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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豐銀行大廈 

第一代香港匯豐總行大廈是位於獲多利街（現稱銀行街）以及皇后大道交界的獲多利大廈，在

1865年由香港上海匯豐銀行租用，當時皇后大道仍為海旁。1866 年，香港上海匯豐銀行決定

購入該地皮。 

第二代總行大廈於1886 年落成，大樓前後部分的設計迥然不同，似由兩幢風格不同的建築物

組成：面向皇后大道的一面以柱廊及八角形的圓拱屋頂為主，屬維多利亞式設計；面向德輔道的

一邊則採用一系列拱形走廊為主。 

第三代總行大廈於1933 年進行重建，並使用了部分舊香港大會堂的原址，並於1935 年啟

用，設計屬芝加哥學派。大廈樓高70 米，共13 層，當時是遠東規模最大的建築物。有指它是

香港首座裝有空調的建築物。香港日治時期，曾經被用作政府總部。 

第四代總行大廈於1983 年首季重建，並於1986 年4 月7 日落成啟用。這座第四代的總行大

廈耗資52 億港元，是當時全球最昂貴的建築物及首幢耗資10 億美元的大樓。第四代香港匯豐

總行大廈是由著名建築師諾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設計，由構思到落成需時6 年時間。

整座建築物高180米，共有46 層樓面及4 層地庫，使用了30,000 公噸鋼及4,500 公噸鋁建成。 

大廈建造時所用的配件絕大部分都是預造的，結構用鋼件在英國製造，玻璃、鋁制外殼以及地

板在美國製造，服務設施元件在日本製造。整個設計的特色在於內部並無任何支撐結構，可自由

拆卸。所有支撐結構均設於建築物外部，使樓面實用空間更大。而且玻璃幕牆的設計，能夠善用

天然光；地下大堂門向著正南正北，冬夏都能保持大堂涼爽，節省不少冷氣費。加上其設計靈活，

可按實際需要輕易進行擴建工程而不影響原有樓層。樓內還有一部檔案運輸帶，可每天自由傳送

數噸重的檔案。 

建築重點是「衣架計畫」的設計方案。整個地上建築用四個構架支撐，每個構架包含兩根桅杆，

分別在五個樓層支撐懸吊式桁架。桁架所形成的雙高度空間，成為每一群樓層的焦點，同時還包

含了流通和社交的空間。每根桅杆是由四根鋼管組合而成，在每層樓使用矩形托梁相互連接。這

種佈局使桅杆違到最大承載力，同時把桅杆的平面面積降到最小。既然從大樓的外側可以看見構

架，設計團隊自然想乾脆把基本結構暴露出來。不過基於耐久性和抵抗力的需要，還是必須加上

一層保護，因此自然得做某種形式的覆面。 

置放在總行門前的這兩頭雄獅，張嘴吼叫的是“史提芬”（Stephen），此名得自1920 年-1924 

年的香港總行總司理史提芬（A. G. Stephen），而鑄造銅獅也來自他的倡議。另一頭銅獅稱為

“施迪”（Stitt），是當時上海分行經理施迪（G. H. Stitt）的名字。 

第三代香港匯豐總行大廈於1935 年落成時，匯豐仿照上海匯豐銀行大樓門前也擺放兩尊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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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並以上海的一對銅獅複製鑄造了兩尊同樣的獅子，安放於香港總行門前。 在1942 年日軍

攻佔香港後因物資緊張，日軍曾試圖將港滬兩地的銅獅運至日本回爐取銅。香港的兩尊銅獅連同

維多利亞女王和香港上海匯豐銀行大班昃臣（Sir Thomas Jackson）的銅像被運至橫濱，存放

於碼頭倉庫，準備熔為軍火材料。1945 年日本投降後，兩尊獅子被美軍發現，在麥克亞瑟命令

下運回香港。當第三代總行於1978 年拆卸重建時，兩隻銅獅被安排擺放在對面的皇后像廣場，

直至1985 年第四代總行落成為止。 

銅獅子每只重2,250 磅，擺放在香港的是第一對複製品；第二對複製品在英國倫敦金絲雀碼頭

（CanaryWharf, London）的匯豐集團新總部大廈門前；第三對複製品則在上海浦東發展銀行

於1997 年獲得前上海匯豐銀行大樓的使用權後，照原樣鑄造了兩尊新銅獅置放在原位。上海浦

東發展銀行曾希望將原品移回銀行大門前，後經協商，由浦東發展銀行出資重新鑄造，在仿造過

程中，出於對歷史的尊敬，原日軍破壞的鋸痕也一併保留呈現。原件其中一隻張嘴吼叫的「史提

芬」在上海外灘的東方明珠廣播電視塔內的上海城市歷史發展陳列館中展覽。原件另外一隻「施

迪」則存放在上海市銀行博物館。 

第二代匯豐銀行              第三代匯豐銀行 

 

 

 

 

 

 

         第四代匯豐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