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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的成立可追溯至1870年，一群熱
心公益的華人關注到香港尚未有完善的

醫療體系，因此一同集資在上環普仁街興建第
一家華人醫院—東華醫院。當時醫院還沒有
建成，已經有華人領袖開始在醫院附近為貧病
的人提供醫療援助。當醫院落成並開始啟用以
後，發現醫療需求的人口日漸增加，因此位於
九龍油麻地的廣華醫院以及銅鑼灣的東華東院
也分別於1911年以及1929年正式投入服務。
最後東華三間醫院的行政管理以及資源分配都
落於同一個董事局管理，合稱為「東華三
院」。三間醫院在初期除了贈醫施藥以外，還
積極提供社會福利和教育，最後還將服務拓展
至殯儀和安葬的服務。

牌匾講述時代故事
步入展覽廳，觀賞者首先能夠看見一系列東
華三院的牌匾和對聯，一部分是由當時的東華
醫院和廣華醫院總理題贈，有些則是由九龍的
街坊或者商舖送贈。由於當時還沒有海底隧
道、沒有地鐵，九龍的人要過海到港島看病，
除了要花很多時間以外，還要承擔大風帶來的
危險與風險，因此廣華醫院的成立讓九龍的市
民大大受惠，所以街坊和商舖紛紛送上牌匾致
謝。而街坊送贈的牌匾亦富有地區色彩，當中
寫「胞與為懷」的牌匾，下款刻有三家在旺
角染布店的名字，即使這些商舖已經關閉，但
旺角一些街道的名稱仍然被保留，例如：黑布
街、白布街、染布房街等，這些都反映了早期
的地區發展，觀賞者可以從牌匾的文字閱讀到
當時的人文故事與生活環境。
另外寫「東華三院文物館」和「廣華醫
院」的牌匾在廳內相對擺放。東華三院文物館
的前身是廣華醫院的大堂，牌匾上面除了刻有
醫院的名字以外，還刻有其創辦時期，觀賞者
能夠憑上面的日期，追溯當時的歷史背景。在
「東華三院文物館」的牌匾兩側，有一對對
聯，其中一邊寫：「憫蒼黎火熱水深喚我國
魂起四百兆同胞痼疾」。廣華醫院成立於1911
年10月9日，剛剛好在武昌起義前夕，對聯中
隱約能體現出當時的社會病入膏肓，即使是平
民百姓都對時局非常關心，活在水深火熱之
中。今天，東華三院檔案與歷史文化辦公室的
成員回看文獻，從這般憂國憂民的文字中，大
家猜測對聯是由孫中山的老師、廣華醫院第一

任理事區鳳墀所提。

一封匿名信
展覽中還展出了廣華醫院的文獻和文物，包

括當時1917年1月到4月廣華醫院使用的總
冊。據了解，總冊是香港最早的一本醫療記
錄，也是香港早期醫療及社會發展的重要材料
之一。而在廣華醫院成立40年以後，病人自己
可以自行選擇以中醫或者西醫來診症，從冊中
的印章我們能夠判斷到當時的病人看的醫生。
除了入院人的姓名、性別和住址以外，總冊還
列明他們每一天的燃料支出、膳食、施棺代葬
的細節。當時的東華醫院和廣華醫院都有中醫

和西醫的服務，但是卻只有西醫是受政府
資助，因此廣華醫院的中醫是只有行贈醫
的制度，並沒有提供施藥的服務。
後來廣華醫院開始全面贈醫施藥，這個
轉變源於1922年一封來自一個普通市民
「小婦人」的信，信中她提到一個人要是
生病只得到診斷，卻沒有施藥去治癒，對
於身體並沒有作用。因此她將自己的積
蓄，當時的580元拿出來捐給東華三院，
然後再反覆捐錢，到了最後她一共將五萬
八千多元捐出。雖然這些錢還沒有足夠讓
醫院去購買中藥，但卻引起了董事局的關
注，將贈醫施藥這件事帶到會議上討論，
感動到更多人願意捐出金錢來支持這件
事。跟政府討論以後他們馬上進行了一次
開捐，多出來的七萬多元就在新填地街開
了十個舖位，至今還是屬於東華三院的物
業。而最為人熟悉的就是東寶閣，即現時
屬於東華三院的中醫專科門診服務中心。

培訓第一批華人護士
在廣華醫院1921年開始招收護士學生

之前，香港的護士大多都是西方人或者是
一些修女。為了培養更多華人當護士，廣
華醫院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積極提供專業的
護士培訓，開設了香港第一家護士學校，

