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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旨在為小學常識科的香港史課題提供趣味性的增潤教材。全書分兩
部分：前半部以130多幅漫畫及照片帶出香港自東漢至今天近2,000年
來的歷史文化片段；後半部為延伸的參考資料，圖文並茂的介紹香港的
中外名人、經濟地理、宗教信仰；並附施教課題舉隅、習作舉隅、教案
舉隅等。

‧書中的香港故事主角，人物的有杯渡禪師、車公、孫中山、黃飛鴻、
律敦治、麼地⋯⋯，動物的有鱟、華南紅狐、瑞峯乳牛⋯⋯等。期盼
小讀者可以從趣味中學習，並能自近而遠、以小見大，由關懷家庭、
留心社區開始，繼而擴闊視野至歷史文化的各層面，達到「穿越古
今」，成為有內涵的優秀學生。

本書共有 37 個香港漫畫故事、30
則附錄歷史資料和 100 多幀照片，
涵蓋香港歷史人物、經濟、信仰等
範疇。

香港為甚麼叫 Hong Kong ？鴨蛋街
為甚麼只賣鹹蛋黃？車公、侯王真
有其人？鱟、乪是甚麼？盆菜怎樣
來？哪個地方要交 300 元買路錢？
水上人說「大撈便」、「小撈便」，其
實是甚麼？⋯⋯以上問題，都可以
在本書找到答案。

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以鼓勵青少年
「立志、成材、奮鬥」為宗旨，一直
致力舉辦多元化的活動，為青少年
提供學習機會和環境，培育他們作
全人發展。2020 年該會獲得優質教
育基金贊助，得以開展「『穿越古今』
香港小學常識科─中國歷史課程
增潤先導計劃」。本書便是該計劃的
其中一項教材，其他教材尚有 5 齣
VR 歷史劇、2 副歷史桌遊、4 份香
港遊蹤教案等，目的都是為提高小
學生對中國歷史及香港地區歷史的
興趣和認識。

「《香港漫畫風物誌》是一本以說故事配插畫地圖為主的小學生讀物。這
本專為小學生認識香港歷史而書寫的歷史讀物，值得向家長和小朋友們
推薦。」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丁新豹博士

「本書文字精準、插圖可人；深入淺出，別開生面，是小學生認識香港
歷史的上佳讀物。」

—香港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劉智鵬教授

「這份教學資源，無論是本書《香港漫畫風物誌》，抑或是『VR 歷史講
座』、『香港歷史遊蹤』、『貫通古今桌遊』等項目，均能有效地推動及促
進常識科師生在教授或學習有關範疇時，能達致『探究為本』及『積極參
與』學習的要求。」

—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客席講師梁操雅博士

www.wanl ibk.com www.hkayd.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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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新豹博士｜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

近年不時為不同的團體演講，其中一個熱門題目是 : 我們為甚

麼要學習歷史 ? 甚麼是歷史？過去的人和事便是歷史，我們生

存這一刻的人和事，是過去的一點一滴人和事積澱而成，所以

要知新，必須溫故，我們必須審視昨天，才能認識今天，及進

一步規劃明天，個人如是，社會如是，國家也如是。

如何認識歷史？我一向主張由個人做起，認識自己家庭成員的

過去，首先自己的籍貫，祖輩來自何地？他們有甚麼故事？你

居住的地方的過去，你知道嗎？為甚麼叫糖街，或洗衣街，

電氣道，怡和街？每條街有歷史，區區有歷史，你認識嗎？正

在求學的朋友，你知道你唸的學校的來源嗎？為甚麼是英皇書

院？英皇是誰？他和香港有何關係？英華書院的學生知道這間

學校起初是在南洋馬六甲開設的嗎？東華三院或保良局屬下中

小學的同學們知道為甚麼你們的學校座落新市鎮？有宗教信仰

的朋友，你們可知道你去做禮拜的教堂的來源嗎？你認識香港

黃大仙信仰的緣起嗎？青山禪寺有甚麼故事？如此層層類推，

可涵蓋 18 區的發展，香港的過去，中國歷史以至世界史。

學習歷史可自幼培養，但最好能夠有適合的入門讀物，可惜本

港一直以來沒有太多高質素的小學歷史讀物。對於小朋友來說，

首先須吸引他們的興趣，圖畫必不可少，文字淺白，最好能配

上地圖，好讓同學們弄清楚時、地、人的關係。《香港漫畫風

物誌》是一本以說故事配插畫地圖為主的小學生讀物，主編梁

餘生是我的多年好友，他承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委託，組成編

繪小組，編撰了這本專為小學生認識香港歷史而書寫的歷史讀

物，值得向家長和小朋友們推薦，謹綴數言以為序。



序 序二 三
劉智鵬教授｜香港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

人類歷史源遠流長，積累歷史材料浩如煙海，學史者置身其中，

難免望洋興嘆！香港一地雖然細如彈丸，但歷史源流與中華民

族其他地域同出一轍，並在中國歷史的重大節點中扮演關鍵角

色；訪古話舊亦非易事。香港是中國海上絲路第一大港廣州的

支援港口；是中國與西方國家第一場海戰的戰場；是鴉片戰爭

的焦點和列強侵華的起點；是終結中國朝代歷史的革命策發地；

也是中國改革開放走向現代的重要伙伴。這些重大歷史脈絡錯

綜複雜，引人入勝，但不易交代箇中前因後果；即使小知識如

香港一名由來、皇后大道何以稱「皇后」而非「女王」、界限

街所限何界等，亦非三言兩語可以清楚說明。近年香港歷史漸

受社會重視，並已納入中小學課程之中；坊間以香港歷史為主

題的專著推陳出新，甚至香港首部《香港志》亦已落實編纂出

版，香港歷史研究的發展可謂極一時之盛。

本書因應社會需求並配合小學常識課程指引，以繪本形式陳述

香港 18 區風物歷史；文字精準，插圖可人；深入淺出，別開生

面，是小學生認識香港歷史的上佳讀物。本人從事香港歷史工

作有年，喜見本書面世，謹此推薦，並為序。

梁操雅博士｜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客席講師

國民身份認同與中華文化乃常識科現行課程其中主要學習範

疇，旨於讓學生藉這範疇的學習，建構學科知識、發展共通能

力，以及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進而增進對中華文

化發展的認識，了解及欣賞歷史與文化的承傳，並尊重及關懷

國家與香港的發展。

教育局強調常識科的學與教應切合 「學生為中心」的理念，提

供手腦並用的探究活動，協助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引

發他們對課題學習的興趣，促進學生自主學習。再者，教師亦

應拉闊學生的學習空間，從課室拓展到其他環境，靈活地運用

社區資源，讓學生在真實情境中學習，透過觀察、體驗、反思

和分享，深化課堂所學，從而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態度。

年來因工作需要，有不少機會接觸常識科的教師及學生，有感

教師在教導學生認識國民身份認同與中華文化這範疇各課題

時，不時出現下列困難︰

• 學生對中國歷史的發展脈絡所知不多，在學習有關歷史人物

及身邊事物的背景時難提起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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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輯 大 意

