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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尖沙咀彌敦道 190 號  
文物價值評估報告  

 
彌敦道 190 號（「建築物」）座落於尖沙咀，一個具有獨特

歷史價值的地區；而尖沙咀位於九龍半島南端，面向維多利亞

港，對於海防具戰略意義，其臨海地理優勢更別具商業價值。

尖沙咀是英國人在九龍半島最早開發的地方，以作防衞及商業

用途，與中區早期的發展模式相似。 1  區內多幢現存建築物及

構築物，當中包括：聖安德烈堂、前九龍英童學校、前威菲路

軍營、前水警總部、大包米訊號塔等，為九龍半島早期發展的

重要標誌。  
 
建築物所在的地段編號曾更改兩次，原為九龍內地段第 611

號 A 分段第 1 小分段，在一九三五年首次改為九龍內地段第

3731 號，至一九七零年再改為現時的九龍內地段第 9735 號。 2 
 
該建築物於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之間建成。一九三二年

七月，陳元相把九龍內地段第 611 號 A 分段第 1 小分段出售給

劉松娣，作價 23,500 元。 3 上述九龍內地段第 611 號 A 分段第

1 小分段的土地記錄並無提及任何處所。於一九三二年四月，胡

麗天預計該地點的新建樓房將於同年八月投入使用， 4  而只有

四個處所至一九三三年六月仍未售出。 5  一九三五年的土地登

記所正式為重行發展的九龍內地段第 611 號重新註冊。 6 根據

同年（一九三五年）的土地記錄，劉松娣仍是九龍內地段第 611
號 A 分段第 1 小分段的單一註冊持有人。 7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

歷史價值  

                                                 
1  有關英國人在十九世紀末前開發九龍半島的圖則及地圖：  
 ( i )   地政總署，「 Kowloon 1863, Proposed Roads」 (地圖編號： HD2 3 -1 )；  

( i i )  地政總署，「 Map of Kowloon Peninsula showing War Office Lands and Military Reserves, April 1891」 (地
圖編號： M M -0 1 8 2 )；以及  

( i i i )  歷史檔案館，「 South of Boundary Line, Kowloon Peninsula」，一八九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地圖

編號：地圖 CO-1 2 9 -2 7 5，頁 5 9 7 )。  
 

2  土地登記所，九龍內地段第 9 7 3 5 號的物業資料。  
 
3 「 Lau  Tsu n g Ta i」是在以下土地紀錄所顯示的買家姓名：  

 ( i )  土地註冊處，備忘編號： 1 3 2 6 20，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  及  
( i i )  歷史檔案處，「 Assignment of Subsection 1 of Section A of Kowloon Inland Lot No. 611 situate at Kowloon 

in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一 九 三 二 年 七 月 二 十 七 日 (檔 案 編 號 ： H KRS 2 6 5 -11 B -
1 0 0 8 (2 )  )。  

 
4 “New Houses for Kowloon. About 400 Flats to be Ready in August on Site of Chater Bungalow”, Hong Kong Daily 

Press, 29 April 1932. 
 
5 “Last of Chater’s Bungalow: Four Remaining Sites Put Up for Auction. No Offers Received”，《南華早報》，一

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6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九日的通知書第 8 9 0 號，《香港政府憲報》，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7  歷史檔案處，「 C.S.O. 1315-1922, K.I.L. No. 611, Chater’s Bungalow - 1. Question of Government Acquiring the 

- 2. Proposed Purchase by the Military Authorities for Building Officers’ Mess 3. Development of –」，一九二二

年一月三日至一九三六年一月六日，附件 2 0 及本附件內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三日的錄

事頁 (檔案編號： H KRS5 8 -1 - 1 0 6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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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她與政府簽訂「九龍內地段第 3731 號的租契」。租契內

的圖則顯示九龍內地段第 3731 號的地點與彌敦道 190 號九龍

內地段第 611 號 A 分段第 1 小分段相同；該建築物面向彌敦道

的騎樓及面向柯士甸道的露台，這點已於圖則內註明。  
 
根據「活現香港」在二零二一年與劉松娣（自一九三二年

起的唯一登記業主，直至一九六七年）孫女陳燕萍女士的口述

歷史訪問 8，劉女士祖籍廣東台山，育有陳耀南、陳耀芳、陳耀

正和陳琼鳳等七名子女。 9  她曾在美國經營餐館，並於當地誕

下子女，後來與家人在一九二零年代末移居香港。她在建築物

地下開設永青餐室，一家人則居住在樓上各層。 10 永青餐室確

實的開業年分不詳。然而，陳女士憶述，餐室的顧客大多是穿

著制服的陸軍、海軍人員或水手。 11 另外，一九三四至一九三

六年間的報章顯示，彌敦道 186-190 號當時是一間名為「Messrs.  
Paul Rennet ET CIE」的女士服裝店。 12 

 
根據「香港占領地總督部家屋登錄所」於一九四二年就該

建築物發出的「家屋所有權登錄申請書」，建築物地下用作商店，

樓上三層則作住宅用途。 13 劉松娣當時居於二樓。 14 陳燕萍女

士在口述歷史訪問中憶述，一九四四年時她年約八歲，而在日

佔時期日軍曾在永青餐室用膳。 15 不過，不論是「家屋所有權

登錄申請書」、一九四三年印刷的電話簿，又或是其他已知的政

府記錄，均沒有與該店鋪有關的資料。 16 
                                                 
 
8「活現香港」，《彌敦道 1 9 0 號文物價值評估報告》 (二零二二年六月 )附錄 1  

<https://walkin.hk/wp-content/uploads/2022/06/190_Nathan_Assessment_Final_v2_20220604-1.pdf>，二零二二

年六月五日上載於「活現香港」網頁。  
 
9 「活現香港」，《彌敦道 1 9 0 號文物價值評估報告》 (二零二二年 )，頁 4、 8、 9 及 4 1。  
 
10 同上註，頁 3 5。  
 
11 「活現香港」，《彌敦道 1 9 0 號文物價值評估報告》 (二零二二年 )，頁 4 0。  
 
12 資料來源：  
 ( i )  “Apartments to Let”, 《南華早報》，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  
 (ii) “PAUL RENNET ET CIE”,《南華早報》，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 ;及  
 (iii) “Local and General”,《南華早報》，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七日。  
 
13 歷史檔案館，「 K.I.L. 3731 (Japanese Title Deeds)」 (檔案編號： H KRS5 7 -6 -9 7 9 6 )。記錄中提到了

「地階商店」和「貳叁四階住宅」。由此文獻亦可見「彌敦道」當時改稱為「香取通」。 
 
14 「九龍第一號『密偵』，黎傑昨日公開受審：威廉陳慘遭毒斃」，《香港工商日報》，一九

四六年四月五日。  
 
15 「活現香港」，《彌敦道 1 9 0 號文物價值評估報告》 (二零二二年 )，頁 4 5。  
 
16 日本人亦有在尖沙咀其他餐廳用膳，包括指定為日軍食堂的漢口道 1 3 -1 5 號、堪富利士

大廈 1 2 A 和 1 3 號，以及漆咸道 1 3 2 號 (均已重建 )。根據英軍服務團擬備的一份情報摘

要，當時有一間「位於彌敦道的軍隊食堂」，每逢周日均可見約 3 0 0 名日本人到該處購

物。在一九四三年印刷的電話簿，未見有永青餐室的記錄，僅載有位於彌敦道 2 9 號的

皇后餐室。尚未有有關該「位於彌敦道的軍隊食堂」位置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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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有日軍曾用膳的餐室外，據「活現香港」的口述歷史