第一屆招收了六個學生。三年制的護士學校有
一個有趣的規定，護士學生在最後一年都必須
接受助產訓練。展覽裏面收藏了一個記錄本，
當中觀賞者可以看見其中一個畢業後的護士曾
經幫超過一千個孩子接生。此外，也有一個由
名叫麥添明先生將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透明奶瓶
捐出，上面還刻有「東華三院」的字樣。雖然
東華三院有不同的醫院，但是護士培訓一般都
集中在廣華醫院，展廳裏面展出了護士畢業的
時候在廣華醫院正門門口的合照，這個習慣是
每一屆畢業生的指定動作，後來也成為了一種
歷史的記錄。

百載築蹟百載築蹟
看前世今生看前世今生

紀念東華三院150周年

提到東華三院提到東華三院，，無論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無論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還是海外華人相信都不會感到陌生還是海外華人相信都不會感到陌生。。東華三院伴隨香港東華三院伴隨香港

人和海外華人走過一代又一代人和海外華人走過一代又一代，，經歷社會的起伏與變遷經歷社會的起伏與變遷。。作為一所大型的非牟利機構作為一所大型的非牟利機構，，提供醫療提供醫療、、教教

育育、、福利以及安葬服務福利以及安葬服務，，成為普羅大眾生活上的支援成為普羅大眾生活上的支援。。直到今天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值得港人尊敬的它仍然是值得港人尊敬的「「品牌品牌」」

之一之一。。

適逢東華三院創院適逢東華三院創院150150年年、、東華文物館成立東華文物館成立5050周年周年，，同時也是文物館被評定為法定古蹟的同時也是文物館被評定為法定古蹟的1010周周

年年。。古物古蹟辦事處及東華三院文物館共同策劃展覽古物古蹟辦事處及東華三院文物館共同策劃展覽「「百載築蹟百載築蹟 ── 東華三院文物館與文物保育東華三院文物館與文物保育」，」，

於香港文物探知館專題展覽廳展出超過七十件展品於香港文物探知館專題展覽廳展出超過七十件展品，，讓觀賞者能夠深入了解東華三院的成立與發展讓觀賞者能夠深入了解東華三院的成立與發展、、

建築特色以及與今天有密切關係的文物保育建築特色以及與今天有密切關係的文物保育，，

同時展示了百多年來機構在香港取得的成果和同時展示了百多年來機構在香港取得的成果和

香港同步成長的印記香港同步成長的印記。。展期到展期到99月月2323日日（（因疫因疫

情關係目前暫停情關係目前暫停）。）。 文文、、攝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苡楠陳苡楠 （（部分照片由主辦方提供部分照片由主辦方提供））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日前公布，在三星堆周
邊發現有五千年文明的重要遺址——聯合遺址。
專家認為該遺址應該是三星堆古城遺址周邊的一
個重要聚落，此發現拉開了對三星堆周邊區域研
究的序幕。
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辛中華介

紹，聯合遺址位於四川省廣漢市南豐鎮聯合村1
組，南距三星堆古城遺址約8公里。
從2019年10月開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德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廣漢市文物管理所
對聯合遺址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計劃發掘面積
7,000平方米。截至2020
年6月底，已完成發掘面
積4,500平方米，發現了
極其豐富的新石器、商
周、秦漢、魏晉、唐宋和
明清時期的遺存，揭露各
個時期的灰坑、墓葬、窯
址等遺蹟數以千計，同時
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瓷

器、石器等，目前發掘工作仍在進行中。
「聯合遺址涵蓋了桂圓橋、寶墩、三星堆、十

二橋四個文化因素，是三星堆周邊首次發現有
完整古蜀文明序列的遺址，其中三星堆主體文化
因素在聯合遺址最為豐富，出土了大量和三星堆
類似的文物。」辛中華說。
據了解，聯合遺址出土和復原了大量的高柄

豆、鏤空圈足豆（盤）、小平底罐等。其中出土
的陰線刻龍鳳組合紋陶器年代為晚商時期，是目
前中國發現最早的有「龍鳳呈祥」圖案的陶器。
漢代遺存以灰坑和溝為主，出土器物有釜、罐、

盆、缽、紡輪和「大富吉」銘文瓦
當等。唐宋時期則以墓葬為主，出
土器物主要有雙耳罐、盤口罐、銅
鏡和開元通寶銅錢等。
辛中華認為，聯合遺址涵蓋了

近5,000年來連續不間斷的區域
發展史，對研究古蜀文明的起
源、發展和演變有重要意義。

新華社

�

三星堆周邊發現五千年文明遺址

■出土的陰線刻龍鳳組合紋陶器年代為晚商時期，是目前我國發現最早的
有「龍鳳呈祥」圖案的陶器。 資料圖片

■■聯合遺址位於四川省廣漢市南豐鎮聯合村聯合遺址位於四川省廣漢市南豐鎮聯合村
11組組，，南距三星堆古城遺址約南距三星堆古城遺址約88公里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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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冊詳細記錄當時廣華醫院出入院病人資料