1.	區區有歷史。本書包含 18 區重要景點照片和說明；又

以各區地名由來及民俗物產等編繪成漫畫故事，以期使

不同地區的學生閱讀本書時，能夠產生親切感。

2.	承接與延展。景點是承課本而來，故事則補課本的不足。

景點、故事務求題材多樣化，讓老師、學生各取所需。

3.	連貫的主題。所選景點和故事盼望能做到點、線、面的

結合，引導學生較宏觀了解和思考香港昔日的政治、社

會、經濟、民生百態等；不致停留於單項歷史文物孤立

的認識。

4.	求以小見大。每區選代表性景點和故事，以反映昔日香

港政治、經濟、社會、宗教、民生各種情況；從而培養

學生以寬廣視野和多元視角看問題。

5.	盼兼容並包。香港是中西文化薈萃的多元社會，本書取

材兼顧中、外人物及不同風俗、信仰的介紹，讓學生明

白兼容並包是香港社會的特色。

• 常識乃統整為本的跨學科學習領域，教師未必具精於歷史文

化的學術背景；即使主修中國歷史，深入專注的教，亦難引

發學生共鳴，更遑論如何「促進」學生進行「自主積極參與」

學習；

• 不少學校每年均安排學生前往博物館或歷史遺跡考察，惟一

級數班，人數寖眾，多以「參觀博物館 + 教師現場講解 + 

現場／回家完成工作紙」等為學習流程，達致「增進對中華

文化發展的認識」尚可，而「了解及欣賞歷史與文化的承傳」

則難以彰顯了。

有本科教師認為，在教授常識科時，難以只用課本講授，而須

輔以其他教材。認識梁餘生兄多年，敬佩他對本港與內地的歷

史文化認識淵博，而編撰不同程度的教材亦深淺有度。現時餘

生兄擔任「穿越古今」香港小學常識科─中國歷史課程增潤

先導計劃的負責人；本人有幸對計劃內容能先睹為快。深感「穿

越古今」這份教學資源，無論是本書《香港漫畫風物誌》，抑

或是「VR 歷史講座」、「香港歷史遊蹤」、「貫通古今桌遊」

等項目，均能有效地推動及促進常識科師生在教授或學習有關

範疇時，能達致「探究為本」及「積極參與」學習的要求。教

師若能善用這份教學資源，無論在課堂內外，當能解決上述學

與教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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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史地的結合。內容編次是：①全港地圖及概說；②分區

地圖及分區特色；景點照片兼說明及漫畫風物故事；③

補充資料；④配合課程的工作紙、教案舉隅。

7.	遞進的學習。工作紙的主要構想是由地聯繫到人、時、

事；由個人聯繫到家庭、社區、族群的來源及與國家

的關係。

8.	愉快地學習。以一家四口：爸爸、媽媽、東東（兒子）、

藍藍（女兒）的親子遊覽和溫馨的閒話家常，帶出漫畫

風物故事。

9.	知情意為本。盼望學生從本書小故事中得到啟發，誘發

學習，主動在自己家庭、社區，以至全港，甚至故鄉發

掘更多的風物知識。並且由知而深化為情、意，明白社

會的繁榮進步，是前人成果的累積，因此應常懷感激

之心，諒解未符理想的地方，承擔需改善之處，繼往

開來，推動社會進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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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的 回 顧

「香港」包括香港島、九龍、新界三個部分。在

1842 年以前，「香港」原是中國廣東省南部新安縣的

部分地區，但在中、英三個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後，陸

續成為英國的殖民地和租借地。

1842 年的中、英《南京條約》，清政府被迫割讓

香港島給英國。1860 年的中、英《北京條約》，清政

府被迫割讓了九龍半島南部，當時稱九龍司—即界

限街以南地區給英國。1898 年的中、英《展拓香港界

址專條》，清政府被迫將新界—即界限街以北，深

圳河以南地區及 262 個島嶼租借給英國，為期 99 年。

上述「香港」的不同部分，經英國統治了 99 年

至 157 年，在 1997 年被中國收回，再次成為中國行

政區之一部分。我們稱這件歷史大事為「香港回歸」。



香港島面積約 78.64 平方公里，政區上

還包括鴨脷洲、大小青洲、熨波洲、銀

洲等附屬島嶼。下面再分中西區、灣仔

區、東區和南區 4 區。人口有 122 萬多

（2019 年）。香港名稱的由來有下列說

法：（1）香港盛產莞香，並出口香木；

（2）曾名為紅香爐山，截取香字作為港

口名稱；（3）英軍初抵香港島時，誤將

一村落「香港村」作為整個島的名稱。

第 一 章

香港島



中西區位於香港島北岸

西 部。 範 圍 包 括 中 區

（金鐘、中環和上環）、

西區（西營盤、石塘咀、

堅尼地城和摩星嶺）、

半山區（太平山和薄扶

林北部）等。

  本區遊覽、考察景點舉隅：

香港大學、文咸西街、西港城、終

審法院、太平山、大館。

香港漫畫風物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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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是英治時的權力中心，治安、

司法部門林立，並傾向嚴刑為治。

但華人之間的糾紛、醫療、教育等

事宜，就常下放權力到文武廟、東

華三院等華人組織。西區是華人商

住區，南北行的貿易有助香港發展

成轉口港。

1. 中西區的古今穿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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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署將疑犯落案 裁判署審訊 終審法院處理

上訴 判監的送到域多利監獄。

前中區警署
始建於 1864 年。

終審法院
建於 1912 年。

中央裁判司署
始建於 1847 年。

域多利監獄
始建於 1841 年。

文武廟
處理華人之間的輕微糾紛、
治安、義學等事宜。

太平山街
昔日華人聚居的太平山街
衞生惡劣。

百姓廟
昔日廣福慈航義診經營不
善，充斥垂危者甚至病死
者。

東華醫院
東華醫院出現，改善華人
醫療情況，後伸延至各種
社會服務。

景

點

位於中區的早期重要法治部門 位於上環的早期重要華人自理團體



在荷李活道遇見孫中山
故 事 一

漁網與鴨蛋
故 事 二

為甚麼這裏專
賣鹹蛋黃？

以前這裏叫永勝街，俗稱
鴨蛋街。很多漁民常來買
鴨蛋。漁民把鴨蛋白塗在
魚 網 上， 令 魚 網 保 持 韌
力， 更 耐 用。 至 於 鴨 蛋
黃，醃製後就是鹹蛋黃，
可以做菜、月餅餡等。

永勝
街民族、民權、

民生、救中華！

為甚麼這裏有
一個銅像？ 這是近代偉人孫

中山。他青少年
時在荷李活道讀
書和做禮拜，所
以香港是他思想
形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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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行與轉口港
故 事 三

卜公花園「歧」案
故 事 四

不是。它是文咸西街一帶專
賣北方參茸、南方海味的商
舖。 以 前 這 裏 有 個 三 角 碼
頭，南北貨品上岸後運去文
咸西街，十分方便。南北行
的貿易，對香港轉口港的形
成，很有影響呢！

