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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舊日足跡 尋覓灣仔回憶
長春社推第十條「綠遊」路線 探知10景點古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

娜）灣仔是香港最早發展的地

方，在這個繁忙商住地帶中，原

來蘊藏着不少歷史風光。長春社

與港燈合辦的「綠遊香港」計

劃，本月19日會推出第十條路

線「匯聚下環」，「下環」是灣

仔的舊稱，在兩個小時導賞團

中，市民可以到香港首所發電廠

的所在地星街，了解本港供電與

照明文化的演進，亦會到19世

紀開埠前已有人居住的皇后大道

東一帶，了解舊灣仔郵政局、藍

屋、和昌大押及舊灣仔街市等

10景點的歷史及現時用途。

藍屋現被列為香港一級歷
史建築，是「匯聚下環」其
中一個介紹地點，它與鄰近
的黃屋及橙屋合稱為「藍屋

建築群」，有如灣仔區的一道亮麗風景
線。「藍屋建築群」最近獲得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卓越獎
項，是首次有香港保育歷史建築項目獲
此殊榮。

樓高4層的藍屋，具嶺南建築特色，因
外牆被漆上鮮艷的藍色而命名，而其橫
樑、樓梯、扶手等不少內部構件，仍依然
保留着原先的木製結構，是香港少數餘下
有露台建築的唐樓。
在歷史上，藍屋內曾經有一間在二次世

界大戰前，灣仔區內唯一的英文學校「一
中書院」、一所為小孩提供免費教育的
「鏡涵義學」，還有一所由黃飛鴻徒弟林

世榮的姪兒林祖開辦的武館。
藍屋建築群是第二期活化歷史建築夥伴

計劃項目之一，現址已活化為「We嘩藍
屋」，最大特點是「留屋留人」，共有32
個單位中，既保留部分單位給原來租客繼
續居住外，亦撥出12個單位作為「好鄰居
計劃」，讓對共居及社區參與有興趣的人
士加入成為「好鄰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結構奇特顏色艷
藍屋保育響名堂

不少人知道灣仔有日街、月街及星
街，原來三街的命名，可能與香

港首所發電廠有關。長春社文化古蹟資
源中心劉國偉表示，《三字經》提及
「三光者，日月星」，意思是太陽、月
亮、星星是世間光明的來源，可能藉由
發電廠提供光明而得來。

星街原來同發電有關
他指當時星街仍未出現，該處一帶是

洋人的墳場，後來墳場飽和而遷往跑馬
地墳場，加上附近有溪水供冷卻發電機
器，於是政府用來興建發電廠，1890
年建成時，為中區至文咸東街一帶的
50支街燈供電。他指，由1890年至
1893年短短3年間，華人用電量已經較
外國人多逾一倍，最主要原因是華人認
為「家中有光是好事」。
由於用電需求不斷增加，港燈於1913
年決定另覓地方興建新發電廠，位於北
角的新發電廠於1919年落成啟用，灣仔
發電廠則在1922年正式關閉。
舊灣仔郵政局、藍屋、和昌大押及舊
灣仔街市，都是點綴灣仔的特色歷史建
築物。劉國偉指，舊灣仔郵政局是香港
現存歷史最悠久的郵政局建築，於
1990年被列為法定古蹟，內裡原本的
櫃枱、郵票售賣機及郵政信箱均有保
留。1993年環境保護署將其改作環境
資源中心「環保軒」。
劉續指，舊灣仔街市被列為三級歷史

建築，現已發展為商住項目「壹環」。
他補充，由於當時發展商要重建，才發
現街市內籠結構與美國紐約大廈相近，
「但兩者層數相差這麼遠，正是殺雞用
牛刀的例子。」

石牆樹成獨特生態觀
「匯聚下環」路線除有歷史文物，亦

有綠色生態的一面。長春社高級項目主
任江詩敏介紹，東美花園的石牆樹極具
特色，由於政府早期搭砌的護土牆，磚
石與磚石之間只是泥土，雀鳥飛行期間
有可能將種子掉入石縫間，結果形成城
市石牆樹的獨特風景，同時提供遮蔭
處，「製造的微氣候讓溫度少廿度！」
「綠遊香港」自2008年舉辦生態文
物導賞團以來，至2017年10月已舉辦
接近600團生態文物導賞團，帶領接近
超過 8,000 名市民遊歷 9條生態文物
徑。當中4條位於香港島的香港仔郊野
公園、大潭郊野公園、龍虎山郊野公園
與西區的路線，餘下5條位於南丫島南
北兩段的路線。計劃亦培訓逾200位義
務生態導賞員，帶領每月舉辦的生態文
物導賞團。
計劃亦特別印製了兩份生態文物徑指
南，分別介紹香港島和南丫島各條生態
文物徑的路線位置及觀賞特色，又製作
了智能手機應用程式供免費下載。

第四站
和昌大押和昌大押

「匯聚下環」旅程
亦會到訪律敦治醫
院，尋找昔日英軍的
活動遺蹟。長春社文

化古蹟資源中心執行總監劉國偉
表示，律敦治醫院前身是1843
年成立的海員醫院，1873年因
虧損而由英國皇家海軍購入，改
為皇家海軍醫院。他指現時醫院
範圍仍可找到一些英國海軍的痕
跡，如刻有海軍船錨標誌的「界
石」，及疑似碼頭的繫船石墩。
律敦治醫院山下，位於皇后大

