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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承傳憶昨日

—紅磡至 20世紀初的發展

紅磡的發展，《北京條約》清廷割讓九龍半島連昂船洲予英

國，可說是分水嶺。1860年以前，新安縣轄下的村莊，舊載共

有五百多條。今日新界及港九兩地，在當時都是屬於新安縣巡檢

官富司轄下。在《新安縣志 A都里志》內記載，村莊的名稱有不

少至今仍沿用未改或字音相近，如錦田村、屏山村、屯門村、石

岡村、大步墟等等，不勝枚舉。屬於今日港九市區內的，如衙前

村、蒲岡村、牛池灣、尖沙頭、土瓜灣、深水莆、九龍寨、黃泥

涌、香港村、薄寮村、薄鳧林、掃管莆、赤磡村等皆見於記載。

其中赤磡村即紅磡。

在九龍半島未劃歸香港政府管治前，已有 “紅磡”之名。據

說二十世紀初，有工人打井時，發現湧出來的井水是朱紅色的；

認為動土傷了龍脈，流出的是龍血，該區便得了紅磡之名。紅磡

原是突出在海灣畔的尖尖小半島，最早叫大環，《新安縣志》已

有記載紅磡古時被稱為赤磡村。另一說法為從港島望往紅磡，

只見海邊全為紅色岩石 1，紅磡因而得名。紅磡區內當時有紅磡

村，另外還有老龍坑村 2和鶴園村 3等。

“紅磡原以村落為主，包括鶴園村、老龍坑村和紅磡村等，

正好與西部的小漁村油麻地各處一方。而紅磡日後的開發，是與

其船塢的經營分不開的。”4

文化承傳憶昨日——紅磡至 20世紀初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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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承傳憶昨日——紅磡至 20世紀初的發展 3

1900年的紅磡灣，圖左方為黃埔船塢，右為青洲英坭廠。（相片由鄭寶鴻先生提供）

1860年後，香港漸次發展成為華南的主要轉口港，為防範其

他歐洲列強威脅，英軍自 1870 年代起即在維多利亞港兩旁修建

炮台以防止列強侵佔香港。由於當時英國尚未租借界限街以北的

“新界”，紅磡遂成為海港防禦的重要地區。從 1878 至 1880 年

起，英軍先在黃埔船塢的南端興建 “九龍船塢炮台”保衛港口 5， 

後於 1890 年代初在大環山上建成另一座“九龍炮台”，以攻擊從

鯉魚門入侵的敵艦。不過隨 “新界”於 1898 年租借給英國，20

世紀初開始，九龍東部的海港防禦重點轉移到地理位置更佳的魔

鬼山上。紅磡的炮台自此棄用。

設立黃埔船塢

1861年，九龍改為英治後，紅磡如油麻地般，均成為華人

社區中心 6，至 1870年代，紅磡的主要街道包括大街、後街、

海旁街等。港英政府陸續發展該區成為工業區，1864年，黃埔

船塢在紅磡成立 7，此為外國人進駐該區之始，船塢吸納大量華

人工人，俟後更不斷擴展。1884年開始，港英政府更開始於紅

磡灣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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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承傳憶昨日——紅磡至 20世紀初的發展 5