1915 年，有華籍老伯運送花籃穿越卜公花園被檢控
及罪名成立，按例要罰款數十元或監禁數星期；但
法官同情被告，只象徵式的罰款一毫，是香港最低
罰款的紀錄。

「南北行」是
行車指引嗎？

卜公花園「歧」案
是很離奇的嗎？

話 說 在 英 治 時 期， 香 港 有 一 項 公 園 法 例（Garden 
Regulations）─華人勞工不准進入公園，大概是嫌
他們骯髒吧；但有人牽引的狗隻卻可內進，大概當時
遛狗的多是洋人吧。

可以說既有歧視，
又有離奇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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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區很能代表香港多元文化的共

容。本區是華人聚居區域，但各種

中 外 宗 教： 如 華 人 的 廟 宇， 外 國

的基督宗教、回教、拜火教、錫克

教、 印 度 教 的 教 堂， 都 可 兼 容 並

包。此外，亦有不少中外人士在本

區留下建樹的痕跡。

2. 灣仔區的多元文化

灣仔區位於香港島北

岸中部。範圍包括灣

仔、銅鑼灣、天后、

跑馬地、大坑、渣甸

山和灣仔峽。

  本區遊覽、考察景點舉隅：

金 紫 荊 廣 場、 洪 聖 廟、 聖 馬 利 亞

堂、保良局、蓮花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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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理臣、馬禮遜
有分別嗎？

都是指英國傳教士馬禮遜。摩
理臣山的馬禮遜學堂有很多傑
出學生呢！例如容閎是留美學
生之父；唐廷樞是中國現代工
業開拓者；黃寬是醫學博士；
韋光是銀行家。他們對內地和
香港都貢獻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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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紫荊廣場
標誌香港回歸的金紫荊，
高 6 米，重 70 噸，青銅鑄
造，再鋪以金箔。

洪聖古廟
建於 1847 年以前的灣仔
洪聖廟，是昔日華人祈福
的重要廟宇。

拜火教教徽
香 港 拜 火 教 總 部 ─
銅 鑼 灣 善 樂 施 大 廈

（Zoroastrian Building）內的
拜 火 教（Zoroastrianism）
教徽。

聖馬利亞堂
建於 1937 年，具中西合
璧建築風格的銅鑼灣基督
教聖馬利亞堂。

景

點

摩理臣山育英才
故 事 五

回歸標誌所在及多元信仰的灣仔



律敦治與香港巴斯人
故 事 六

我要立志
做醫生！

有 志 氣！ 但 不 做 醫 生 也 可
幫助病人。比如外籍商人律
敦治，捐錢創辦了律敦治、
傅麗儀和葛量洪三間醫院，
間接幫助了很多病人。律敦
治是巴斯人，捐鉅款興建香
港大學的麼地、創辦天星小
輪的米泰華拉也是巴斯人。

莫桂蘭於 1936 年在灣仔告士
打道成立「黃飛鴻國術社」；
林 世 榮 於 1920-1940 年 代 在
灣 仔 石 水 渠 街 的「 藍 屋 」 設
立「林世榮健身學院」兼跌打
醫館。他們傳授黃飛鴻的鐵線
拳、虎鶴雙形、工字伏虎拳、
無影腳等，至今有不少徒子徒
孫呢！

電影中的黃飛鴻武功高
強、濟世醫人，是不是
真有其人呢？

是真有其人的。不過在香港
傳授武功的，主要是他的妻
子莫桂蘭和徒弟林世榮─
綽號「豬肉榮」。

2726 第一章｜香港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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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飛鴻功夫傳灣仔
故 事 七



「英雄被困筲箕灣，不知何日到中

環」，昔日的俗語很能說出當時東

區的交通不便，所以城市化只到北

角、鰂魚涌，而且是重工業為主，

如採石、船塢、煉糖等，亦因此設

有電廠、油庫等提供能源。而居民

方面，本區特多福建人，有「小福

建」之稱。

3. 糖廠遍佈在東區

東區位於香港島北

岸東部。範圍包括

北角、鰂魚涌、筲

箕灣和柴灣。

  本區遊覽、考察景點舉隅：

香港海防博物館、羅屋民俗館、葛

量洪號滅火輪、油街實現。

香港漫畫風物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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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原是工業區
故 事 八

海防博物館
鯉魚門炮台、堡壘、軍營於
1885 年建成，至 2000 年
改建為香港海防博物館。

羅屋民俗館
有 200 多年歷史的羅屋客
家 村 屋，1990 年 改 建 為
羅屋民俗館。

油街實現
視藝展覽館─油街實現，
取油街 12 號諧音而來，
前身是 1908 年建的皇家
遊艇會。

葛量洪滅火輪
1953 年下水的葛量洪滅
火 輪，2007 年 起 成 為 葛
量洪號滅火輪展覽館。

「大強街」附近是不
是有「小強街」呢？ 沒 有。 其 實 大 強 街 英 文 是

Power Street，應譯為電力
街；附近的電廠街、電氣道
都反映出街道與電力供應有
關。東區電廠林立，因為以
前這裏是工業區，例如有石
礦業、造船業、製糖業，對
電力都需求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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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點

不少以往的設施，成為今天的博物館



郭春秧與小福建
故 事 九

春秧街和春天
插秧有關嗎？

無關的。它因福建人郭春秧
而得名。他從事製糖業，號
稱「糖王」。他又開發了北
角的春秧街、糖水道、渣華
道（舊名爪哇道，因有爪哇
運 糖 碼 頭 ） 等。 在 他 影 響
下， 不 少 福 建 人 在 北 角 聚
居，形成了「小福建」。

滄海桑田話太古
故 事 十

太古城真的好大，它有寫字樓、
商場、酒店、花園和 61 座住宅
大廈。但百多年前，它是個船
塢城呢。建於 1883 年的太古船
塢， 規 模 很 大， 有 5,000 多 名
員工，造船技術在亞洲數一數
二。為使員工安心工作，它設
有數十棟員工宿舍。

同學約我去太古城溜冰。
聽聞太古城好大，您可以
帶我去嗎？

沒問題，我可以
接送你。

除了太古城外，附近的太安街、
太祥街、太康街、太富街、太
樂街和太寧街，都是船塢和糖
廠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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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區 充 滿 了 香 港 名 稱 和 標 記 的 故

事。 其 一 是 漁 民 鄉 音 說； 其 二 是

溪水香甜，而有香江—再音轉香

港—的說法，而香江地點分別有

黃 竹 坑 溪 澗 和 薄 扶 林 瀑 布 灣 的 說

法。此外，伯大尼修院神父發現了

洋 紫 荊（Bauhinia Blakeana），

誕生了香港的市花。

4.南區漁民建Hong Kong

南區位於香港島南部。

範圍包括香港仔、鴨脷

洲、鋼線灣、薄扶林、

黃竹坑、深水灣、赤柱、

大潭和石澳等。

  本區遊覽、考察景點舉隅：

伯大尼修院、鴨脷洲風之塔公園、

赤 柱 聖 士 提 反 書 院、 香 港 仔 避 風

塘、美利樓。

香港漫畫風物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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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仔避風塘
香港仔避風塘，過去與現
在都是艇戶最多的地方。