訪問記錄，該建築物亦與本地居民的抗日活動有關，因為建築

物業主劉松娣的兩個兒子陳耀南和陳耀芳都有為英軍服務團提

供情報。 17 
 
一九四七年，當時的香港最高法院就日本戰犯井上加奈雄

進行一般刑事審訊，蔡惠梅（陳耀南遺孀）、鄭維廉和 Lam Sik
出庭作供，指出陳耀南和陳耀芳均曾為鄭維廉工作。在日軍佔

領香港（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前，鄭維廉本是無線電技術

員。他在一九四二年七月成為惠州英軍服務團的情報員。約在

一九四三年初，鄭維廉指示陳耀南裝嵌一部無線電發射器，並

在進行測試後，用來向惠州的英軍服務團成員傳遞有關日方在

香港的訊息，包括日軍部隊與船艦的動向、彈藥庫、防空炮據

點及轟炸目標等。Lam Sik 則協助陳耀南調校該設備。陳耀南曾

向他聲稱，該設備是作出售之用，而他深信不疑，因為他知道

當時很多人都把無線電發射器轉售往惠州。兩人裝嵌的無線電

發射器，後來也運到惠州去。一九四三年，陳耀南遭日本人拘

捕，後於同年獲釋，但數天後便去世。 18 
 
從上述證人的供詞可見，陳耀南當時為英軍服務團的人員

提供情報，可是沒有其他資料記載陳耀南在建築物內做過甚麼

事情，例如該無線電發射器是否在建築物內裝設或使用，以及

建築物是否用於觀察附近一帶的日軍活動。  
 

另外，並無有關陳耀芳是否居於建築物的資料。然而，在

審訊黎傑時，劉松娣和女兒陳琼鳳（陳耀芳胞妹）作供指，陳

耀芳於一九四四年六月在建築物內遭黎傑、黃佐治和一名稱為

「肥仔劉」的男子拘捕。他們是日軍憲兵部特務密探，指控陳

耀芳為間諜。陳耀芳在一九四四年八月返回建築物後便匿藏其

中，僅於晚上外出；但在一九四五年三月某日外出後就再沒有

返回建築物。同年六月，劉松娣得悉陳耀芳身在廣華醫院，到

醫院探望時，他已身受重傷，至數天後不治。 19 
                                                 

 
17 英軍服務團是一個地下抵抗組織，在二次大戰期間活躍於香港及華南地區，從事抗日活

動。另見「活現香港」，《彌敦道 1 9 0 號文物價值評估報告》，頁 11 至 1 2。  
 
18 資料來源：  

( i )  歷史檔案處，War Criminals – Inouye Kanao，（檔案編號：HKRS163-1-216），附件  2 6（ 2），
頁： 1 2  –  1 3 ;  及  

(ii) “Collaboration Case: Witnesses Tell of Arrest and Torture,《南華早報》，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五日。  
 
 

19 資料來源：  
(i) “Twelve Overt Acts: Detailed Charges Brought Against Lai Kit”,《南華早報》，一九四六年四月五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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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文所述，蔡惠梅（陳耀南遺孀）作供時曾提及陳耀芳

有為英軍服務團提供情報。陳耀芳的外孫女蘇女士從家人得知，

外祖父擁有無線電發射器、照相機及收音機。他會把自己鎖在

房間內，不准其他人入內，因此沒有人知道他在房間內做甚   
麼。 20 儘管如此，相信無線電接收器是與傳送秘密情報有關。

事實上，日治政府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強制市民把無線電接收器

送交有關當局檢測，波長在 545 至 200 米範圍內的會獲通過並

發給許可證，否則會被沒收。 21  
 
當時有哪些間諜活動，從其他證人的供詞可見端倪。舉例

來說，有人供稱擁有短波接收器，用以發出無線電訊息，傳達

日軍船舶在本地的動向及盟軍轟炸的結果。 22 有人向英軍服務

團成員出售無線電零件，以便把包含天氣報告的無線電訊息發

放到惠州；也有像鄭維廉的人，把有關日軍及船隻動向、彈藥

庫等資訊傳送到惠州。 23 不過，並無有關陳耀南和陳耀芳曾從

事這類活動的資料。 24 
 
永青餐室在戰後繼續經營。根據舊報章及口述歷史訪問的

資料，建築物亦曾作其他用途。 25 
 

                                                 
(ii) “Woman’s Trying Ordeal: Stripped Off Clothing and Given Water Torture”,《南華早報》，一九四六年

五月三十日 ;  
(iii) “Stories of Torture: Further Evidence Against Alleged Collaborator”,《南華早報》，一九四六年十月

十九日 ;  
(iv) “Collaboration Case: Witnesses Tell of Arrest and Torture”,《南華早報》，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五日 ;   
(v) “Collaboration Case: Complete Denial Made by Accused in Box”,《南華早報》，一九四六年十二月

六日；  
(vi) 「九龍第一號『密偵』，黎傑昨日公開受審：威廉陳慘遭毒斃」，《香港工商日報》，

一九四六年四月五日；及  
(vii) 「附敵案第三宗開審，黎傑暴行比敵更甚」，《華僑日報》，一九四六年四月五日。 

 
20 在其他時間，陳耀芳聽見有人敲門時，就會藏匿於建築物 3 樓的閣樓 (用作儲存米、糖 )。

陳女士曾見過父親爬木梯到閣樓，並把木梯放在閣樓，直到想離開。「活現香港」，《彌

敦道 1 9 0 號文物價值評估報告》，註 3 0 及頁 1 2， 3 9 和 42。  
 
21 殖民地部，「Registration of Radio Sets」, Secret Hong Kong: Situation in Enemy Occupied Hong Kong，C.O. 

129/ 590/ 22，頁 22。  
 
22 歷史檔案處，「Albert Edward Peveril Guest」, War Criminals – Inouye Kanao (檔案編號  HKRS163-1-216)，

附件 2 6 (2 )，頁 9。  
 
23 歷史檔案處，「Lam Sik」, War Criminals – Inouye Kanao (檔案編號 H KRS1 6 3 -1 -2 1 6 )，附件 2 6 (2 )，

頁 1 3。  
 
24  陳耀南和陳耀芳兩人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離世。一些法庭檔案仍被列為封存檔

案，在是次調查進行期間被限制查閱。  
 
25 三樓曾用作舉行公開拍賣，拍賣的物品包括椅子、桌子、櫥櫃等 ( “Pu b l i c  Au c t ion ” ,《南

華早報》，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三樓亦曾開設牙科診所 (《南華早報》，一九四五

年十一月十六日及一九四八年二月四日，以及「活現香港」，《彌敦道 1 9 0 號文物價值評

估報告》，頁 3 1 )。另外，陳女士表示劉松娣亦曾在樓梯下方售賣糖果餅乾。電影明星張

瑛及梅綺夫婦曾居於二樓。 (「活現香港」，《彌敦道 1 9 0  號文物價值評估報告》，頁 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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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劉松娣把建築物的業權轉到兒子陳耀正名下。

