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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百年 

1841 年 1 月 25 日上午 8 時 15 分年英國遠征軍在英軍艦「硫磺」號艦長卑路乍(Edward 

Belcher)的指揮下，登陸水坑口。1 月 26 日，艦隊支部司令伯麥(Bremer)，率領他的部屬，

在水坑口對上的一個小山崗上，舉行了一次隆重的升旗儀式，正式宣佈佔領香港。 

其後，「硫磺」號在堅尼地城對開與青洲之間的海面作為起點，環繞港島一週，首次測量了

港島的海域，繪製成香港第一份海圖。現今西環的「卑路乍街」，就是紀念這個侵略者，而堅

尼地城與青洲之的水道亦被命名為「硫磺海峽」。 

英軍佔領港島後，在中西區建立許多建築物，成為香港的政治、法律、軍事、經濟中心，

例如前總督府、前最高法院、前中央警署群、前三軍司令官邸、前美利兵營、前海軍基地「添

馬艦」、前海軍船塢等都位於中區。西區則有多處軍事遺址，如摩星嶺炮台、龍虎山炮台、卑

路乍炮台等。1841 年港英政府開始以填海取得土地，第一條馬路“皇后大道”1842 年通車。

其後中區的德輔道、干諾道等都填海得來。 

英軍佔領香港後，宣布香港為自由港，在港島進行賣地，成立維多利亞城，以紀念維多利

亞女皇。不少洋商開始出現，經營和鴉片有關的生意。1845 年香港第一家銀行－東方銀行成

立，匯豐銀行於 1865 年成立。隨着港島的發展，不少商業大樓紛紛出現，但時移勢易，不

少早期的建築物經已改建，只留下於 1924 年興建的畢打行。 

香港早期不少教會的總部都設於中西區，各個宗教建築都具有不同特色，例如始建於 1841

年的聖約翰座堂、1883 年的天主教座堂、1843 年的原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等。華人社會多

尊崇中國的傳統信仰，區內多座寺廟如文武廟、魯班廟、觀音廟等香火十分興旺。 

1840 年代，中環街市興建，1843 年華人開始獲准在今日蘇杭街一帶居住，並經營一般的

商業，稱為「下市場」，部分華人居於今中環街市南面的「中市場」。1843 年政府將華人全部

遷往今天太平山街一帶的「上市場」。華人的傳統信仰開始在該處植根發展，出現不少佛堂和

廟宇。1850 年代，由於「太平天國」起事，大量廣州華人來港，帶來一量資金和從商的經驗，

開展香港的南北貿易。1856 年，一些華商在太平山街建立「廣福慈航」，用作安奉一些身無

分文的而又客死異鄉的華人的木主，人稱「百姓廟」。1868 年「南北行」成立。 

1870 年代，華人成立「東華醫院」，辦學興教，1878 年保良局在上環成立，收容被拐帶的

婦孺。1894 年太平山區發生鼠疫，政府將該區房屋拆卸重建，保留空間，建成卜公花園。同

時港府設立病理檢驗所，即現今醫學博物館。 

1899 年春，香港又發生疫症，東華醫院為特別將當年的位於西環的玻璃廠廠房修葺重開，

名為東華醫院西環分局，收容疫症患者。 

1907 年香港疫症又再爆發，東華醫院於普仁街、保良新街及新街相連處興建「新街疫局」，

收容傳染病者，又將西環分局改為痘局，收容天花患者。1910 年，痘局開幕，原址直至 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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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才交回政府。二次大戰後，東華痘局拆卸，原來建築物的拱門石碑，則被保留，並遷至堅

尼地城。 

由於早期華人都集中居住於中西區，因此英國倫敦教會亦在中區成立中華男青年會，設有

室內泳池，室內運動場和室內跑道，為青少年華人提供社區服務。中西區內亦有不少學校，

第一所官立中學位於荷李活的中央書院在 1862 年成立，香港大學於 1911 年成立。 

時至今日，中西區的面貌不斷改變，很多舊日的事物已不復見，但仍然有些舊建築還可

保留，我們還可藉此證當年的一些民情風物。如位於嘉咸街的永和號雜貨店，政府決定加以

修葺保留。巿區重建局將上環嘉咸街打造成老店街，並打算將永和號作為老店街的正門入口。 

香港還有許多的文物古蹟，有待我們去認識和了解，作為香港的一份子，我們有責任去

認識身邊的文物古蹟，加以保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