赤柱聖士提反書院
曾為日治時集中營，記載
了香港史上沉痛的一頁。

風之塔公園
2009 年建成的鴨脷洲風
之塔公園，是香港漁業的
主題公園。

伯大尼修院
建於 1875 年。修院神父發
現的洋紫荊，成為了香港
市花。

景

點

鄉音建 Hong Kong

康江

Hong Kong

香港仔和香港
有關嗎？

有的。香港仔黃竹坑附近有
條香港村，傳說英軍在此登
陸後查詢地名，聽到水上居
民帶鄉音地回答「康江」，
就拼音為「Hong Kong」；
另外也把香港村當是全香港
的總名稱。

故 事 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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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名稱、漁村、市花起源的區份



香港仔歷史上
有甚麼名人？

有的。例如香港仔出生的周
壽臣。他創辦了東亞銀行；
創立香港保護兒童會；擔任
潔淨局、立法局、行政局議
員；主張廢除奴婢等。港府
以壽臣山、壽山村、壽臣劇
院和壽山中、小學來表揚他
的貢獻。

故 事 十 二 故 事 十 三

赤柱最黑暗的「平安夜」華人菁英周壽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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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軍開
始入侵香港，至 12 月 25 日攻
佔港島。在黎明時份，一隊日
軍衝入赤柱聖士提反書院─
當時被徵用為紅十字會軍事醫
院，殘酷地屠殺數以百計沒有
抵抗的傷兵和留守的老師，又
姦殺不少醫護人員。

是不是因為大停電，
所以赤柱有最黑暗的

「平安夜」？

不是。那是指一宗慘
絕人寰的屠殺事件。

當晚，港督楊慕琦（Mark Young）
向日軍投降，香港開始了 3 年零  
8 個月的黑暗日子。



九龍面積約 47 平方公里，下分油尖旺

區、深水埗區、九龍城區、黃大仙區和

觀塘區 5 區。九龍原來只包括界限街以

南的油尖旺一帶，但在 1937 年港英政

府將九龍群山以南稱為「新九龍」，將

九龍擴大了，但它仍是港、九、新界中

最 小 的。 九 龍 的 總 人 口 為 227 餘 萬 人

（2019 年）。有關九龍地名的由來，最

常見的解釋是九龍北部有八條龍脈，包

括鴉巢山、筆架山、獅子山、雞胸山、

慈雲山、大老山、東山和飛鵝山，加上

曾在此逗留的宋朝皇帝（宋帝昺）也算

是一條「龍」，便是九條龍脈，所以名

為「九龍」。

第 二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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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本來都是農村。當尖沙咀發

展為海運的貿易樞紐，油旺就成為

後勤的支援區。其後油麻地亦發展

為內銷工商業區，芒角村（後稱旺

角）又成為油麻地後勤支援區。從

旺角的街名、街道暱稱，可以推想

它由農業變工業、工業再變商業區

的發展軌跡。

5. 油尖旺的農工商遞變

  本區遊覽、考察景點舉隅：

九廣鐵路鐘樓、尖沙咀回教寺、油

麻地戲院、雷生春、太空館。

香港漫畫風物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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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區在九龍西南部。

範圍包括尖沙咀、官涌、

油麻地、京士柏、何文田

（ 西 ）、 旺 角、 大 角 咀 和

西九龍填海區。



上岸去芒角村
買嘢。

去望角的「望覺堂」
做禮拜。

不奇怪，以前很多人都叫
旺角為「望角」的。它有
個更早的名稱是「芒角」
村。有人認為「望角」源
自水上人把「芒角」說成

「望角」。旺角的英文是
Mong Kok，就是「芒角」
的拼音啊！

第二章｜九龍 4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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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的前世今生

清真寺
1984 年建成的尖沙咀清
真寺，是阿拉伯風格的伊
斯蘭教建築。

九廣鐵路鐘樓
1915 年建成的尖沙咀九
廣鐵路鐘樓，是英式的紅
磚、花崗岩建築。

油麻地戲院
1930 年建成的油麻地戲
院，是具有中式斜屋頂、
西 式 鋼 桁 架 的 混 合 式 的
建築。

雷生春
1931 年建成的雷生春，
是古典意大利式唐樓，有
偌大的走馬騎樓。

景

點

隔離婆婆把旺角
說成「望角」，
真奇怪！

故 事 十 四

油尖旺區的多元化建築



百變芒角村
故 事 十 五

東方煙廠是菲律賓人開設的，
它出產雪茄和香煙，尤以雪茄
馳名。雪茄又叫「呂宋煙」，
呂 宋 是 菲 律 賓 著 名 出 產 煙 葉
的地方。

旺角為甚麼會有
一條煙廠街？

據載，東方煙廠佔地很大，不只
包括煙廠街和東方街，還有部分
的彌敦道和登打士街，西洋菜街、
通菜街、豉油街、洗衣街和花園
街等街道的南段。

旺角在 1900 至 1940 年代，曾
有一地標性建築─東方煙廠，
但現在已毫無遺跡，只有煙廠街
和東方街供人遐想。

第二章｜九龍 4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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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其他的芒角
故事嗎？ 據記載，芒角村村民以種菜、

種 花 維 生。 今 日 的 西 洋 菜
街、通菜街、花園街和園藝
街都是農業的痕跡。後來芒
角村發展小型工業，村民利
用溪水洗衣、染布和製造豉
油，所以今日有洗衣街、染
布房街和豉油街等。

煙廠街真有其廠？
故 事 十 六



深水埗區位於九龍西北部。範圍包

括深水埗、長沙灣、荔枝角、蘇屋、

石硤尾、又一村和昂船洲等。

本區早在東漢時已有官員派駐，

李 鄭 屋 古 墓 可 為 佐 證。 到 現 代，

1953 年石硤尾大火，開啟本區及

本港興建公屋的里程碑。另外，本

區舊唐樓很多，過去被視為貧民聚

居地。但近年重建新樓日多，亦有

又一村的豪宅平房區，又顯現了它

的另一面貌。

6. 深水埗區的柳暗花明

  本區遊覽、考察景點舉隅：

饒宗頤文化館、李鄭屋古墓、深水埗

警署、三太子廟、關帝廟、美荷樓。

香港漫畫風物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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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鄭屋古墓
東漢時期（公元25-220年）
的歷史遺址。

三太子廟
香港唯一以哪吒為主神的
廟宇。

美荷樓
1954 年建的徙置大廈。

鴨寮街
專售二手物品，以電子零
件、電子產品居多。

景

點

又一村的柳暗花明
故 事 十 七

為甚麼這裏的街名
全是花卉名稱？

因為發展又一村的余達之喜
愛花卉。他欣賞九龍塘英式
平房住宅區的優雅，於是依
樣葫蘆在又一村興建花園別
墅 區。 余 達 之 是「 糖 薑 大
王」。糖薑是香港以前重要
的食品工業，遠銷各地呢。