一九七零年，錦燦有限公司購入建築物。該公司由知名企業家

馬錦燦（一九零九至一九八四年）  和其他人共同擁有。一九七

二年，大懋有限公司購入建築物。該公司其後於一九七三年改

名大生地產發展有限公司（下稱「大生」），由馬錦燦擔任主席

和常務董事。 26 該公司把建築物出租。截至二零二二年十月，

建築物的業權擁有人維持不變。  
 
這幢四層高的騎樓式建築物位於柯士甸道與彌敦道交界的

東南角，因此其正立面和側立面都十分顯眼。面向柯士甸道立

面各樓層都有安裝了欄杆且末端呈弧形的長露台；天台矮牆外

有跟露台形狀相若的簷篷。天台矮牆有垂直的鰭狀裝飾；天台

兩端均有一個樓梯艙壁。面向長露台的門窗框緣均帶有飾線，

簷篷和每層露台的底部亦有飾線。至於面向彌敦道的正立面飾

有仿石柱及現在已加裝玻璃的騎樓。正立面天台矮牆的設計風

格跟側立面相同，唯中央部分及左、右兩條仿石柱頂部呈三角

形，中央部分的三角形更有一條旗杆狀的柱子作裝飾。後立面

的設計平實，有多扇間距均等的窗戶。建築物的外部設計受裝

飾藝術風格和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影響，而建築物整體是一個折

衷主義的組合。    
 

建築價值  

 

建築物對社區的社會價值在於它在尖沙咀繁忙地段所擔當

的商業角色。由於建築物位於當眼處，因此在該區是個著名的

地標，具有一定的地區價值。  
 

社會價值和  

地區價值  

 

從建築物可徒步到法定古蹟及已評級歷史建築及構築物，

包括前威菲路軍營的軍事建築物及構築物（四幢營舍及一座炮

台）、前水警總部（法定古蹟）、大包米訊號塔（法定古蹟）、玫

瑰堂、聖安德烈堂、前九龍英童學校（法定古蹟）、嘉諾撒聖瑪

利書院、九龍木球會、前賈梅士學校、前九廣鐵路鐘樓（法定

古蹟）及半島酒店等。這些建築見證了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

紀初，尖沙咀在九龍半島發展中所擔當的重要角色。   
 

組合價值  

 

建築物是尖沙咀現存與日本佔領香港時期有直接關係的唐

樓或住宅，其他被日本陸軍和海軍佔領用作軍事或行政用途的

建築，包括前威菲路軍營、前水警總部及半島酒店。  
 

 建築物具有西方裝飾的設計特色，對唐樓而言較為罕見。不

罕有程度、文

物建築價值及

保持原貌程度  

 

                                                 
26 商人馬錦燦在一九五零年代至一九七零年代期間是香港倉儲、冷藏庫及一般倉庫服務其

中一個主要的市場供應商。此外，他在一九三零年代創辦大生銀號。身為社會領袖的馬

錦燦，在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出任東華三院董事局成員，並於一九五一年擔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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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由於建築物曾進行大幅度的翻新工程及內部空間重整，例

如改變內部佈局、拆除間隔牆、換上新式的門窗、現代化的店

舖門面、拆除原有的僕人樓梯（俗稱「妹仔梯」），並加建混凝

土樓梯連新式欄杆，嚴重影響了其原真性。此外，為增加面向

彌敦道街鋪的店面空間，原本在彌敦道地下入口通往上層的樓

梯已停用，改為在原來的天井加建通道，以連接重置在建築物

背立面的新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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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435 號  
灣仔消防局  

文物價值評估報告  
 
 

位於軒尼詩道 435 號的灣仔消防局，是專為消防工作而設計和建造
的，局內設有停車間、辦公室、貯存倉、附屬住宿設施、露天操場、喉

架和操練塔。消防局於一九四零至一九四一年間興建，但由於日軍從一

九四一年十二月開始佔領香港，以致施工受阻，因此沒有該局啟用日期

的正式記錄。  
 
香港消防隊自一八六八年成立後，便在灣仔設立滅火局或水車館，

利用手動水泵車為香港島東部提供滅火服務。為了容納新型的機動消防

車，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在柯布連道和莊士敦道交界的新填海土地上興

建了新的消防局。該消防局由舊戲院改建而成，屬臨時性質，可容納 20
名消防員，並設有一個 50 呎高的喉架和操練塔。其後，該局因道路工程
而被清拆。一九三二年，在譚臣道興建了另一臨時消防局。由於該局空

間有限，需借用位於告士打道剛落成的「二號差館」的部分空間，以安

置消防隊的車房、喉架和操練塔。當時消防隊的年操，亦是在新的「二

號差館」舉行。基於行政考慮，灣仔消防局於一九三七年易名為東區消

防局，以顯示該局在地理上處於港島最東的位置。直至一九六七年，東

區消防局改回本名，即灣仔消防局，以清楚闡明該局主要的服務地區。    
 
一九三零年代末期，隨着戰事日漸迫近，政府預計一旦戰爭爆發，

應付緊急事故和消防工作的需求會越來越大，因此，於一九三八年成立

後備消防隊，為正規消防隊提供額外的人力支援。當時，灣仔消防局整

幢建築物被指定用作後備消防隊的總部。為了安置原有的正規消防隊，

當局於一九三九年提出在軒尼詩道與堅拿道東交界興建新灣仔消防局的

計劃，相關工程於一九四零年年底展開，由祥興建造公司負責施工，預

算費用約 110,000 元。工務局建築師約翰‧遮打（1912-1989）花了大約
18 個月或更長時間參與新灣仔消防局的設計，後來被日本人關押在赤柱
平民拘留營，他在戰爭日誌中曾經提及新的消防局，內容如下：  
 
「這已接近完工，不過，從英國訂購的大部分配件，如電動摺疊式滑門
裝置、樓上各層所有門的配件、衞生設備等，已逾期六至九個月還未運
抵本港，因此，在戰爭開始前， 1這些工程還未完成。在戰爭期間，雖然
消防局仍未完工，但由於消防隊已進駐使用這幢建築物，因此被日本人
轟炸得十分嚴重，炮彈從九龍跨越海港射向建築物。戰爭開始後，我沒
有再見過這建築物，但聽說日本人已用某些方法把工程完成，並把它用
作東區的消防局，總算符合建築物興建的原意。  
 
為了令 (消防局 )一樓樓層能夠支撐上層因遭受炮擊而塌下的重量，我花
了很多時間和心思來設計。想到這裡，我不禁苦澀地笑了笑。當時的想
法是，即使上層建築倒塌，樓下車房的消防車也不會遭受損毀，確保消

歷史價值  

                                                 
1 戰爭是指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攻打香港。  

N396 
 

 
 



 

2 
 

 

防局仍可運作。事實是，戰時所有消防車都不是停泊在消防局內，主要
原因，除了因為它們需要持續出勤外，日本人似乎已經知道消防局的位
置，所以把消防車泊在橫街、樹下等地方更為安全。」2  
 

日佔期間，香港消防隊的發展因人力和設備的流失而一度停頓，消

防服務繼而由日軍轄下的憲兵消防隊提供，並在灣仔設立一支消防隊

伍。相信當時新建成的灣仔消防局，在戰事期間一直由日軍消防隊使

用。戰後，消防局恢復正常運作，於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間，成為消

防隊的次級官員、消防員及消防員司機接受初級訓練課程的場地之一。   
 
灣仔消防局自落成以來，便一直佔據重要及有利位置，確保能迅速

應對火警召喚。消防局正門入口所在的軒尼詩道，是西接金鐘、東至銅

鑼灣的交通幹道。此外，消防局沿寶靈渠最北端而建，寶靈渠其後被填

平並在上方興建另一交通幹道，即現時連接香港仔隧道與海底隧道的堅

拿道天橋。   
 

一九六零年是香港消防隊發展的一個里程碑。時任副布政司戴麟趾

（1915-1988）獲委任研究消防隊的各種問題，撰寫了戴麟趾報告，大幅
改組消防隊，並提出展開為期十年的分期發展計劃。當時關注事項之

一，是執勤人員的住宿需要。為回應這新措施，消防總長建議在每間主

要消防局為高級消防人員設置宿舍，而灣仔消防局便是其中一間。   因
此，灣仔消防局在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七年間曾進行主要的翻新工程，在

