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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環廣福慈航 

上環廣福慈航位於上環太平山街，原名為「廣福義祠」。自英國人

佔領香港後．香港逐步發展，不少人離鄉別井，來到香港出賣勞力。

來港的華人中不少只是孤身一人，一旦不幸客死異鄉，就無法通知鄉

中親人來港辦理喪事，又無能力遷回原籍安葬，只能由一些同鄉合力

草草殮葬，變成無主孤魂。於是本港有些紳商名流就於咸豐六年(1856)

在太平山街建立了幾間小建築物，用作安奉無主孤魂的木主，日後如

果死者的親人來港，亦可以將他的木主帶回鄉中。由於安放木主沒有

籍貫和姓氏所限，而且不收費用，因此稱之為廣福義祠，居民稱為百

姓廟。 

早期香港的醫療落後，並沒有華人醫院，大部份華人都是窮苦大眾，患病後得不到應有的

治療，到了病危之際，只有走到這所義祠內等死，其間有些流浪無依無靠的人又借義祠棲身。

由於義祠內住滿了垂死的窮人、流浪漢和死去的病人，令到義祠內的衛生環境十分惡劣。 

1869 年 4 月 20 日，由於死去的人太多，平日來收屍的人沒有到來，因此臭氣薰天，附近

居民抗議，引起全港市民關注。 

後來當時的港督麥當勞應華商之要求，撥出了一塊土地，興建第一間華人醫院，這就是今

天的東華醫院。但在東華醫院未建成之前，政府將廣福義祠進行整頓，在祠內設立中醫診所，

贈醫施藥．可以說，廣福義祠是東華醫院的前身。直至 1872 年 2 月 14 日東華醫院成立，義

祠的贈醫施藥才宣告結束，義祠從此歸東華醫院管理。 

1878 年年底，東華醫院紳商協助籌組保良公局，即今保良局前身。1880 年保良局成立，

東華醫院將平安、福壽樓借與該局辦公。1891 年東華又借出廣福義祠地段協助保良公局建立

局址，1896 年 11 月落成，保良公局交回平安、福壽兩樓予東華醫院，改為病房。1930 年，

保良局於銅鑼灣的新局落成，便又將廣福義祠地段交回東華醫院。 

東華醫院成立後，廣福義祠進行重修．廟內仍安奉先人木主，

並將門額改為「廣福慈航」。廣福義祠門外左面共有兩塊石刻，

一為《重修廣福義祠碑記》，於 1977 年所立，說明該廟的歷史，

碑文如下： 

「公元一八五六年清咸豐六年丙辰之歲，本港紳商醵資建義祠

於太平山街，名曰廣福祠，俾坊眾供奉先人神位，坊眾稱之為百姓廟。嗣有無依難民栖息其

間，或更貧病交迫。於是倡議當局就該地暫設贈診所，其顛連無告者則資遣回籍。總督麥當

奴爵士深致嘉許，並允撥地籌建醫院。迨一八七二年，東華醫落成，贈診所亦告撤銷，廣福

祠歸本院管理。其後一八九六年嘗加葺治。今歲丙辰，回溯該祠肇建已兩歷周甲矣，本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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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乃發起重修，耗資逾十萬元，率由當年總理及各界善信踴躍捐助，歷時五月竣工。荷蒙 本

院顧問鄧肇堅爵士主持揭幕典禮。同人等躬逢其盛謹，謹泐貞珉，紀述沿革，用誌弗諼。東

華三院主席湛海生，副主席張威臣、馬清偉、周克榮，總理周國銓、左德明、孫世俊、姚中

立、譚國始、鄧爾邦、馬介璋、陳權、郭志安、邱木城、何世鏗、陳章岳、周殿銘、蕭明、

譚榮芬謹識。一九七七年歲次丙辰元月十三日 陳荊鴻敬書。」 

另一塊碑刻是於光緒甲午年(1894)所立，碑文如下： 

「本廟地段乃因眾議借建保良公局，以為辦善之用，今移在廟右復建。蒙輔政司兼華民政

務司駱大人親臨立石，以垂永久，敬泐數語，用誌並諼。甲午年東華醫院當年總理盧文瑞等

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