跨越二千年的舊社區



九龍城區位於九龍中部。範圍包括

九龍城、九龍塘、何文田、馬頭圍、

馬頭角、啟德、土瓜灣、紅磡和加

多利山等。

香港漫畫風物誌

第二章｜九龍 5352

本區歷史悠久，寫下南宋、清代衰

亡的血淚一頁。九龍寨城長期「三

不 管 」， 如 城 中 之 城， 也 是 少 有

的。本區有香港較下階層居住的木

屋、石屋區；也有九龍塘、加多利

山豪宅區，可算是香港多元共融的

一個表象。

7. 九龍城區的風雲變幻

  本區遊覽、考察景點舉隅：

牛棚藝術村、宋王臺、九龍寨城、

石屋家園、侯王古廟。



宋皇臺
原為聖山上一片石的宋皇
臺， 見 證 了 南 宋（ 公 元
1127-1279 年 ） 皇 帝 與
香港的關係。

九龍寨城公園
建於 1847 年，用來防禦
英國侵略的九龍寨城，只
剩 頹 垣 敗 瓦 訴 說 防 禦 失
敗。

侯王廟
供奉南宋忠臣楊亮節的侯
王廟。他生時為侯，死後
封王，故稱侯王。

石屋家園
1940 年代的石屋區遺跡
─「石屋家園」。

景

點

盆菜與落難皇帝
故 事 十 八

凝結在大小石塊內的往昔歷史

第二章｜九龍 5554

香港漫畫風物誌

南宋末年，宋帝昰、宋帝昺躲
避元軍逃到香港。百姓各獻食
物，用大盆盛載，便成為今
天的盆菜。人們在二帝逗留過
的「聖山」刻上「宋王臺」，
但抗戰時「聖山」被炸毁，
戰後人們在殘石中切割出「宋
王臺」石碑，建公園紀念。

盆菜是怎樣來的？
「宋王臺」是怎樣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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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城風雲
故 事 十 九 故 事 二 十

九龍塘豪宅的由來

除了宋王臺，
九龍城還有其
他古蹟嗎？ 九 龍 寨 城 也 見 證 了 清 朝 的 衰

落。九龍寨城是清廷興建，防
禦英軍由港島進攻九龍的。其
後英國佔領九龍和租借新界，
但寨城主權一直屬於中國，漸
漸這裏成為「三不管」地帶。
至 1987 年 九 龍 寨 城 拆 卸 建 成
公園，變為一個好去處了。

九龍處處高樓，
為甚麼九龍塘是
疏落的英式花園
平房區？

1920 年英籍立法局議員義
德策劃把九龍塘建設如家鄉
的「花園城市」，但未完成
就病逝。其後何東接手，建
成優雅的英式花園平房區，
連街名都取自英國郡名。而
義德道、何東道是表揚二人
而作例外的命名。



香港漫畫風物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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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是 18 區唯一沒有海岸線的，

而以獅子山為地標。本區以往是寮

屋區和舊式徙置區，居民較貧困，

但在努力打拼下，生活不斷改善，

這種逆境自強的表現，就是「獅子

山下」精神。本區有香火最盛的黃

大仙祠、最大的佛寺志蓮淨苑和九

龍最大的公園摩士公園。

8. 獅子山下的黃大仙

黃大仙區位於九龍東北部。

範圍包括黃大仙、橫頭磡、

樂 富（ 昔 日 稱 老 虎 岩 ）、

東頭村、慈雲山、新蒲崗、

鑽石山、彩虹和牛池灣等。

  本區遊覽、考察景點舉隅：

獅子山、黃大仙祠、志蓮淨苑、 

南蓮苑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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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點

墳場變公園

黃大仙祠
1921 年由廣州南遷來港的
黃大仙祠，是著名的旅遊
觀光點。

志蓮淨苑
志蓮淨苑是仿敦煌 172 號
石窟建造的唐式建築群，
2000 年建成。

獅子山
高 495 米的獅子山，往昔
山腳下多貧民區，但賦有
誓不低頭的拼搏精神。

聖若瑟安老院
牛池灣的聖若瑟安老院在
清末曾是革命黨基地。

好大的公園！為甚
麼它叫「摩士公園」
呢？這麼大片的土
地，為甚麼不一早
用來建房屋？

它 是 紀 念 滙 豐 銀 行 主
席雅瑟．摩士的，是全
九 龍 最 大 的 公 園 呢！

「摩士」前身並不是荒
地，它是曬魚石華人墳
場。墳場搬遷後，才闢
為公園。

上有獅子山，下有獅子山下精神的區份

十 一故 事 二



香港成為商埠之前，有製鹽、採石

等重要產業，而本區是重要產地。

當中採石業，對香港的城市建設幫

助 很 大。 本 區 石 礦 場 分 佈 在 牛 頭

角、茜草灣、茶果嶺和鯉魚門等四

山，「四山頭人」（每山一人做代表）

組成公所管理礦場及居民，有如基

層的地方政府，是很特別的一區。

9. 石礦處處的觀塘

觀塘區在九龍東部，是九龍面積最大

的行政區。範圍包括觀塘市中心、牛

頭角、九龍灣、秀茂坪、藍田、油塘、

茶果嶺、佐敦谷和鯉魚門。

  本區遊覽、考察景點舉隅：

牛池灣三山國王古廟、茶果嶺天后

廟、秀茂坪猴王廟、魔鬼山廢堡。

香港漫畫風物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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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榮路公園
2010 年由原來的平山石礦
場改建的彩榮路公園。

平山石礦場
彩榮路公園內有石礦場遺
跡，是岩石和地質學的主
題公園。

魔鬼山廢堡
魔鬼山近鯉魚門海港出入
口，所以設炮台、堡壘，
如今只餘遺跡。

茶果嶺天后廟
花崗岩建造的茶果嶺天后
廟，附有四山公所，管理
觀塘所有石礦業。

景

點

「官塘」抑或「觀塘」？

小巴的路線牌，
有時「觀塘」，
有時「官塘」。
哪個才對？

「觀塘」在明代、清代
叫「官富場」，是官府
管 轄 的 大 鹽 場， 俗 稱

「官塘」，意思是官方
的鹽塘。至 1953 年港
府才改稱「觀塘」。從
舊 名 可 知 製 鹽 是 觀 塘
早期的重要產業。

鹽塘礦場變屋苑，滄海桑田話觀塘

十 二故 事 二



新界與香港、九龍相比，是境內 3 大區

中面積最大的，它的內陸面積為 747.18

平方公里，連同 233 個離島計算，總面

積則為 975.23 平方公里，佔香港陸地

總 面 積 接 近 90%。 它 下 分 9 個 分 區：

北區、大埔區、沙田區、西貢區、元朗

區、屯門區、葵青區、荃灣區和離島區。

人 口 有 392 萬 多（2019 年 ）。 新 界 這

名稱源自 1898 年 6 月 9 日英國迫清政

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由

九龍界限街以北，至深圳河以南土地，

連同附近 233 個島嶼，為期 99 年，到

1997 年 6 月 30 日為止。相對於之前佔

據的香港島和九龍半島，英國稱這新租

借地為「新界」。

第 三 章

新界



本區祠堂、圍村和鄉塾林立。大族

如上水廖氏、粉嶺圍彭氏、粉嶺龍

躍頭鄧氏和河上鄉侯氏等，都有

規模宏大的祠堂拜祭祖先和團結族

人。另外又建圍村保障治安，辦鄉

塾培養子弟，各種建設都洋溢着傳

統社會的宗族文化。

10. 宗族文化在北區

  本區遊覽、考察景點舉隅：

松柏塱客家圍、松嶺鄧公祠、粉嶺

覲龍圍、粉嶺老圍、廖萬石堂、鏡

蓉書屋。

香港漫畫風物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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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在新界北部。範圍包括上水、

