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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皇后大道西 153 號  
文物價值評估報告  

 

皇后大道西 153 號的建築物位於內地段第 4166 號，是一幢戰
前騎樓式唐樓，自一九四一年起成為「合德行」1 的店址，出售未
贖回的當押物品。在此之前，同一位置是售賣雨傘或帽子的店舖，

名為「華興昌」。 2 早在一九二四年拍攝的航空照片顯示， 3 在皇
后大道西 153 號現址的地段上，已有一幢建築物，但並非現時所
見的唐樓。有關該地段的土地資料有限，只見鄧禮和、鄧禮全和

鄧胡氏於一九三零年代所簽署的政府租契。4 其後，他們在一九三
六年六月簽署騎樓保證書，意味着當時已有建築物在該地段落

成。 5 由於其後再沒有騎樓保證書的記錄，相信皇后大道西 153
號的現有建築物是於一九三六年建成的。   

 

歷史價值  

一份一九三六年六月的按揭文件顯示，鄧禮和、鄧禮全又名

鄧文田、鄧文釗。 6 他們的曾祖父鄧元昌（又名鄧阿六）及外曾祖
父曾貫萬都是著名的石匠。鄧氏承包大型政府合約而致富，包括

建造大潭水塘；7 曾氏則是沙田曾大屋的創建人，亦擁有幾項其他
物業。鄧文田和鄧文釗的祖母於一九二七年去世後，他們兩兄弟

連同其兄長的遺孀鄧胡氏共同繼承了家產。 8  
 

 

鄧文釗是宋慶齡創立的保衛中國同盟其中一位創始委員會的

成員， 9 鄧氏於一九四一年四月創辦抗戰報章《華商報》。 10 多個
 

                                                 
1 古物古蹟辦事處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取得的合德行商業名片。  
2 《香港九龍商業分類行名錄》（香港：香港九龍商業分類行名錄出版社，

一九三九年），頁 167；《香港工商通訊錄》（上海：龍文，一九四零年），
頁 90。上述兩冊名錄將皇后大道西 153 號的華興昌列入「傘帽類」。  

3 地 政 總 署 測 繪 處 航 空 照 片 ， 一 九 二 四 年 十 一 月 十 三 日 (照 片 檔 號 ：  
H19-0009)。  

4 土地註冊處，內地段第 4166 號的政府租契，一九三零年代。  
5 土地註冊處註冊摘要編號 UB150712，一九三六年六月十日。   
6 土地註冊處註冊摘要編號 UB150695，一九三六年六月九日。  
7 鄧廣殷：《我的父親鄧文釗》（中國：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頁

7。  
8 鄧廣殷：《我的父親鄧文釗》（中國：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頁

13、 100。  
9 〈甲子回望：宋慶齡與香港抗日活動〉，《香港文匯報》，二零零五年年四

月 二 十 九 日 ， http : / /paper.wenweipo.com/2005/04/29/WH0504290002.htm
（二零二五年一月十七日瀏覽）；鄧廣殷：《我的父親鄧文釗》（中國：中

國文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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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來源均指鄧文釗在該報創辦初期曾提供大量資金。 11 一九四
一年六月，皇后大道西 153 號售予德成置業有限公司； 12 該公司
由有「典當業大王」之稱的高可寧於一九三九年成立。 13 因此，
建築物屋頂矮牆上「 1941」的紅色數字，想必是用來標示現有店
舖合德行的開業年份。  

 
典當業和故衣業息息相關，如當押物品未被贖回，當押商會

把物品送到故衣店出售。這些店舖經常與數個當押商保持業務伙

伴關係，以維持穩定的貨源。14 然而，合德行所出售的斷當物品，
則只來自高可寧旗下的當舖。 15 日佔時期是故衣店的全盛期，皆
因大多數人無法贖回之前典當的物品。早年皇后大道西門牌列為

單數的一邊故衣店林立，這情況至少維持至一九六零年代末。16 昔
日拿上當舖典當的多是衣服和棉被，但現時只接受珠寶及手錶等

較貴重（和細小）的物品。從合德行的中文名稱由以往的「合德

故衣行」改為現時的「合德金飾珠寶鐘錶行」，便可反映這個轉變。 
 

 

從正立面看，皇后大道西 153 號的建築物樓高四層，但從後
巷看，則可見到地庫。建築物每層都稍向內縮，與下一層略有差

距。建築物以兩根支柱支撐伸出街道的騎樓，柱子鋪上啡色磚並

有店舖名稱，一樓的騎樓以鋼窗圍封。柱子向上延伸，連接以金

屬外殼覆蓋的實心牆，成為一樓和二樓騎樓兩側的外牆。三樓兩

側有凹入的牆壁，形成半圍封的騎樓。二樓和三樓的騎樓，以防

盜格柵圍封。正立面的外牆共有三塊白底紅字並飾以綠色邊框的

牌匾，每塊牌匾均寫上「合德故衣行」即店舖的舊名稱。屋頂的

階梯式矮牆上有「 1941」數字及「囍」字，兩者均是紅色。從背
立面看，可見建築物的煙囱。  

 