總冊詳細記錄當時廣華醫院出入院病人資料。。

■■「「東華三院文物館東華三院文物館」」
的牌匾兩側的對聯的牌匾兩側的對聯。。

展覽廳的兩
側放了四個

刻滿文字的
牌匾，分別

給四個不同
階層人士在

處事、態度
方面的勸勉

。

第一個牌匾
是針對總理

，因為他們
掌握院裏面

的

大權，此牌
匾提醒這階

層的人處事
要公平、心

胸

要廣闊；第
二牌匾則針

對醫師，中
國人常說醫

者

父母心，行
醫的人一定

盡所能醫治
任何一個病

人；第三個
就是給行政

人員的指示
，由於他們

負

責醫院的運
作，也需要

處理金錢，
容易行差踏

錯，牌匾勸
喻這一群人

應該各安其
分；最後就

是

針對工人，
由於病人躺

在病床上很
辛苦，工人

必

須盡力伺候
，給予病人

即時的回應
。

牌匾的啟示

■■立柱上花籃形狀的對聯木托立柱上花籃形狀的對聯木托。。

在東華三院文物館被評定為法定古蹟的
同一年，上環文武廟亦同時被評為法定古
蹟。1908 年香港政府頒布《文武廟條例》，將文武廟及其所屬廟產都交給東華醫院管理。展覽裏面展出了一個石灣公仔，它們都是燒製出來的陶瓷，大多以戲曲或者人物作為主題。展覽中展出了一個武官造型的人像，是在重修的時候被拿下來，它原來是被放在文武廟的右山牆前方末端作為展示。當時燒製這個陶瓷不但印有生產的年份、工廠的名字，能夠追溯到文武廟的公仔都是來自同一家製造商。

石灣公仔見證時代工業

■■原於文武廟右山牆前原於文武廟右山牆前
方末端的石灣陶瓷像方末端的石灣陶瓷像。。

展覽廳中央展示了按一比一比例仿製的東華醫
院大堂，其

醫院主要的風格都是中西合璧的設計。大堂看
上去像中國式

的祠堂或者廟宇，牆身用了青磚，屋頂是木的
樑架，這樣的

設計是希望華人去看醫生的時候能夠有熟悉的
建築環境，而

醫院裏面的病房就用了西式的設計。仔細去看
中國建築文化

裏面的掛鈎和木拖，隱藏了很多吉祥的符號，
由於中國人的

表達比較含蓄，祈求吉祥的意思不會直接表達
。例如在掛鈎

上看見的蝙蝠，取其諧音，代表「福到」；桃
子，就代表有

「福」和有「壽」；花瓶則代表了平安的意思
。

院中裝飾寄美好期盼

1918年2月26日舉行一年一度的打吡大賽，有逾萬名市民
參加看賽馬，卻不料發生了大火，很多觀眾走避不及，最後
有六百人葬身火海。當中的華人要求政府給死難者進行打齋
和幫忙安葬，政府就和東華三院聯手策劃舉行了一連七天的
法事，也幫忙尋找地方給死難者建陵園。東華三院在輾轉之
下決定以咖啡園作安葬之地，也邀請了華人建築師何想設計
陵園，以配合華人的思想和對風水的要求去設計，給家屬們
一個安慰。從此，東華三院在1922年就擁有第一個由市民捐
款建的陵園，並命名為「戊午馬棚遇難中西士女之墓」，陵
園內立下了「馬場先難友紀念碑」作為紀念。展覽除了展出
了寫「規劃周詳」的牌匾，以答謝何想無私付出外，還有
紀念碑的照片讓觀賞者能夠了解到陵園背後的故事。

東華三院
為死難者家屬建陵園

■■馬場先馬場先
難友紀念難友紀念
碑碑。。

■■19601960年代廣華醫院育嬰室年代廣華醫院育嬰室。。

■7月底冒着暑熱在現場忙碌的工作
人員。 資料圖片■挖掘出土的大量陶片 資料圖片

■三星堆主體
文化因素在聯
合遺址最為豐
富，出土了大
量和三星堆類
似的文物

資料圖片

■■牌匾誡勉工作人員
牌匾誡勉工作人員。。

■■倒掛的蝙蝠倒掛的蝙蝠
外 形外 形 ，， 象 徵象 徵
「「福到福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