粉嶺、羅湖、河上鄉、馬草壟、聯

和墟、沙頭角、鹿頸、烏蛟騰、文

錦渡、打鼓嶺、坪輋和蓮麻坑等。



上水巡撫街，是紀
念哪個巡撫呢？

第三章｜新界 7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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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水廖萬石堂
建於 1751 年，是紀念北
宋時廖剛及其四子均任高
官，俸祿共有萬石。

粉嶺松嶺鄧公祠
建於 1525 年，以紀念開基
祖鄧松嶺。

廖族首位香港大學畢業
生的牌匾
傳統新界鄉民重視功名，
這是北區第一個香港大學
畢業（1961 年）的廖氏子
弟的牌匾。

老圍
約在 14 世紀，鄧族在粉
嶺建立五圍六村，其中老
圍是最早開村的。

景

點

巡撫街的故事

清初清廷為對付鄭成功，
頒「遷海令」─百姓必
須遷離沿海，於是包括香
港的沿海居民頓失家園，
顛沛流離。經廣東巡撫王
來 任 等 請 求 取 消「 遷 海
令」，朝廷批准居民返回
原居地。百姓感激，設「巡
撫街」歌頌他。

處處祠堂與圍村的北區

十 三故 事 二



香港漫畫風物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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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時（907-960 年）大埔已有興

旺的養蠔採珠業，至明代（1368-

1644 年）又有建窰製碗業。英治

初期更是新界管治中心：新界第一

間警署、水警總部、理民府和新界

政務司官邸都在大埔。此外代表華

人利益和管理墟市的文武二帝廟也

有重要地位。

大 埔 區 範 圍 包 括 大 埔、 東 平

洲、大埔滘、汀角、船灣、林

村谷和白石角，及外飛地的赤

門海峽兩岸的西貢半島北部。

11. 大埔「政府山」的建立

  本區遊覽、考察景點舉隅：

新界政務司官邸、舊大埔警署、文

武二帝廟、慈山寺、塔門龍頸筋。



以 前 大 埔 的 太
和 市 是 個 怎 樣
的城市？

第三章｜新界 7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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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大埔警署
建於 1899 年，是新界第
一間警署。同年，英人在
此舉行升旗禮，表示正式
租佔新界。

理民府
前北區理民府建於1907年，
是管治新界的最高官署。

新界政務司官邸
建於 1906 年，是新界最
高級官員的府邸。

文武二帝廟
建於 1891 年，除供奉文
武二帝外，也是鄉紳議事
和管理墟市的地方。

景

點

到太和市趁墟

太和市不是城市，是「墟
市」。以前的農村自供自
給，間中才有些買賣的日
期和地點，就叫墟期和墟
市。「墟」較「市」規模大。

「 市 」 興 旺 後 可 以 升 格 為
「墟」，太和市後來就「升」
為大埔墟。

英人、鄉紳共治遺跡此區尋

十 四故 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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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土質多沙，不利農業，但莞香

樹生長良好，所以發展了香粉寮的

製香業。此外，馬鞍山鐵礦場質高

量多，遠銷日本、澳洲等地。而曾

大屋的曾氏以採石致富，可見昔日

沙田兼具香港各種重要產業。

12. 傳統行業在沙田

沙田區在新界南部，由獅子山

分隔開沙田與九龍市區。範圍

包括大圍、火炭、禾輋、石門、

小瀝源、圓洲角、馬料水、馬

鞍山和烏溪沙等。

  本區遊覽、考察景點舉隅：

道風山基督教叢林、馬鞍山鐵礦場

遺址、圓洲角王屋村古屋、沙田車

公廟、曾大屋。



有人說香港在 1842 年
開 埠 之 前， 是 一 片 荒
野。是不是呢？

當然不是。開埠前香港的
漁、農業已有相當發展。
此外，重要行業如製鹽、
製香、採石、礦業等都很
發達。如馬鞍山的鐵礦場，
全 盛 時 達 3,000 多 礦 工。
現在它已停業，但遺址值
得大家去參觀。

第三章｜新界 7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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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鞍山鐵礦場

車公廟
車公是南宋護帝來港的忠
臣；沙田車公廟有近 300
年歷史。

道風山基督教叢林
叢林內的聖殿由挪威來港
的牧師建於 1930 年。

景

點

基督教叢林標誌
把十字架豎在蓮花上，表
示基督、佛教合一。

曾大屋
碉堡式客家圍村，由開石礦
場致富的曾貫萬在 1867 年
建成。

不同宗教共存共榮的沙田

十 五故 事 二



香粉寮製香業

第三章｜新界 8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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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石致富曾貫萬

香港盛產莞香樹。香
樹的種植、磨粉、製
造神香是以前重要的
行業。香粉寮的製香
工人利用城門河河水推
磨，把香木磨成粉，
加竹籤再搓成神香。
製香工場是寮棚，所
以地名叫香粉寮。

大圍有一河谷地帶
叫香粉寮。你知道
它的由來嗎？

沙田曾大屋好宏偉啊！
是誰興建的呢？

曾大屋是由曾貫萬，又名曾三利興建
的。他出生於廣東五華，自幼家貧，
16 歲到新安縣（包括今日香港）做打
石工人。1842 年香港開埠，需大量石
材建設城市，他趁機會到港島發展，
開設了三利石廠。

他致富後，花了 20 年時間，
建成了面積 6,000 多平方米的
曾大屋，包括護城河及吊橋，
供族人居住。曾大屋集家宅、
祠堂、碉堡於一身，是香港的
一級歷史建築。

十 七故 事 二十 六故 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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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西貢有很多風景宜人的郊野

公園、奇偉地貌、水庫、沙灘，所

以有「香港後花園」之稱。而美景

背後，有明朝外國來華朝貢、近代

抗日烈士事跡，是值得遊覽和紀念

的地方。

13. 西貢與海上絲路

西貢區位於新界東部。範圍包

括西貢半島南部、清水灣半島、

糧 船 灣 和 將 軍 澳 新 市 鎮 及 70

多個島嶼。

  本區遊覽、考察景點舉隅：

香港地質公園、鹽田梓天主教堂、

斬竹灣烈士碑園、大廟灣天后廟、

西貢車公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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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點

「西」方來「貢」與海上絲路

西貢斬竹灣烈士碑園
1989 年建立，以紀念保
衞香港的抗日烈士。

香港地質公園
2008 年成立，2011 年升
格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轄
下的世界級地質公園。

萬宜水庫
1978 年建成，是香港儲
水量最大的水庫。

鹽田梓
位於西貢海的小島，是香
港天主教發源地之一。

西貢在香港東面，
為 甚 麼 地 名 卻 說

「西」？

這「西」字歷史悠久呢，
這名稱已有 600 年歷史，
也和海上絲路有關。話
說鄭和下西洋後，東南
亞、中東以至東非地區
向明朝進貢或貿易時，
常在西貢停泊。西貢是