二樓及三樓加設五個宿舍，作為一名消防隊長及四名助理消防隊長的居

所。後來，二樓的宿舍為配合日常運作需要而改為辦公室和康樂室。  
 
灣仔消防局由工務局的建築師約翰‧遮打設計，其戰後作品還包括

銅鑼灣的皇仁書院，以及中區政府合署東座和中座。他在一九五九年獲

擢升為政府建築設計處的首長。  
 
灣仔消防局位於軒尼詩道與堅拿道東交界，由停車間的摺閘和消防

局的後門，可分別通往軒尼詩道和駱克道。消防局以磚及鋼筋混凝土建

成，由一幢面向軒尼詩道的四層高主樓、一幢沿堅拿道東而建的單層附

屬建築（兩幢建築物組成 L 形布局），以及一個面向駱克道的露天操場組
成。消防局屬現代主義建築，設計樸實兼具功能性，建築物呈方型，以

大量橫向元素點綴，包括外延的屋簷、露台，以及圍繞牆身的水平線

條。一幀在一九四一年從寶靈渠向北拍攝的照片顯示，灣仔消防局的外

形簡約，門窗有規律地分布。  
 
灣仔消防局設有四個停車間，朝向軒尼詩道的車房佔用了主樓地下

大部分空間，可停泊四輛消防車，並裝有電動摺閘，原有的花崗石門檻

仍保留至今。由於消防局在日佔前夕興建，地下樓層結構經特別設計，

足以承受上層遭轟炸而倒塌的重量，  1941 年 3 月 11 日一則關於灣仔消
防局接近完工的報導也有提及建築物具備這個特點。3 消防局的停車間旁

建築價值  
 

                                                 
2 Anthony Crowley Char ter,  The First  Shal l  Be Last ,  英國 :  Grosvenor  House  

Publ ishing Ltd，二零一八年，第  56 至 57 頁。  
3   “New Fire Engines – Latest Type Appliances Expected Shortly – For Wanchai Station”，《南華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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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設有辦公室和當值室，主樓上層設有食堂、廚房、消防員和消防隊長

宿舍、消防局局長及文職人員的辦公室、健身室、會議室、洗衣及乾衣

房，以及已婚人員宿舍。主樓共有兩組滑柱，從上方樓層可分別通往車

房兩端，附屬建築內設有多個貯存倉。喉架和操練塔置於操場末端，而

駱克道一邊另設有兩個車輛出入口。  
 
消防局多年來曾因應運作需要而進行一些加建和改動工程，例如：

停車間原有的柚木門已更換成新的摺閘；主樓兩個原本分別通往軒尼詩

道和堅拿道東行人路的門口，於一九八零年代為配合辦公室和當值室的

改動和擴建工程而被封閉；大部分窗戶已更換成新式窗戶；一樓露台原

有的法式門已更換成窗戶，現已無法進出露台。消防局於一九六六至一

九六七年在二樓及三樓加建宿舍，主要改動包括拆除位於三樓走廊通往

天台的原有樓梯，並在現時樓梯井三樓位置加建新樓梯通往天台。此

外，為增加新的室內空間，又將二樓及三樓部分原有走廊及二樓平台圍

封。消防局東端由一樓宿舍通往停車間的滑柱，相信是一九六零年代末

才加裝的。  
 
儘管消防局內部曾進行上述翻新工程，但其主要特色仍然保留下

來，包括消防局的操場，以及矗立操場上全港僅存而仍然使用的鋼造喉

架。現時全港消防局普遍使用不銹鋼滑柱，而灣仔消防局停車間西端保

留下來的一組滑柱，是現存消防局中最早的黃銅滑柱。此外，消防局停

車間的布局及原有的花崗石門檻亦被保留下來。  
 
灣仔消防局服務社會多年，有着重要的社會價值。由於消防局處於

交通便利位置，故其服務範圍延伸至九龍以至新界，並不限於灣仔區，

因而成為全港最繁忙的消防局之一。灣仔消防局又俗稱「鵝頸橋消防

局」，其優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為為人熟識的地標。  
 
為免影響日常運作，消防局一般不會對外開放。消防局位置四通八

達，其標誌性的建築外形，加上朝向軒尼詩道紅色的閘門及其背後的鋼

造喉架，容易引起市民及遊客的注意和好奇心，故經常吸引他們駐足拍

照。  
 
由於消防工作具危險性，故消防員會「拜喉架」，祈求工作順利。

「拜喉架」是消防局（包括灣仔消防局）常見的儀式，通常在新人入

職、同袍升職，以及重要節日如農曆新年、端午節及中秋節等場合進

行。此外，消防局也有「拜關帝」的習俗。  
 

社會價值和  

地區價值  

由灣仔消防局可步行至其他已評級的歷史建築，例如聖保祿修院、

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舊灣仔警署及史釗域道 6號。  
 

組合價值  

 

 
灣仔消防局屬大型鋼筋混凝土建築，樓高四層，屬現代主義設計，

着重實用功能，是本港服務年期最長的消防局。一九五八年前，消防局

建築在設計上沒有特定的規格，但所有消防局都有兩個共通點，即設有

罕有程度、文
物建築價值及
保持原貌程度  

                                                 
報》，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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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操場和有蓋停車間，灣仔消防局亦不例外。灣仔消防局是現存兩間

早期根據非標準設計而至今仍然使用的消防局之一，另一間是一九五三

年開始投入服務的旺角消防局。灣仔消防局原有的結構及其整體設計均

得以保存，故具有相當的原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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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沙田排頭 248 號  
前沙田鄉事委員會辦事處  

文物價值評估報告  
 
 

