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灣河 

 西灣河的名字，最早見於 1901 年的《香

港政府憲報》，西灣河當時有 876 人居住。

根據哥連臣的地圖所顯示，當年鰂魚涌以東

有多條水源由山而下流出大海。香港開埠

後，箕箕灣人口日增。因為鰂魚涌以東有水

源便於日用和耕種，當地居民遂稱之為西灣

河。在 1891 年的《香港政府憲報》，已有「筲

箕灣西」村落的出現，很有可能就是西灣河

的前身。 

 太古洋行在鰂魚涌開設糖廠和船塢，需要

大量的勞動力，吸引了不少外來人遷移到靠

近糖廠和船塢的西灣河居住以方便工作，遂   (攝於 1908 年 2 月的西灣河，照片中央的太古洋行宿舍仍未完工) 

帶動了當地的發展。根據 1890 年代的地圖所顯示，西灣河當時已有黃角咀、西灣河和澳貝龍村了。

其後由於員工數目大增，太古洋行更興建員工宿舍，而宿舍所座落的太安、太寧、太康、太富、太祥

和太吉等六街，均用太古洋行的太字來命名。西灣河一帶遂日趨興旺。 

戰後，香港人口不斷增加，西灣河一帶山邊搭建大量木屋，計有成安、馬山、聖十字徑、澳貝龍、

花園及橫坑東，西村等多條木屋村．至 1980 年代末才逐步清拆；與此同時，西灣河傍又進行填海。

時至今日，西灣河自海傍至半山，已興建了多條公共屋邨和私人屋苑，社區面貌煥然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