「西方來貢」的意思。

島嶼眾多、景物宜人的西貢

十 八故 事 二



元 朗 區 位 於 新 界 西 部。

範 圍 包 括 廈 村 鄉、 屏 山

鄉、 十 八 鄉、 錦 田 鄉、

八鄉和新田鄉等。

香港漫畫風物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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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7 成以上是山丘地帶，而元朗

得天獨厚，是香港最大平原所在，

面 積 達 144.3 平 方 公 里， 是 港 島

（80.5 平方公里）的 1.8 倍；加上

水源充足，所以以往農業發達，很

早有鄧氏、文氏等族群聚居，形成

祠堂、鄉塾、舊建築處處。

14. 元朗古蹟處處是

  本區遊覽、考察景點舉隅：

周王二公書院、屏山文物徑、錦田

樹屋、錦田吉慶圍、新田大夫第、

廈村靈渡寺。



這裏全是青磚舊平房，
好像時光倒流 100 年
呢。元朗舊墟原先有哪
些店舖呢？

第三章｜新界 8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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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點

滿清一條街

錦田吉慶圍
錦田吉慶圍的連環鐵門，
記錄了英軍在 1899 年攻打
錦田、強借新界的歷史。

新田大夫第
由文天祥堂弟文天瑞的後
代於 1865 年建成。

長盛街
又稱「滿清一條街」，位於
元朗舊墟，舊墟內不少中
式 建 築 都 有 超 過 100 年
歷史。

屏山文物徑
長 1.6 公里，連貫着多幢
有 700 年 歷 史 的 傳 統 中
國建築。

欲睹傳統古建築，請到元朗區

不止 100 年呢。元朗舊
墟長盛街一帶的建築物，
最 舊 的 已 300 餘 年。 它
們大多是建於清朝的，
所以人們稱它為「滿清
一 條 街 」。 據 考 證， 這
裏 有 押 店、 客 棧、 榨 油
廠、腐竹廠、酒廠等。

十 九故 事 二



屯門位處海上交通要道，所以在唐

代已是海上絲路起點廣州的外港。

明朝時葡萄牙人曾入侵而引發中葡

戰爭。本區最早的歷史建築可能是

青山禪院前身的杯渡寺，有 1,500

多年歷史。近代重要建築則有革命

基地紅樓和中國共產黨辦學的達

德學院。

15. 廣州外港的屯門

屯門區位於新界最西部。範圍包括

屯門新市鎮、藍地、虎地、大欖涌、

小欖、掃管笏、龍鼓灘和爛角咀等。

  本區遊覽、考察景點舉隅：

紅樓、青山禪院、青松觀、妙法寺、

達德學院、三聖廟。

香港漫畫風物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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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不是。屯門在唐朝已是
廣州外港的海上絲路重鎮，
所以歐洲人常想佔據它。明
中葉葡國曾一度佔領屯門，
其後明朝打敗葡軍，奪回屯
門。 葡 人 轉 而 哀 求 租 借 澳
門， 佔 了 400 多 年， 直 至
1999 年澳門才回歸中國。

屯門是新市鎮，
以 前 是 不 是 很
荒涼的？

第三章｜新界 9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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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點

中、葡屯門之戰

青山禪院
創 建 於 東 晉（ 公 元 317-
420 年），1,000 餘年來都
是華南香火鼎盛的寺院。

杯渡禪師像
禪師像位於禪院內的杯渡
寺，有 1,100 餘年歷史。

紅樓
約建於清末民初，是孫中
山革命基地之一。

達德學院
達德學院（1946-1949 年）
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周恩
來指導開辦的大專院校。

十故 事 三

歷史悠久，絕非新市鎮的屯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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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涌以往散落了不少客家村落，今

日從地名仍可追溯到一些農牧痕跡；

青衣則是漁民聚居小島。葵青區現

時有 9 個貨櫃碼頭，是世界聞名的

貨運中心；而通往機場的青馬大橋，

是全球最長的行車、鐵路兩用懸索

吊橋。

葵青區位於新界西南部。範圍

包括葵涌區和青衣島。

16. 葵青貨櫃港的前身

  本區遊覽、考察景點舉隅：

本區遊覽、考察景點舉隅：瑞峰牛場

（中葵涌公園）、真君廟、青馬大橋、

昂船洲大橋、聖保祿（漁民）村。



我想去圍乙田
街的同學家，
可以嗎？ 未 聽 過 這 地 方， 先 問 清

楚住址吧！「乪」音「基」或
「劇」，是客家語，指山區
梯田的地腳，通常用石塊
築成。可能以前葵青區客
籍居民多，所以街名有客
家人用語如「乪」、「輋」等。

第三章｜新界 9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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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君廟
青衣真君廟供奉的是南宋
官員吳剛厚，生前平海盜有
功，死後封為昭靈真君。

中葵涌公園（前瑞峰牛場）
1960-1980 年經營的瑞峰
牛場，如今改建為中葵涌
公園。

牛石雕
中葵涌公園內的牛隻石雕，
是瑞峰旗下的 Leung Fat 
Dairy Farm留下來的標誌。

青馬大橋
建成於 1997 年，連接青
衣、馬灣，長 2,160 米。

景

點

昔日梯田圍   街
十 一故 事 三

新舊景物集一身的葵青



狐狸通山走 醉酒灣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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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的 3 年零 8 個月的悲慘
歲月是怎樣開始的？

為 防 禦 日 軍 入 侵 九 龍， 駐 港 英 軍 於
1936-1938 年在九龍北部建設一條防
線：西起葵涌的醉酒灣，經金山、城
門水塘、筆架山、獅子山、大老山，
東至西貢牛尾海，全長 18 公里，名為

「醉酒灣防線」。

建成後，英國稱之為「遠東馬
奇 諾 防 線 」（Maginot Line，
法國著名防線），認為至少可
穩守半年。1941 年 12 月 8 日，
日軍由廣東南下入侵香港，3 日
後 突 破 醉 酒 灣 防 線， 至 12 月
25 日全港淪陷。

「圍乪街」附近
的和宜合道是
不是都同農村
有關？

推論合理。和宜合道的
由 來 是 因 為 有 和 宜 合
村。據說這村古稱「狐
狸峽村」，因常有華南
紅狐狸出沒。後來政府
改 名 和 宜 合， 音 近 原
名，又有和睦合作的美
好意義，「狐狸峽」就
逐漸被遺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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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以前叫淺灣，路過船隻常擱淺

損毀，加上海盜常出沒，附近有地

名「三百錢」，可能是勒索的「公

價 」， 所 以 當 時 俗 諺 說：「 尋 財

路 舊 金 山， 尋 死 路 去 荃 灣 」。 至

1950 年代，不少工廠在此設立，

如 紗 廠、 染 廠 等， 荃 灣 開 始 發 展

起來。

17. 荃灣地名顯舊貌

荃 灣 區 位 於 新 界 西。 包

括荃灣新市鎮、油柑頭、

汀 九、 深 井、 青 龍 頭、

嘉龍村、馬灣、大窩口、

梨 木 樹 和 大 嶼 山 北 部 的

外 飛 地（ 欣 澳、 竹 篙 灣

和青洲仔半島）等。

  本區遊覽、考察景點舉隅：

三棟屋博物館、圓玄學院、南豐紗

廠、德華公園（前海灞村）、馬灣

挪亞方舟。



有人叫鱟「夫妻魚」，其實
牠 不 是 魚； 牠 又 名「 馬 蹄
蟹」，和蟹同屬節肢動物。
牠約在 4 億年前就在地球生
活，所以被稱為「活化石」。
或者以前荃灣盛產鱟，所以
有「鱟地坊」。