前沙田鄉事委員會辦事處於一九四九年在鄰近九廣鐵路沙田站

的排頭二四八號落成啟用，建築物當時稱為「沙田鄉公所」，是首幢

專為鄉公所用途而設的建築物，以供沙田鄉事委員會使用。   
 
昔日的沙田，按地區劃分為九個「約」。二次大戰前，「九約」是

沙田唯一的村落聯盟， 1 但「九約」並沒有固定的會址，只在有需要

時聚集在沙田車公廟議事。   
 
戰後的香港，百廢待興，時任新界理民官班輅鼓勵新界各鄉村自

行組織鄉事團體，並各自選出村代表處理鄉村事務。在沙田鄉紳如吳

殿平、曾廣仁、劉水秀等人的積極響應和籌劃下，沙田鄉事委員會於

一九四七年成立，為新界的鄉村管治揭開新一頁，而吳殿平被推選為

首屆主席。  
 
沙田鄉事委員會成立之初，先後利用日佔時期曾用作區役所的

樓房，以及租用排頭村的一所平房作為臨時辦事處。當時主要為村民

配給米糧、糖、油等食物，以紓解民困。一九四九年，政府應班輅之

議，批出現時排頭二四八號的土地予沙田鄉事委員會興建永久辦事

處。   
 
前沙田鄉事委員會辦事處由時任南約理民官韋輝設計，根據一

九四九年的報章報道，建築物內設有鄉公所、會客室和留產所。2 建
築費用合共 25,000 元，當中 4,000 元來自政府，6,000 元來自華人廟

宇委員會，餘款由村民透過募捐而籌得。建造工程於一九四九年五月

竣工，同年七月十二日舉行隆重的開幕典禮，由班輅主禮，當時共有

數百名嘉賓出席。班輅在致辭時表示，「以前居民如有事件發生，可

直往謁見理民府，現在更有村代表及鄉委會之設，鄉委會代表係由居

民選出擔任，倘一旦發生困難事宜，可由鄉委會轉理民府解決之。」
3 由此可見，鄉事委員會的主要功能，就是作為官民之間溝通的橋樑。 

 
其後，吳松熾接任沙田鄉事委員會主席，即著手籌劃在鄉公所兩

側加建東、西兩翼。建造工程於一九六零年十月竣工，西翼地下為辦

公室，一樓為主席辦公室，東翼為診療所。原有的主樓，則用作會議

室和政府辦公室，使沙田鄉公所提供的服務更多元化。  
 

歷史價值  

                                                 
1  九約 (即九組鄉村的聯盟 )包括大圍約、田心約、徑口約、排頭約、隔田約、火

炭約、沙田頭約、沙田圍約及小瀝源約。   
2  〈建築沙田鄉公所  加強治安措施〉，《華僑日報》，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3  〈新界民政署長  協助沙田居民  解決生活困難〉，《香港工商日報》，一九四

九年七月十三日。  

 

N397 



  

2 
 

「沙田鄉公所」於一九七八年易名為「沙田鄉事委員會」。二零

一六年，沙田鄉事委員會將會址遷往排頭街 13 號，前辦事處建築自

此空置。  
 
建築物坐落由花崗石塊築砌的地台上，由主樓、東翼、西翼，以

及一個獨立的貯物室組成，全部以鋼筋混凝土興建。地台左右兩側分

別建有梯級，可從街道通往建築物的前院。圍繞前院原有的長方形混

凝土圍欄，大致保存完好。    
 
單層高的主樓呈長方形，設計簡約實用。正立面屋頂前端，建有

梯級狀的矮牆，上面題有建築物的中英文名稱  —  沙田鄉事委員會

和 SHATIN RURAL COMMITTEE。矮牆後面有三支平均分布的旗桿。

正立面前方建有平頂門廊，由方柱支撐，兩側呈拱形。主樓後方的一

排房間為洗手間和廚房，與主樓分隔，中間是窄長的天井。天台東面

的後方有一煙囱，而梯級狀矮牆的背後，可見有另一堵拱形矮牆。  
 
一九六零年，主樓兩側加建了東、西兩翼，均屬兩層高金字頂建

築。西翼屋頂的木椽條、木檁條和瓦片仍然保留，而東翼的屋頂則以

坑紋金屬板重鋪。東翼的山牆髹上建築物中文名稱，以便來自排頭村

方向的路人容易辨認該建築物。主樓與兩翼的地下打通，而兩翼的一

樓，均設門口通往主樓的屋頂。  
 
建築物現時的布局是：主樓地下除了位於東北方的房間是主席

辦公室外，全部均用作會議室。洗手間和廚房仍在後方，東翼和西翼

是辦公室。除了設於主樓經門廊而進入的正門外，兩翼的側立面，均

分別設有門口。  
 
一九六零年擴建時，在主樓的西面加建了獨立的單層小型貯物

室。  
 

建築價值  

從社會層面而言，前沙田鄉事委員會辦事處自一九四九年落成

後，便成為沙田社區服務的樞紐。由早期當沙田鄉事委員會成立初

期，主要協助村民在戰後復耕，並擔任仲裁角色，為村民調解婚姻和

財產等糾紛，到後期更兼及社會福利服務，例如為受天災影響的村民

提供食物和容身之所、設立福德會發放救濟金，以至出資興建街市、

公立學校，甚至消防局，為沙田居民謀福祉。  
 
早期的沙田鄉公所，曾經是政府服務的中心點。不同的政府部門

曾在不同時期派員到鄉公所為村民提供服務，例如辦理身份證和出

生證明書、為狗隻發牌和免費接種狂犬病疫苗等。一九七一年，為配

合新制訂的《婚姻制度改革條例》（實行一夫一妻制），政府在新界不

同的鄉公所設立婚姻註冊處，方便村民辦理婚姻登記手續。當時，沙

田鄉公所的東翼，便是其中一個婚姻註冊處。由此可見，昔日的沙田

鄉公所，是便利村民辦理各種政府所需手續的場所，儼如今日的政府

合署。  
 
沙田鄉公所於一九四九年落成時已設有留產所，至一九五一年

社會價值和  

地區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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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設普通科診療所，除了提供普通門診之外，亦提供孕婦產前檢查

和育嬰保健服務。直至一九六五年，當沙田（大圍）診所現址開設了

新的診療所和留產所後，鄉公所內提供的公共衞生服務便停止。  
 
沙田鄉公所作為沙田鄉事委員會的永久會址，標誌着鄉村管治

的第一步。沙田鄉公所是戰後首個推行新的鄉村管治模式的地方，而

該建築物屹立至今，見証了政府和沙田村民同心協力，就鄉村事務加

強溝通和合作。  
 
由前沙田鄉事委員會辦事處可步行至其他已評級的歷史建築，

例如排頭 5A、 5B、 5C 和 6 號，以及藍氏家祠。  
 

組合價值  

前沙田鄉事委員會辦事處建於一九四零年代末，是首幢專為鄉

公所用途而興建的建築物，亦是現存歷史最悠久的鄉公所建築，見證

了鄉事委員會在新界的發展。  
 
建築物簡約而實用，主樓中央的門廊、梯級狀的矮牆，以及矮牆

上辦事處的名稱，都是這幢建築物的標誌，成為重要活動的拍攝背

景，例如鄉公所的開幕禮和鄉委會的就職典禮。  
 
建築物多年來曾經進行若干改動，例如在前院原有的長方形混

凝土圍欄及平台上加裝了金屬圍欄、原有的門窗換成新式的門窗、東

翼和西翼正立面原有的門口改成窗口，以及東翼屋頂改為金屬頂。儘

管如此，建築物大致保存原貌。  
 

罕有程度、文
物 建 築 價 值
及 保 持 原 貌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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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上環文咸東街 113 號  
文物價值評估報告  

 
 

文咸東街以第三任香港總督文咸爵士（1803-1863）命名。一八
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環發生大火，港督文咸其後下令將火場