“1863年，黃埔船塢成立，同年怡和洋行收購位於九龍黃埔

的谷巴樂臣船塢（The Couper & Lockson Docks），兩年後又收購

位於香港仔的林蒙柯柏船塢（The Lamont & Hope Docks）。1870

年及 1880 年，黃埔船塢再分別兼併位於九龍紅磡及大角咀的聯

合船塢和四海船塢，自此擁有日後發展壯大的基礎。1869年，

由於位於港島中區海軍船塢不敷應用，英軍部要求黃埔船塢協助

維修，並以 999年期作為交換條件 （1898年所有新批土地年期已

改為 75年，可續 75年）。於是黃埔船塢於 1899年大大擴展。”8

1898年綠島水泥公司 9把工廠從澳門遷到紅磡來，使紅磡逐

漸成為人口密集的地區。迨 1890年，漆咸道一帶已成為工業區，

除船塢外，亦有多間玻璃廠和火柴廠，包括花旗及隆記火柴 10， 

亦有建置於 1881年的紅磡同茂皮廠，其出品商標以象牌為記。

總括來說，九龍半島在 19世紀末至 20世紀初，相對香港島來

說，人煙仍屬稀少，只有油麻地與紅磡這兩區較多人居住 11， 

仍有大量土地可用作工業及運輸發展。

華人平民社區

不可不知，隨着黃埔船塢的出現，大大提供了就業的機

會，受僱的員工，除部分來自鄰近鄉村外，多居住於船塢所

建的宿舍，或附近的私人樓宇 12。相對耕地的面積減少了，

至 1870 年，耕地的數量減少了一半，而至 1875 年，房屋增

加至 75幢。除了黃埔船塢外，另有其他的社區設施，包括警

署、用作學校的住宅、6間雜貨店、洗衣店、2個木匠工場、

水果店、理髮店等，當然，還有一幢當時估值達港幣 50元的寺

廟。迨 1880年，卻又增多了不同行業的店舖如食店、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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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行等，往後幾年，造船廠，甚至鴉片煙館等都在紅磡這

地區出現了。而在行業方面，那時除了原來農民及船塢工人

外，也有木匠、魚販、鞋商、水果商、菜販及油漆工人等 13。 

早在開埠以前，九龍一帶已出產優質的花崗石。 1894 年出版的

《香港雜記》即指出“九龍山勢不高，草木不秀，地原磽瘠，惟石

之產甚佳”。另根據 1871 年的一份政府報告，英屬九龍當時共

有 81座石礦場，數目比整個港島的還要多。這些石礦場不少都

位於大環山、土瓜灣乃至宋王臺一帶 14。

1884年，紅磡區大火 15，之後港英政府重新規劃該區，開

闢多條道路，其中有以當地地方命名如街市街 16、山街 17、差館

街、船塢街 18、觀音街、差館里等，亦有以英國人的姓名命名如寶

其利街、孖庶街、曲街、機利士路、戴亞街 19、漆咸道 20等。同

時，政府又進行填海，並以公開競投方式拍賣多塊紅磡區土地 21 。

至 19世紀整個九龍的陸路交通出現了較大的改善，尖沙咀、油

麻地、何文田、旺角、深水埗、紅磡、土瓜灣等地緊密地以街道

聯繫起來，各區再不是一隅之地 22。

修院與古廟

除開設船塢等重工業外，外國人亦在紅磡區發展社區服務，

如 1880年代，倫敦傳道會及嘉諾撒修院分別向政府申請用地，在

紅磡區建立學校。倫敦傳道會在 1883年申請建校，而嘉諾撒修院

的修女於 1894年已擁有寶其利街的兩塊土地，並建造了一所學校。

古時紅磡有三約，即紅磡約、鶴園角約及土瓜灣約。華人

社區方面，設紅磡三約公所，三約公所於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

年） 23 創立，至今已有超過一百年的歷史。中國社會民間祈福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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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承傳憶昨日——紅磡至 20世紀初的發展 7

