫院對照顧當地居民的熱忱。  
 
髹上白色的模塑橫帶裝飾，從主樓的一端延伸到另一端。

門廊正上方的牆身呈嵌入狀，嵌入範圍內的一樓和二樓的窗

戶之間的位置，有長方形的浮凸裝飾圖案。二樓中央部分的

上方有一凸出的簷篷，上有齒狀飾簷口，底部是方形和圓形

圖案交替的裝飾。正立面的左右兩側，均有暗拱、暗小圓窗

和三樓頂部建有簷篷。主樓的其他立面設計簡約，後立面的

主牆中央位置向外凸出形成弧形。二樓樓梯有一門口，可通

往連接舊贊育主樓與旁邊附屬建築物的天橋。窗戶排列有序，

設計對稱。  
 

 

建築物內部布局對稱，裝飾較簡約。最具建築特色的是

圍繞著中央井道的螺旋形主樓梯，構成後立面向外凸出的弧

形結構。混凝土欄杆飾有幾何圖案，頂部設有金屬扶手。其

他仍然保留的建築特色，包括正門後方的花崗石壁龕、部分

橫楣氣窗、凹面天花線等。  
 

 

舊贊育主樓於一九三九年在主樓兩翼各加建一層，作為

護士長及受訓助產士的宿舍，此後其外貌便大致維持。然而

這次加建在外部沿用紅磚鋪砌，牆角飾有隅石，均與原有建

築物十分配合。這些加建部分均為主樓的重要組成部分，反

映它成為一所產科培訓醫院的發展歷程，因而提升了其價值。 
 

保持原貌

程度  
 

為配合建築物用途的改變，以及符合當時的法例要求，

主樓無可避免進行過一些加建和改建工程，當中包括在後立

面加建兩條混凝土走火通道、內部翻新，以及修改和加設內

部間隔。儘管如此，很多原有的重要建築元素，包括紅磚和

 

                                                      
二年科舉探花及第，官至江寧提學使。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後，他移居香港，
居於九龍城區，直至一九三零年離世。他對九龍城侯王廟的楊侯王考據刻於
廟內的石碑，該石碑至今仍迄立於廟內。  

 
8  賴際熙（一八六五至一九三七年）是清代官員，廣東省增城人。他在一九零

三年科舉考試後獲授翰林名銜。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後，他移居香港，由一
九一零年代起在港大教授中國傳統經典。一九二三年，他創辦學海書樓，以
保存和推廣中國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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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石立面、正門入口的花崗石門廊、門額及楹聯等皆保留下

來。此外，螺旋形主樓梯連實心混凝土欄杆及金屬扶手亦保

持完好。上述建築特色元素得以保存及狀況良好，證明建築

物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原貌。  
 
舊贊育主樓是最早為當時華人社區提供現代化產科服務

和助產士培訓的醫院之一，是香港歷史上產科專業發展少有

而且重要的見證。 9 此外，主樓是現存與華人公立醫局委員

會有關聯的少數建築物之一。 10 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在華人

社會賢達的支持下建立，致力向本地居民提倡及推廣西醫，

擔當重要角色。主樓見證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對改善全港醫

療水平和提高衞生意識的貢獻，為全港市民帶來莫大裨益。  
 

罕有程度  
 

舊贊育主樓具有非凡的社會價值。雖然多年來經歷了不

少變遷，醫院在服務本地社區方面繼續擔當重要角色，從初

為醫院到現時的社區中心，它一直為公共醫療保健和市民福

利作岀貢獻。產科醫院和相關診所為孕婦和剛成為母親的婦

女提供醫療照顧和健康資訊。其後，主樓改為社區中心，設

有多個社會服務機構，為香港市民提供多元化的社區服務。
11 今天，建築物是多個非政府機構的所在地，包括中醫診所、

幼兒中心、婦女中心、童軍會址、街坊福利會等，繼續為社

區提供社會和醫療保健服務。  
 

社會價值

和地區價

值  

對於歷年來受惠於舊贊育主樓的公眾，這座建築物是受

惠者獲得賦予能力的象徵。贊育醫院提供的助產士課程，為

起初不諳英語的人打開了護理專業的大門。 12 通過護士培

訓，華人婦女有機會投身專業行業，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

主樓成為社區中心後，舉辦了各類型的活動，鼓勵公眾策劃

 

                                                      
9  現存另外一間提供類似服務的醫院大樓是舊域多利醫院產科大樓，該大樓

建於一九二一年，屬新古典主義風格。  
 
10  其他例子包括舊贊育醫院附屬建築物（前稱西約公立醫局）和深水埔公立醫

局。  
 
11  曾經設於主樓內的機構的例子有香港盲人輔導會、香港家庭福利會及香港

小童群益會。主樓內亦有為視障人士而設的宿舍及職業訓練中心、為青少年
而設的圖書館暨活動中心，以及一些機構提供家庭援助服務，協助他們改善
生活。  

 
12  華 民 政 務 司 夏 里 德 於 一 九 二 二 年 十 月 十 七 日 贊 育 醫 院 開 幕 禮 致 辭 。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一九二二年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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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讓他們知道自己不單是「受者」，還可以是「施者」，

幫助他們逐步發展領導才能、增加自信及培養貢獻社會的信

念。 13 
 
西區是香港其中一個歷史建築林立的地區。舊贊育主樓

附近一帶有超過二十幢歷史建築，包括舊贊育醫院附屬建築

物（二級歷史建築）和第二街公共浴室（二級歷史建築）。這

些建築物與舊病理學院（現為香港醫學博物館，法定古蹟）、

舊精神病院立面（法定古蹟）、東華醫院主樓（一級歷史建築）

和舊華人精神病院主樓及職員宿舍（兩者皆為二級歷史建築）

有著重大組合價值，因它們共同見證了自十九世紀末起區內

重要的醫療設施的形成。此外，沿着西邊街可看到西區裁判

法院（二級歷史建築）、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救恩堂（一級歷史

建築）、英皇書院（法定古蹟）和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堂前

座（三級歷史建築）。這些建築物皆反映整個地區的發展。  
 

組合價值  

舊贊育主樓與其他由李杜露建築師樓設計或興建的現存

歷史建築，包括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法定古蹟）、港大孔

慶熒樓（外部為法定古蹟）、聖保羅男女中學一九二七年的校

舍（二級歷史建築）和瑪利諾修院學校（法定古蹟）皆具組

合價值。  
 

 
 

 

 

 
  

                                                      
13  贊育服務處的青年會員對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八日香港發生天災的反應就是

一個很好的例子。當時暴雨引發山泥傾瀉，奪去百多人的生命，寮屋和住宅
大廈同樣被摧毀。這些青年人舉辦慈善舞會籌款，並向會員募集衣物捐贈災
民。中心致力發展青年的領導才能，也在一九七零年看到成績。當年，兩名
會員分別代表香港參加國際青年工作營（ Interna t ional  Youth Work Camp）及
一九七零年萬國博覽會世界青年營（ Expo ’70 World Youth Camp）。一名義
務導師亦代表香港參加由聯合國亞洲和遠東經濟委員會贊助的「青年在國
家發展中的角色」（ “The Role o f Youths in Nat iona l  Develop ment”）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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