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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環文武廟 

上環文武廟位於荷里活道，約建於 1847 年間，供奉

文昌帝君及關聖帝君。 

香港開埠初期，華人大都集中在中上環一帶，因此當

時一批華人富商如盧貴、譚才等人發起在此籌建文武

廟。文武廟建成後成為當時中上環華人宗教信仰的中

心，亦成為華人議事、教育和仲裁的地方。由於當時的

華人抗拒政府的管治，又習慣凡只事只會向宗族領袖求助，依靠他們排解日常的爭拗和紏紛。

當時的華人相信「舉頭三尺有神靈」，又事就會到文武廟，在菩薩面前宣誓，求神靈仲裁，而

宣誓的方法就是斬雞頭、燒黃紙，以示清白。 

文武廟亦是開埠初期紳商名流集會議事的地方。當年成立東華醫院時，亦是在文武廟中議

事。1872 年東華醫院開幕時，香港的紳商名流先到文武廟拜祭，然後才到東華醫院舉行開幕

禮。早期東華醫院的總理，每年逢春秋二祭，都要到文武廟拜祭，時至今日，才改為秋祭。

1908 年，香港政府頒佈文武廟條例，將文武廟交與東華醫院管理。                

香港開埠初期，殖民地政府並未認真對付貧窮、兒童失

學、拐賣人口等社會問題，當時為香港提供社會服務的只

有教會及神職人士。到 1848 年，香港只有三間由政府開

辦的官立學校及數間教會學校，清貧子弟均無法入學，於

是一向贈醫施藥的東華醫院在 1880 年在文武廟附近興辦

免收學費的義學，成為首個提供青少年服務的本地華人志

願團體。文武廟將附近一間由街坊紳商合辦的中華書院，

免費讓出與東華醫院開辦義學，更將部份經費撥與東華醫院興辦義學。第一所學校稱為文武

廟義學。但時至今日，設於文武廟左側的書院己被拆去，

卻在列聖宮的右邊建成公所。1994 年，東華三院耗資七百

萬元，在文武廟後面加建善德宮，供善信租用以供奉先人

靈位。文武廟是中西區香火最盛的廟宇，每年的收入很可

觀，大都用作東華三院的服務開支。 

今天的文武廟內保留不少文物，如一座鑄於道光廿七年

(1847)的銅鐘、兩條於道光三十年(1850)由善信送出的大

石柱、兩座分別於同治元年(1862)及光緒十一年(1885)由各行商聯合送出的鑾輿、及一塊由

光緒皇親題的匾額「神威普佑」。這塊匾額據說於光緒三年至四年間(1877-1878)，中國北部

洪水為患，東華醫院率領上海及浙江數個慈善機構，捐款五十萬兩賬濟水災。光緒皇遂命大

臣題寫「神威普佑」四字，並蓋以玉璽，欽賜匾額予東華醫院，以表彰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