神風氣興盛，差館里的觀音廟及寶其利街的福德古廟均歷史悠

久。觀音廟建於清朝同治十二年（1873年），由當時三約街坊合

資興建，善信以紅磡坊眾居多，大部分為主婦，間中亦有商人及

漁民前往參拜 24 。

“一泓綠水，半壁春山，位處於九龍半島之南，與域多利亞

城對望，有一形如小村落之紅坎（磡） 區在焉，該區轄劃三約，

一名鶴園角，另一名土瓜灣，因上述地點，與紅坎互相毗連，此

乃本區定用三約名稱之起源也。溯本區遠在數十年前，僻處一

隅，地勢與環境特殊，與其他各區亦異，因斯時本區之居留者，

悉是勞動階級，普羅工人，均抱出作入息之旨，風尚儉樸，又

以曩昔交通線弗如現今之盛達，故鮮與外界往還，實基於此也，

但本區坊眾，雖是工人羣聚，對於吾人等遠離鄉井，寄身異地，

暇時輒感日間除生活所必須者外，對人類互助合羣斯理，亦未忘

懷，至有三約街坊委員會之設。”25

差館里的觀音廟曾於光緒十五年（1889 年）及宣統二年

（1910年）重修。廟門額上有“觀音廟”三字的石刻。一直以來，

觀音廟香火非常鼎盛。觀音廟最出名乃“觀音開庫”，每年農曆

正月二十六日，慕名前來借庫者絡繹不絕。根據中國傳統，若財

運不濟之人士，可到觀音廟上香祈求觀音大士庇祐，再到庫房抽

取利是一封。利是封內寫有不同銀碼的紅紙，從數百萬至數千萬

不等。借庫之意義，是祈求觀音大士庇祐流年財運亨通，財運只

能是正財，包括打工或營商。

紅磡觀音廟分為三座，正座為觀音廟，門頭形狀如亭，中堂

有蓋仿如庭階，兩進則為正殿；左為公所，右為書院。現在左邊

公所改為紅磡三約街坊會中醫診所，門聯：“公道自在人心，公

匠人、匠心、匠情繫紅磡6.indd   7 2015/2/12   下午3:13



匠人 A匠心 A匠情繫紅磡—承傳與變易8

事期諸公辦；所在無分中外，所行無忝所言”；右邊的書院則空

置。由於附近設置船塢，紅磡觀音廟在日軍侵襲香港時期曾先後

經歷兩次大轟炸，附近的屋宇通通被炸毀，觀音廟卻屹立不倒，

絲毫無損。

由觀音廟走出，往船塢里 26方向走，到寶其利街街口，會

發現外形細小的福德古廟，它建於宋朝末年，有數百年的歷史。

以鐵柱為牆，鋅鐵為瓦，髹上紅色。 大部分的廟宇的瓦是琉璃

瓦，而這間廟的瓦則是瓦坑鐵而已。廟內有一對聯：“福蔭街坊

安康樂，德澤綿長慶升平。”福德，即是土地公公，土地的守護

神，正式名稱是“福德正神”，又稱為社稷、大王爺、大伯公、

后土等。客家人稱“伯公”或“福神”。戰後，紅磡進行發展，古

廟曾面臨搬遷的命運，但居民反對，因而保留下來，而古廟至今

依然保持着傳統廟宇“紅牆綠瓦”的特色。每逢農曆三月二十九

日的福德寶誕，街坊會於蕪湖街街口的臨時遊樂場蓋搭大戲棚表

演粵劇及舉行慶祝活動，以求福德老爺庇祐。

除了這兩間廟宇之外，紅磡另有北帝廟，這廟跟觀音廟同樣

古老，它在 1876年（光緒二年）建造，當時原址在青州街的最東

面，後來因為發展，庇利船廠一名管工倡議於鶴園角重建（今北

拱街與馬頭圍道之間 27 ）。

“北帝廟屬二進式建築，北帝乃主理北方的天神，道教的大

神。廟內主祀玄天上帝，配以觀音、華光、佛祖、太彰、門官、

虎神、財帛星君等。此廟裝飾樸實，前進的屋簷上有魚尾形裝

飾，廟內至今仍保存一口光緒十九年（1893年） 鑄造的銅鐘。此

外，廟內還設有小型玉虛宮和土地壇，後者原位於機利士道，據

說已超過百年歷史，1960年才遷此處。三月初三為北帝誕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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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善信來廟參拜。”28