的頽垣敗瓦填海造地，開闢了文咸東街和文咸西街。由於該處鄰近

上落貨的碼頭，例如著名的「永樂碼頭」（俗稱「三角碼頭」）便是

位於永樂街與德輔道西交界，因此，吸引不少商人在這裡經營業

務，成為南北行和金山莊的集中地。  
 
文咸東街 113 號位於海旁地段第 158 號 A 分段，該地段於一九

一一年由海旁地段第 158 號分割出來，最初由馮桐持有，一九一二
年轉售予李煐後，自此再沒有新的售賣記錄，現時仍屬李煐名下，

但他應已去世。全幢建築物均是茶葉店舖，名為「彭裕泰茶莊」或

「彭裕泰隆記茶莊」。1 
 
現時的建築物於一九三零至一九三一年間重建。李煐於一九三

零年一月和四月分別與政府簽訂後巷契約和露台保證書，2  估計當時
正計劃在原址興建新的建築物。從後巷契約夾附的圖則可見，該建

築物覆蓋的範圍，與現時的相符。另外，根據文咸東街 113號的差餉
徵收記錄，政府於一九三零年第二季開始停止徵收差餉，直至一九

三一年第三季才恢復，證明建築物不遲於一九三一年第三季落成。  
 
「彭裕泰」既是茶商，亦是進出口商，時至今日仍以同一品牌

經營。「彭裕泰」於一九零九年在《香港華字日報》刊登了一則廣

告，當中提及店舖位於文咸東街 113號，故「彭裕泰」在現址經營已
超過一百年。事實上，「彭裕泰」的歷史可追溯至更早的時間。在

1885 年東華醫院的《徵信錄》內，首次提及這品牌，當中記錄「彭
裕泰」向東華醫院捐款五元。根據《香港轅門報》，早在一八九三年

「彭裕泰」已正式註冊為茶商，至一九零九年，更將其獅子標誌註

冊為商標。  
 
根據一九一五年出版的一份商店指南，「彭裕泰」除了售賣茶葉

外，亦經營金山莊的業務，而刊登在《香港華字日報》的廣告，亦

形容其產品是「中外馳名」，顯示其茶葉遠銷至海外。從市面出現偽

冒「彭裕泰」的產品，可見該品牌深受本地人歡迎。  
 
一九六零年代，文咸東街 113號的閣樓和二樓，分別是一位會計

歷史價值  

                                                 
1   根據一八九三年於《香港轅門報》的一則通告，「彭裕泰」又名「彭裕泰隆記」。  
 
2   由於露台大多伸出政府土地上方，政府會與建築物的業主簽訂露台保證書，要
求業主保持露台狀況良好，如露台對行人構成危險，則須予以拆除。《公共衞

生及建築物條例》 (第 1 號)於一九零三年制定後，後巷契約亦隨之生效，規定
建築物業主須在建築物後方預留後巷，以利通風、採光及方便清糞員出入。上

述保證書和契約均須在建築物落成前簽訂，以確保有關規定獲得遵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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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及一間電影工藝社的聯絡地址，兩者的負責人均姓李。然而，由

於資料不詳，故無法確定上述兩項業務是否屬「彭裕泰」李氏所

有。  
 
現時文咸東街 113 號的建築物由奇勒及姚得中建築師事務所設

計，該事務所於一九二四年成立，由奇勒（1877-1942）及姚得中
（1896-1933）合夥經營。奇勒來港初期在工務局任職，於一九一三
年轉為私人執業。現時位於漆咸徑一號的樓房，便是由奇勒設計。

該建築物原是其私人住宅，其後用作策文書院校舍。姚得中是本港

早期華人建築師之一，肄業於香港大學，曾擔任東華三院及保良局

總理，也曾參與銅鑼灣保良局主樓的設計。   
  
建築物樓高四層，屋頂是平頂設計。根據「香港占領地總督部

家屋登錄所」於一九四三年發出的「家屋所有權登錄申請書」，該建

築物以鋼筋混凝土興建。屋頂的矮牆以水泥石灰抹面，並塑造出弧

形線條。建築物上層所有露台均屬懸臂式設計，伸出文咸東街的行

人路上，露台兩端原本向內彎的曲線，現已改為直線。一樓至三樓

的露台欄杆，已被不鏽鋼及鎖鏈欄杆取代，而通往露台的舊木門和

氣窗，仍然保留下來。  
 
店舖入口裝有金屬捲閘，捲閘上面可見上海石米批盪，並髹上

紅色的「彭裕泰」店名，以白底綠框襯托，而店名兩旁則以紅色髹

上「113 號」門牌。店面中央裝有一對鑲有玻璃的木門，木門兩旁各
有木框玻璃櫥窗，櫥窗下面以花階磚裝飾。木門及櫥窗頂部均鑲有

鏡面牌匾，中間及左邊分別以金漆寫上店名和「批發」二字，而右

邊則空白。從二零一零年代末所拍攝的建築物內部照片，可見店舖

屬傳統中式茶莊的布局，店內裝有一排掛牆木櫃，中間牆身掛有鏡

面牌匾，上面是金漆中文店名及獅子商標。此外，抬頭望向天花，

可見樓板以鋼筋混凝土建造。  
 
建築物的天台有一煙囱，旁邊建有細小的混凝土構築物，相信

是貯物室。從毗鄰建築物的天台往下望，見到圍封的小後院，相信

只能從店內通往後院。  
 

建築價值  

根據一八九四年出版的《香港雜記》，當時香港大約有二十個茶

商，現時已增至大約一百一十五個註冊茶商和茶葉銷售品牌。然

而，百年品牌至今已所餘無幾，而「彭裕泰」便是其中之一，其他

例子則有英記、嶤陽和顏奇香。「彭裕泰」歷史悠久，見證二十世紀

初香港的金山莊及茶葉貿易的發展。時至今日，在本地和海外博物

館也能找到「彭裕泰」的茶葉罐、茶葉盒、包裝紙等藏品，足以証

明該品牌對香港茶葉貿易，以至移居歐美的華僑有一定的價值。在

上環這鬧市，當大部分建築物已重建成高樓大廈，而這幢四層高的

戰前建築依然屹立其中，便顯得它份外觸目。  
 

社會價值和
地區價值  
 

建築物附近有若干法定古蹟和已評級的歷史建築，包括舊上環

街市、文武廟、舊病理學院（全屬法定古蹟）；蘇杭街 112 號、威靈
組合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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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街 120 號、皇后大道中 172 至 176 號、皇后大道西 1 號、嘉咸街
26 號 A 至 C、荷里活道 60 號、荷里活道 62 號、東華醫院主樓、廣
福義祠、必列者士街街市及前已婚警察宿舍。  

 
建築物用作經營「彭裕泰茶莊」已有過百年歷史。本地百年品

牌本身已罕見，而本地百年品牌在同一地點經營過百年則更為罕

有。雖然建築物上層的舊金屬欄杆已改成不鏽鋼及鎖鏈欄杆，但建

築物的原貌仍大致保存。   
  
這類戰前唐樓已越來越罕見，建築物多年來見證了周邊的發

展，亦見證了香港早期海外貿易的發展。  

罕有程度、
文物建築價
值及保持原
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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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西營盤高街 20 號   
文物價值評估報告  

 
 

高街位於西營盤第一街、第二街及第三街之上的山坡，又稱第四

街。高街最早在一八五九年的地圖上出現，該地圖以虛線標示高街，

顯示這街道仍在規劃中。從一八六零年的檔案，可見政府建議將街道

命名為高街，而高街的土地於一八六一年開始出售。  
 
高街 20號位於內地段第 6488號，該地段在二零一五年前稱為內地

段第 690 號 D 分段第 1 小段。從一份於一九一三年簽署的土地轉讓契
約，可見當時該地段建有一幢沒有後院和後巷的建築物。一九二六

年，該地段的建築物正在重建時，業主與政府簽訂後巷契約，契約內

夾附的一幅圖則，顯示當時擬議興建的建築物，其覆蓋範圍與現時的

相符。此外，根據差餉徵收冊記錄，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二七

年六月三十日期間並沒有就該地段的建築物徵收差餉。因此，估計現

時位於高街 20號的建築物最早於一九二七年七月落成。  
 
根據土地記錄，該地段在一九二七年前的業主是陳麗馨和徐錦

英。一九二七年一月，相信在建築物落成之前，她們便將該地段售予

林日卿（或林逸興）。林日卿於一九四一年去世後，該地段和建築物於

一九四九年由林源（別名林浧）和林星海繼承。   
 
有關林氏一家的資料不多，只發現一九四零年有一位名叫林星海

的人曾被徵召為西區防空洞隊長，但他與高街 20 號的業主林星海是否
屬同一人，則未能確定。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根據「香港占領地總