建築價值  

 

                                                 
10 南方日報社、廣東《華商報》史學會：《白首記者話華商 :  香港《華商報》
創刊四十五周年紀念文集》（中國：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11 鄧廣殷：《我的父親鄧文釗》（中國：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頁
29；譚元亨、敖葉湘瓊：《肝膽相照—鄧文釗與饒彰風合傳》（中國：中
央編譯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第 8 章。  

12 土地註冊處，內地段第 4166 號的土地登記冊，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13 “Company Overview”,  德成置業有限公司， https: / / takshing.com/  （二零
二五年一月十七日瀏覽）。  

14 徐振邦：《香港當舖遊蹤》（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二零二
零年），頁 101。  

15 古物古蹟辦事處在二零二五年一月十四日與合德行員工進行的口述歷史
訪問。  

16  徐振邦：《香港當舖遊蹤》（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二零二零
年），頁 102；香港華僑日報編：《香港年鑑》，第一回至第十五回（香港：
香港華僑日報，一九四八至一九六二年），下卷〈工商名錄〉。  

https://taksh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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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舖門口對出路面，可找到一個半圓形連接地庫的通風口。

店舖地面鋪有彩色紙皮石，並在入口處以紅色紙皮石砌出「歡迎」

字樣。店內玻璃飾櫃上方裝有金屬欄作保安用途，金屬欄後方的

牆身，掛有一塊題有店舖名稱的木牌匾。  
 

 

對比舊地圖與航空照片，建築物的覆蓋範圍多年來沒有改

變，較大的改動集中在建築物地下支撐騎樓的支柱。從一九九七

年拍攝的照片，可見合德行地下每根支柱是由兩根獨立的柱子組

成， 17 而外側的柱子原本是用來支撐合德行兩旁建築物的騎樓，
其後這兩幢建築物被拆卸重建，各自遺下毗連合德行的一條支

柱。此外，從另一張照片，可見現時覆蓋上層騎樓兩側的金屬飾

面，是在一九九零年代末加裝的。 18 建築物地下以上各樓層，原
本用作員工宿舍及貯物空間， 19 但現時已不再作這些用途。   

 

保持原貌程

度及罕有程

度  

 

合德行所在的街道以往故衣店林立，但現時只剩下位於皇后

大道西 153 號這一間。合德行是少數至今仍然專門出售當舖斷當
物品的店舖。建築物既是戰前騎樓式唐樓，亦佔用整幢戰前唐樓

經營二手物品生意，是罕見的例子。  
 

 

位於皇后大道西 153 號的建築物是專門出售二手物品的店
舖，在一九四零年代，只有少數人能負擔新衣服或季節性用品如

厚棉被的費用，故購買二手物品成為當時普羅大眾日常生活的重

要部分。故衣店當時甚受歡迎，每當轉季銷售額便隨之提升，20 而
市民亦習慣把故衣寄予中國內地的親戚。然而，一九七零年代，

隨着經濟改善，以及中國內地禁止進口故衣，有關行業漸趨式微。
21 合德行這類故衣店遂改變銷售模式，開始售賣珠寶及手錶等較
高價的物品，而欲購買折扣奢侈品的人仍會經常光顧這些店舖。  

 

社會價值和

地區價值  

 

從皇后大道西 153 號可步行至多幢法定古蹟及已評級歷史建
築，這些建築可反映戰前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包括舊上環街市、

舊精神病院正立面、舊病理學院和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為

組合價值  

 

                                                 
17 古物古蹟辦事處於一九九七年三月拍攝的照片。   
18 地政 總署 測 繪 處航 空 照片 ，二 零 零 零年 十 二月 二十 日 （ 照片 檔 號 ：

CW84263） .  
19 古物古蹟辦事處在二零二五年一月十四日與合德行員工進行的口述歷史
訪問。  

20 〈寒冬已至  故衣市場  當押生意亦旺盛〉，《工商晚報》，一九五四年十一
月二十日。  

21 〈港人生活齊提高  典當業不景氣  青年愛時髦不喜歡穿舊衣  大陸禁入
口故衣無去處〉，《新報人》，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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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古蹟）、東華醫院（一級歷史建築）、舊贊育醫院主樓（一級

歷史建築），以及位於皇后大道西 153 號對面的「雀仔橋」（二級
歷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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