為街道取名

如上述，有觀音廟便有觀音街，有青洲英坭廠便會有青洲

街，有黃埔船塢必有船塢里，北帝廟原址附近有北帝街。而北帝

廟現址旁邊有北拱街，亦有“受北帝拱衛的地方”的意思。紅磡

發展相對較早，不少的街道均以事物命名。港英政府在其轄區內

多設警署，以維持當地治安，紅磡於 1872年已有警署，因而必

有的是差館街。早年香港有多條 “差館”街，“差館”一詞沿自

“差人”，即執行差事的人，而衙門便稱為“差館”。香港各區警

署落成，警署附近的街道多被居民約定俗成稱為差館街。及後，

為免不同地區使用相同的街道名稱，產生混淆，政府於 1909年

刊登憲報將九龍區之街道名稱更改 29，紅磡的差館街易名為大沽

街，但是另一條小街的名稱卻獲保留迄今，那便是差館里。

青洲英坭廠

1898年，青洲英坭廠由澳門遷至紅磡鶴園 30，主要業務是

生產建築用的英坭，供應混凝土及瀝青給本地及國內外。翌年，

青洲英坭廠與黃埔船塢合作填海，獲大環山旁及鶴園一帶的大片

土地，以往紅磡的工業區都算是青洲英坭廠的範圍。廠方在廠內

興建了一條長達兩公里長的輕軌式鐵路，穿梭廠內不同地區，連

接鄰近的黃埔船塢，再由黃埔船塢，經九廣鐵路的支線，將英坭

運往國內外。而由黃埔船塢至英坭廠的鶴園路（後改稱鶴園街），

於翌年（1899年）落成，這道路其後伸展至九龍城的馬頭圍道。

當年，青洲英坭廠周遭環境不很理想，加上附近設有中電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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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廠、雞毛廠等，令該區空氣非常混濁，風向又使污染物擴散，

影響區內的民居。

1901年，中華電力有限公司（China Light & Power Co., Ltd）

成立 31， 1903年在當時的德輔道（1909年改稱漆咸道）設立發電

廠 32，供電予鄰近的青洲英坭廠和九龍的酒店。 1906年，港英

政府因要建造九廣鐵路—英段，遂批出鶴園街 6,000 餘呎土地予

中電，以交換其原來廠址 33。迨 1925年，中電在鶴園填海，擴

建廠房，其供電範圍遍及整個九龍及新界 34。

“這兩家公司（青洲英坭廠及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選擇紅磡為

廠址，無疑是考慮到當地低廉的地價，加上海旁的碼頭設施，有

助原料的運輸，可以彌補當時紅磡道路設施的不足。”35

19世紀末及 20世紀初，香港及廣州往來頻繁，英國亟欲興

建鐵路運輸系統貫通兩地 36，中英雙方商議興建連接香港與廣州

的鐵路 37。 1905年，為配合鐵路的修築，紅磡和土瓜灣開展大

型的填海工程，由尖沙咀南端沿東部海旁北至紅磡溫思勞街 38，

建造鐵路維修廠房、倉庫和員工宿舍等。

1900年的紅磡青洲英坭廠。（相片由鄭寶鴻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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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九廣鐵路（英段） 落成啟用，標誌着九龍與新界有

着嶄新的發展 39，中電掌握先機，簽約供電予九廣鐵路。火車由

蒸汽機車拖動，車站包括有九龍總站、紅磡站 40、油麻地站、沙

田站、大埔站（其後改稱大埔滘站）、大埔墟旗站、粉嶺站及羅

湖站等。由於尖沙咀火車站的大鐘樓及車站內的設備尚未竣工，

俟 1916年才全面啟用。初時臨時總站設於梳士巴利道臨近海旁

尾段，即位於現今尖沙咀巴士總站與星光行之間。迨 1924年，

港英政府有感尖沙咀車站佔地太多，且該區已漸繁盛興旺，遂考

慮把總站遷往紅磡，其後因省港大罷工風潮 41而擱置，至 1975

年 11月才正式落實 42。

為配合整體交通運輸，港英政府也很注重道路的修築。

1903年，當局建造由紅磡越過槍會山軍營和皇囿 43至油麻地第

六街 44的幹道，即今之加士居道 45。

1920年代九廣鐵路車廠，位於紅磡漆咸道，近何文田。（相片由鄭寶鴻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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