督部家屋登錄所」於一九四三年發出的「家屋所有權登錄申請書」內

夾附的一份授權書，高街 20 號的業主林星海於日佔期間在國內從事中
藥買賣。  
 

歷史價值  

根據前文提及的後巷契約，高街 20 號的建築師是甸尼臣藍及劫士
建築師樓。該建築師樓在香港甚具名氣，曾負責興建部分法定古蹟和

評級的歷史建築，包括位於花園道的梅夫人婦女會、香港大學梅堂及

位於山頂的明德醫院。  
 
根據一九四三年日佔時期的屋宇登記記錄，高街 20 號樓高四層，

以鋼筋混凝土和木材興建，部分主牆以磚塊築砌。屋頂餘下半截以回

紋圖案裝飾的拱形矮牆，顯示建築物原與相連的高街 18 號對稱，唯後
者已拆卸重建。建築物一至三樓建有嵌入式露台，天台矮牆左邊可見

花瓶狀裝飾，後方有一煙囱。建築物背後有一窄狹的後巷（但通往毗

鄰建築物的通道已經封閉），並圍封後院，兩者都是一九零三年《公共

衞生及建築物條例》實施後唐樓的典型特徵。  
 
根據日佔時期的屋宇登記記錄，建築物的用途是住宅。然而，從

近年拍攝的照片，可見地下已轉為商舖。現時建築物的地舖，與一樓

至三樓分別屬兩個空間，兩者使用不同的出入口，地舖與通往上層的

建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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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梯之間建有一堵磚木結構的牆壁。建築物內保留了舊木樓梯，樓梯

的級面以面板覆蓋，以增加耐用度和安全度。  
 
正門入口建有花崗石門檻，二樓和三樓地面仍保留原有的花階

磚，但一樓已重鋪木條地板。現任業主於二零一八年購入建築物後，

為露台換上新的金屬欄杆，而通往露台的法式門窗除了髹成白色外，

並沒有進行改動。三樓走廊盡頭，設有金屬梯通往屋頂。  
 
高街 20 號是西營盤其中一幢現存的戰前唐樓，由於正面外牆設計

雅致，成為高街最突出的建築物。  
 

社會價值和  

地區價值  

從高街 20 號可步行至多幢法定古蹟和已評級的歷史建築。沿高街
有舊精神病院正立面（法定古蹟）、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救恩堂、舊華人

精神病院主樓及職員宿舍。稍遠的有舊贊育醫院主樓及附屬建築物、

第二街公共浴室，以及位於第一街的西區裁判法院。其他可步行前往

的建築物包括聖士提反女子中學主樓、英皇書院、般咸道官立小學、

香港大學歷史建築群（包括本部大樓、孔慶熒樓、鄧志昂樓、馮平山

樓、儀禮堂及梅堂）（全屬法定古蹟）、醫院道 4 號、般咸道 35 號、舊
半山區警署、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堂前座及明愛凌月仙幼稚園。  

 

組合價值  

高街 20 號這類戰前唐樓已越來越罕見，建築物見證西營盤發展的
歷史。雖然建築物一至三樓自二零一八年起已改為服務式住宅，活化

為現代化用途，但具特色的建築構件如矮牆、屋頂裝飾、正門的花崗

石門檻、舊木樓梯，以及上層的舊地磚及法式木門，至今仍保留下

來。  
 

罕有程度、
歷史建築價
值及保持原
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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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教職員宿舍 E 座 (N424) 
教職員宿舍 F 座 (N425) 
文物價值評估報告  

 
一九五零年代初，本港人口及經濟急速增長，對專上教育

有迫切需要。 1 有見及此，李應林博士（前廣州嶺南大學校長）

（一八九二年至一九五四年） 2、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一八九五

年至一九七五年）、華連博士（美國聯合長老會駐港代表）（生

年不詳至一九六五年）、歐偉國先生（前上海聖約翰大學校董

會主席）（一八九九年至一九五九年）及其他人士遂決定按照

中國內地 13 間基督教大學及學院的基督教營運傳統，開辦一所

本地高等教育院校。在一九四九年前，不少本港的中學畢業生

都會到這些院校升學。一九五一年八月，何明華會督向政府申

請，以試辦形式成立崇基學院，開辦為期一年以中文為主要教

學語言的文科及理科臨時夜間課程。政府在同月批出許可。 3 
 
崇基學院（「崇基」的字面意思是「崇奉基督」）在一九五

一年十月開幕。學院校訓「止於至善」出自儒家典籍，意思是

「力臻圓滿」。李應林博士為首任院長（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

四年）。最初，學院借用和租用不同處所，分別為麥當勞道 33
號聖保羅男女中學（夜間）及聖約𦒋座堂副堂（前稱「Cathedral 
Hall」，現稱「李堂 Li Hall」）（日間），以及稍後的堅道 147
號。一九五三年九月，當時學院 279 名學生分散在上述建築物

內上課。一九五四年三月，當第二個學期開始時，學院租用了

下亞厘畢道 1 號會督府的聖公會霍約瑟紀念堂。自此，學院不

再以聖保羅男女中學及聖約𦒋座堂副堂為課室。 4 

歷史價值  

                                                 
1  在一九四九年之前，本港有很多高中畢業生都到中國內地接受高等教

育，包括 13 間基督教大學。然而，經歷一九四九年的政治轉變後，該

等基督教大學均已轉型為非基督教院校。在這情況下，崇基學院創辦

人認為亟須開辦基督教高等教育院校。創辦人的目標是在本港開辦一

所基督教大學，以取代該 13 間基督教大學。此外，政府也希望增加中

文中學畢業生接受專上教育的機會。  
 
2  李應林博士曾擔任廣州嶺南大學校長 15 年，直至一九五一年。   
 
3   在學院內，英文為第二語言以方便溝通。對於學院創辦人來說，英語

是日常生活中實用的語言；然而，學院的目標是成為中華文化、思維

和生活方式，以及互相服務的中心。創辦人同時希望學院會填補教育

制度的不足，向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學校的畢業生提供高等教育服務。 
 
4 學院的學生人數平穩增長，由 85 人（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年）、 192

人（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年）、251 人（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331
人（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增加至 323 人（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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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一九五一年八月批准學院暫時營辦一年，同時亦成

立了高等教育委員會，負責研究「有關本地提供以中文為教學

語言的高等教育服務的整體問題」。5 本港人口以華人居多，委

員會明白有需要在本港提供高等中文教育，並希望本港能成為

「中、英兩種語文的思想薈萃交流之地」。 6  
 
一九五三年，學院校董會建議開辦四年制課程，向政府提

出在馬料水撥出土地及提供港幣 100 萬元免息貸款，以興建永

久校園，並希望政府能興建火車站以作配合。一九五四年八月，

政府向校董會提出以下建議：  
 
(i)  校董會將獲得 100 萬元免息貸款用於建築工程，須分  

十年期償還；  
(ii)  校董會註冊成為法團後，將會獲批位於馬料水不超過  

10 英畝的撥地，條件待定；和  
(iii)  火車站由政府興建並負責日後的維修。  
 
最終，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基金會（代表美國和加拿

大的教會）、倫敦的亞洲基督教大學協會及嶺南大學校董會提供

了建築工程的資金。校董會遂於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撤回貸款申

請並向政府提交學院擬議用地的規劃圖。自此至一九五九年，

校董會一直就新校舍將獲分配的實際土地範圍及確實興建的建

築物與政府磋商，其間更完成註冊，成為法團。  
 
校董會於一九五五年七月根據《崇基學院法團條例》成立。

一九五五年十月，政府完成草擬批地條件草案，擬議批出馬料

水約 10英畝政府土地予學院，學院隨後於十一月接受有關草案。

在與政府進一步討論後，學院於一九五六年一月五日，就其建

築物的建造工程提交新平面圖。政府原則上並不反對此新建議，

並同意暫時向校董會批出總面積不超過 10 英畝的土地。7 一九

五六年五月十二日，學院由時任校董會主席啟真道博士奠基，

                                                 
5  Memo entitled “Chung Chi College”, dated 18 May 1953, from D.J.S. Crozier, Director of Education, to Hon. 

R.B. Black, Colonial Secretary in “Chung Chi College – Post Secondary Classes for Chinese (Vernacular) Studies”.  
HKRS163-1-1599, encl. (4)1. 

