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藍屋 

藍屋屬本世紀20 年代落成的樓宇，具有當時流行的唐樓露台設

計，現時所見的露台通花鐵欄杆及支柱均是當年的原有設計。和

本港少數僅存的樓齡超過80 年的戰前唐樓一樣，藍屋由一排緊貼

而起的狹長形唐樓組成，高四 層。屋內所有上層均由木材建成，

樓宇內至今仍保留兩道別具特色的木樓梯，踩上去吱吱作響。屋

內原設計並沒有廁所，早年仍有倒夜香之服務，後來低層部分單

位加建水廁。 

現時的藍屋包括石水渠街72、72A 及74 號三幢唐樓，由政府在70 至80 年代收購，已被列

為一級歷史建築物。 

藍屋原址在1872 年的差餉徵數冊中列名為「華佗醫院」(亦名灣仔街坊醫院)，樓高兩層，可

能是灣仔第一間為當地居民提供中醫服務的醫院。1872年，曾有建議把華陀醫院與當時剛落成

的東華醫院合併，但由於華陀醫院的值理之間出現爭議，這項建議未有採納，而最後華陀醫院結

業，建築物改建為廟宇。醫院於1886 年關閉後，該樓宇被用作供奉「神醫華佗」的廟宇。1920 

年代初期樓宇拆卸後重建為4 層高的唐樓，落成後「華陀廟」坐落在72 號石水渠街地下。 

廟宇後來被黃飛鴻徒弟林世榮的姪兒林祖開辦之武館所取代，其後1960 年代成為林鎮顯跌打

醫館至今。除了為華人貧苦大眾提供居所，72 號二至四樓曾開設二戰前區內僅有的英文中學「一

中書院」，和為該區小孩提供免費教育的「鏡涵義學」。 

據悉，本港開埠初期，石水渠街一帶屬茶葉貿易行及工人聚集的地方，不少英國茶商在此進行

中國東南茶葉買賣。鮮魚商會亦曾利用74 號4 樓作為會議室，當年用於供魚商麻雀耍樂的一張

石檯及兩張石椅至今仍然保存在天台原來位置。政府在1978 年收購後才於外牆塗上藍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