道東的麻石牆，其中一塊麻石刻
有「IL 86」及船錨圖案。劉國
偉指，「相信是解作Inland Lot
（內地段），以標示土地權。」
他指，平日信步而過的途人，
其實很難留意這幅石牆原來另有
古物。
該石牆還有一塊麻石刻有

「HEC」，劉國偉估計是代表
「HONG KONG Electric Com-
pany」的港燈石刻。
當時在1890年代，港燈沿皇

后大道東鋪設高壓電纜，以應付
工業客戶龐大的用電需求。由於
當時皇后大道東尾段仍是偏僻地
方，附近沒有可供確認的地標或
路標，故此工程人員在附近的石
塊上刻上記號，以便日後維修或
保養時確定位置。

■香港文匯報記者 翁麗娜

第二站
星街星街

（（香港第一所香港第一所
發電廠發電廠））

第九站
律敦治醫院律敦治醫院
及及「「界石界石」」

第六站
舊灣仔街市舊灣仔街市

「匯聚下環」其中一站，是
位於莊士敦道的「和昌大
押」，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
心執行總監劉國偉說，「和昌

大押」外牆使用水磨石工藝做裝飾，相信
是全港現存最大幅水磨石外牆。
他介紹，要製作水磨石工藝，首先將

石米加入彩色水泥混合，再由打磨師傅在
裝修現場一邊塗上，一邊打磨，由於工藝
要求高，工序又多，隨着本港工人工資上

升，該手作工藝不久便被淘汰。
「和昌大押」由4幢相連、設有長廊
式陽台的樓宇組成，樓高4層，分別建
於 1888 至 1900 年代，土地由填海所
得，建築物已有逾百年歷史，2007年由
市建局耗資逾1,500萬港元復修完成保
育及翻新工程，改成售賣傳統食品和古
玩的高級生活用品店，樓上3層則改裝
成高級英式酒吧及餐廳。

■香港文匯報記者 翁麗娜

和昌大押由設有長廊式騎樓的唐樓組成，樓高四層，是少數現存的四幢相連騎樓式樓宇，被列為
二級歷史建築。市建局於2007年耗資逾1,500萬港元保育，經復修及翻新後，改成商店、酒吧及
餐廳，現今依然保留有當年採用水磨石打造的「大門立面」和招牌。

舊街市的建築建於 1937
年，取代已經於1858年建成
的第一代灣仔街市。現已列為
香港三級歷史建築。發展商華
人置業為興建「壹環」，舊灣
仔街市後半部分已於2009年5
月拆卸，只保留外殼及前半部
分等四成半樓面面積。

灣仔發電廠是香港第一所發電
廠。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於1889年成
立，隨後購入灣仔一幅地皮建設發
電廠。1890年，發電廠建成，同年
12月1日下午6時開始供電，維多利
亞城電燈首次閃亮，為中區至文咸
東街一帶的50支電街燈提供電力。

「和昌大押」瑰寶 水磨石牆「大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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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偉相信，
和昌大押的水磨
石外牆屬全港最
大。

香港文匯報
記者翁麗娜 攝

全港
之最

第一站
東美花園東美花園
石牆樹石牆樹

香港地少人多，不少建
築物都依山而建，政府因
而築起護土牆防止山泥傾
瀉。香港開埠初期的護土
牆以石牆為主，植物種子
可由雀鳥或蝙蝠傳播，或
由鄰近的母樹直接掉到石
牆間隙，再萌發生長，成為
了獨特的石牆樹景觀。

第十站
灣仔公園灣仔公園

灣仔公園有兩棵樹已列入古樹名木
冊：樹頭菜及細葉榕。城市森林不但對
人類帶來裨益，也是不少生物棲息以至
覓食的環境，有助提升城市的生物多樣
性。

第三站
洪聖廟洪聖廟

第五站
舊灣仔舊灣仔
郵政局郵政局

位於皇后大道東，供奉的洪
聖大王為南海之神。洪聖廟現
為一級歷史建築，建廟年份不
詳，相信英國人佔領香港時已
存在。參觀時可留意門外石柱
上的對聯，正好道出灣仔舊名
「下環」。

舊灣仔郵政局是香港現存最
古老的郵政局建築，在1915
年至 1992 年間一直是郵政
局，現已改為環境保護署的環
境資源中心，又名「環保
軒」。這座曲尺形的金字頂建
築物，其山牆及灰塑甚具特
色。

第七站
藍屋藍屋

藍屋是香港少數設有露台的
唐樓，建於1920年代，現為一
級歷史建築，與鄰近橙屋及黃
屋合稱藍屋建築群。藍屋建築
群是全港首個以「留屋留人」
方式來活化的歷史建築，不但
保存昔日唐樓的鄰舍氣氛，亦
可保育區內的人文資本，於社
區的持續發展起示範作用。

律敦治醫院原址曾被皇家海軍
購入，因而一度成為皇家海軍醫
院。醫院平台花園現仍擺放有一
座麻石雕飾，是舊日皇家海軍醫
院門口的裝飾。醫院附近麻石牆
上有三塊刻有海軍船錨標誌的
「界石」，巴里士山山腳（香港
華仁書院附近）亦有兩塊類似的
「界石」，可見這個地方過去曾
屬皇家海軍所有。

北帝廟建於1863年，為一
級歷史建築。主殿供奉有一座
鑄於1604年的北帝銅像，比
北帝廟歷史更久遠。
北帝廟外牆上有一塊T形街

道牌，估計是1910年代的產
物。這種街道牌大多釘在建築
物外牆，很多已隨建築物拆卸
拆毀，現已所餘無幾。

第八站
北帝廟北帝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