 
6  “Report of the Ad Hoc Committe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hung Chi College” dated 19 March 1954 in “Chung 

Chi College – Post Secondary Classes for Chinese (Vernacular) Studies”.  HKRS163-1-1599, encl. 26. 
 
7   一九五六年一月之後，校園的規劃圖經再修改。直到一九五九年十二

月，政府才正式批出土地。「丈量約份第 42 約地段第 713 號」的 9.95
英畝政府土地（免地價）的批地條件，連同校園的規劃圖，於一九六

一年五月登記為「新批土地條件第 899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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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何明華會督奉獻奠基石。馬料水火車站於同年九月二十四日

啟用。  
 
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新學年在新校園開始。港督葛量洪

爵士（一九四七至一九五七年在任）於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

三日主持落成典禮，標誌學院建築正式啟用。 8 繼崇基學院創

院院長李應林博士之後，凌道揚博士（一八八八至一九九三年）

是崇基學院新校園的首任院長（一九五五至一九六零年）。  
  
其後，學院又獲得美國、加拿大等教會的資助，以進行更

多建築工程。到六十年代中期，學院獲批或預留額外的政府土

地。除政府土地外，學院亦與馬料水村民協商取得私人地段以

興建運動場及基建設施。  
 
教職員宿舍 E 座和 F 座由周李建築工程師事務所 9 設計，

分別在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興建。跟之前的宿舍不同，E 座

和 F 座的設計進展成較高的樓層，而且加入了新的屋宇裝備，

並在地面層預留停車間。 10 兩幢宿舍均樓高六層，天台的中央

位置都築有升降機塔。天台的護牆裝有欄杆，並有外伸簷篷覆

蓋下面的露台。    
 

正立面的設計整齊有致，每層的窗戶和露台之間的間距平

均，建築物兩端以毛石點綴裝飾，這也是崇基學院早期建築物

常見的建築特色。 11 向外伸出的鋼筋混凝土製窗口式冷氣機槽

井然地排列，提升了正立面的視覺效果，跟側立面不規則的毛

石（俗稱牛頭石）飾面形成對比。外伸混凝土露台板和簷篷以

白色批灰，特意搭配深色幼身的金屬欄杆。不過，現在只有 F
座較高樓層才可看到這些欄杆，其他的都已改裝成不鏽鋼圍欄

配以玻璃面板。露台地面鋪上有花紋的紙皮石。   
 

E 座共有 12 個兩房單位，每層都有兩個呈對稱格局的長

方形單位。主樓梯的級面和豎板換上了現代飾面。至於樓梯的

建築價值  

                                                 
8   外國語文學系、經濟學系、商業管理學系、社會學系及中國語文學系

是最早成立的五個學系。  
 
9  周李建築工程師事務所是周耀年和李禮之於一九三三年開設的本地

建築師事務所，在日佔時期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 )前在本地十分有

名。周耀年是香港大學畢業生，持有理學士（工程）學位；李禮之則

在英國受訓為建築師。  
 
10  E 座和 F 座的停車間已分別改建成貯物室和咖啡店。  
 
11    華連堂、應林堂、明華堂、教堂等是其中一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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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桁和牆上的縱桁，其水磨石飾面保留至今。欄杆建有垂直金

屬條欄杆柱，配以木扶手（E 座）和塑料扶手（ F 座）。兩座建

築物各層升降機門周邊的水磨石飾面仍在，梯間和電梯大堂的

地板亦可見水磨石圍邊。  
 

F 座名為博文苑，提供八個單位予訪問學者及其家人入住，

最低兩層則用作辦公室。 12 此建築物落成初期，原設有嶺南商

科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以及美國加尼福尼亞州大學研究中

心。 13 最高兩層現時用作研究生宿舍，間隔已改為宿舍形式，

每個單位內均有宿位房間和共用設施，其他樓層則為香港中文

大學研究及知識轉移服務處營運的 InnoPort 辦公室。  
   
香港中文大學於一九六三年成立，崇基學院、新亞書院和

聯合書院為三所創校成員學院。當中最早於現址成立的崇基學

院 14，亦是本港首間基督教高等教育學院。早年，校園是熱門的

到訪地點，在此舉行各種教育、社交及宗教活動，例如靈修、

培訓計劃和夏令營等。  
   

教職員宿舍 E 座及 F 座雖靠近鐵路車站，但與教學大樓和

學生宿舍分布的範圍有所分隔，與公眾或中文大學（包括崇基

學院）的學生和校友，少有連繫。  
 

社會價值和  

地區價值  

崇基學院於早年興建的建築物，至今仍屹立於校園內的包

括教堂、教職員宿舍、學生宿舍、部分教學大樓等，是二次大

戰後本港專上院校的例子。  
 

組合價值  

為員工提供宿舍單位，是戰後普遍的做法。跟 E 座及 F 座

外形相近的住宅樓宇在今天的香港仍容易見到。建築方面，E 座

及 F 座與其他崇基學院早年建築物的建築語言一脈相承，屬范

文照 15 為教職員宿舍大樓所定的設計原型。現時，教職員宿舍

E 座仍保留原有用途，作為教職員宿舍，而 F 座大部分則已改

罕有程度、文

物建築價值及

保持原貌程度  

 

                                                 
12 崇基校刊，第 41 期，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頁 43。  
 
13 香港中文大學傳訊及公共關係處，《中文大學校刊》，第三卷第四期，

1966 年 11 月，頁 1  

<https://www.iso.cuhk.edu.hk/images/publication/archive/bulletin/1966v3_04/pdf/bulleti
n_1966v3_04.pdf>, 二○二三年二月廿八日瀏覽。  

 
14 新亞書院於一九四九年成立，一九七三年遷至現時校園。聯合書院於

一九五六年成立，一九七一年遷到現址。  
 
15  范文照（一八九三至一九七九年）是第一代留美受訓的中國建築師。

崇基學院在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九年間建成的校園及建築物，均由范文

照擔任規劃師和建築師。  

https://www.iso.cuhk.edu.hk/images/publication/archive/bulletin/1966v3_04/pdf/bulletin_1966v3_04.pdf
https://www.iso.cuhk.edu.hk/images/publication/archive/bulletin/1966v3_04/pdf/bulletin_1966v3_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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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辦公室。  
 
在過去的二十年間，教職員宿舍 E 座及 F 座均曾進行多次

裝修工程，主要包括為配合不同需要而重整空間，更換陳舊設

施如升降機。教職員宿舍 F 座部份地下亦已改裝成咖啡店為大

學職員、學生及訪客提供餐飲設施。而教職員宿舍 E 座的停車

間亦已改建為貯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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