同 學 叫 我 去「 鱟
地 坊 」 買 文 具。

「鱟」是魚類嗎？

第三章｜新界 10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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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點

史前生物在荃灣

欣澳
舊稱陰澳，是木廠和木塘
的集中地，今日仍見浮木
的木樁。

南豐紗廠（The Mills）
1954 年由棉紗大王陳廷
驊創辦，現在活化為飲食
文娛展覽場所。

三棟屋博物館
原是 1786 年陳氏客家人建
立的圍村。

德華公園
原址是海壩村，現改建為
中式園林公園。

十 四故 事 三

由農村蛻變為工業區的荃灣



他 弄 錯 了， 此 壩 不 同
彼「霸」。以前荃灣平
地 少， 居 民 惟 有 在 海
灘築圍堤來造田，叫做

「壩」，於是沿海鄉村常
有「壩」字，例如海壩
村、馬頭壩村等。今日
就成為街道名稱。

有同學說家住
「 海 壩 街 」，
特別有霸氣！

街名看地理

第三章｜新界 10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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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低三百買路錢！」
十 六故 事 三十 五故 事 三

「放低三百買路錢」語帶勒索，
香港以前很多盜賊嗎？

早期香港真的有很多海盜，他們
劫掠商船、打家劫舍，甚至搶掠
警署。如 1912 年長洲警署就被
海盜圍攻，警察 3 死 1 傷，最後
警署被搶去 1,000 元。

又有些埋伏在航道勒索，其中
一處叫「三百錢」，位置約在
今日荃灣德士古道海傍，至對
岸青衣的牙鷹洲（今灝景灣）。
據說當時所有經過的船隻都要
被迫泊岸，繳交三百個銅錢才
放行，因而得名。



本區島嶼各有不同風物。早年多是

漁村麕集的，後來有些蛻變為工業

中心，有些成為禮佛勝地。長洲、

南丫島至今仍有漁村況味；坪洲則

曾是灰窰和火柴工業中心，今日是

難以想像的。至於大嶼山的天壇大

佛和寶蓮寺則是遠近馳名的佛教旅

遊勝地。

18. 離島風物各不同

離 島 區 位 於 新 界 西 南 部 海 域， 是 18

行政區中佔地最廣，而人口最少

的一區。範圍包括赤鱲角、長

洲、喜靈洲、交椅洲、南

丫島、大嶼山、坪洲、

蒲 台 群 島、 石 鼓 洲、

索罟洲、小鴉洲和大

鴉洲等約 40 個島嶼。

  本區遊覽、考察景點舉隅：

長洲太平清醮、大澳遊涌、天壇大

佛、昂平 360、東涌炮台。

香港漫畫風物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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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鄉的太平清醮
十 七故 事 三

大澳遊涌
大澳遊涌是國家級非物質
文化遺產。大澳居民每年
端 午 節 由 龍 舟 拖 神 艇 遊
涌，以除瘟疫。

天壇大佛
建於 1993 年，座落在大
嶼山昂平，高 34 米，重
250 公噸。

坪洲石灰窰廠遺址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
坪洲工廠林立，以石灰廠
最多。

長洲太平清醮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每年佛誕（農曆四月八日）
舉行。

景

點

著名民俗活動在離島

以前鄉村是怎樣
防疫的？

很多鄉村都會舉行太平清
醮，藉拜神靈驅瘟疫。一
般 都 在 村 內 空 地 舉 行，
惟獨水鄉大澳是在河涌舉
行。每逢端午節，大澳人
在龍舟後拖一隻供奉神靈
的神艇，請神靈遊涌驅瘟
疫。這是聞名中外的非物
質文化遺產項目呢！



附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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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壽臣（1861-1959）
香港黃竹坑人，曾就讀中央書院，後被容閎

帶往美國留學，考入哥倫比亞大學，但清廷

改變政策，召回留美學生。周壽臣回國後協

助推行洋務，官至二品。後返港發展，創立

東亞銀行、香港仔兒童工藝院、香港保護兒

童會等；又大力推動廢除奴婢制、禁吃狗肉

等，對促進社會進步，貢獻很大。

相關章節：南區

1  孫中山（1866-1925）
廣東香山人。他在17歲至26歲（1883-1892年）

時在香港讀書。他就讀的中央書院新校舍（孫

中山在舊校舍上學）、西醫書院，和參加的

教會道濟會堂，都在荷李活道，所以這裏可

說是孫中山思想形成的地方。

相關章節：中西區

2  容閎（1828-1912）
廣東香山人。容閎被馬禮遜學堂的布朗校長

帶往美國留學。1854 年畢業於耶魯大學，

1871-1881 年他替清廷帶領 120 名幼童去美

國留學，培育了不少人才，是中國留學生事

業的先驅，被譽為「中國留學生之父」。

相關章節：灣仔區、南區

（一）中外人物篇

4  郭春秧（1860-1935）
福建同安人。父親早逝，16 歲隨叔父遠渡印

尼爪哇（以前又稱為「渣華」）經營白米、

茶葉、糖等生意。當中在糖業的成就最顯赫，

被稱為「糖王」。其後他來港在北角發展，

填海建碼頭辦航運，運糖也運合約勞工（俗

稱賣豬仔）。20 世紀初，不少福建人去南洋

做苦力，香港是一個中轉站，渣華輪船公司

開辦往來中、港、南洋的航線，所以北角一

帶聚集了很多福建人，被稱為「小福建」。

相關章節：東區

甲 補 充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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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何東（1862-1956）
中英混血兒，父親何仕文（Charles H.M.Bosman, 

1839-1892）是荷蘭裔英籍人，母親施娣，

是華人。何東一直以中國人自居，長年穿長

衫馬褂，自稱籍貫廣東寶安；他又派兒子何

世禮（1906-1998）回中國參與抗日。他在

中央書院畢業後，歷任中國海關、怡和洋行

買辦等，後創業成為香港首富。他雖兩度被

英國封爵士，仍以中國人自居，並樂於參與

慈善公益，港府將九龍塘內原本全以英國郡

為名的街道，選取一條命名何東道以表揚他

對公益的貢獻。

相關章節：九龍城區

6  余達之（不詳 -1969）
廣東惠陽人，在香港出生，皇仁書院畢業後

到馬來西亞發展，後引入當地有名的糖薑回

港設廠，被譽為「糖薑大王」。糖薑曾是香

港著名品牌的食品工業，遠銷歐美各地，是

貴族喜愛的小食，據說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皇

（1819-1901）也是糖薑愛好者，此外它亦是外國華僑解鄉愁的恩物。

1947 年余達之參加英國工展會，並晤見瑪麗皇太后（1867-1953），

得默許發展又一村。又一村有牡丹路、海棠路、石竹路、丹桂路、

地錦路、玉蘭路、壽菊路、紫藤路、高槐路等眾多以花卉命名的街道，

亦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達之路」。
相關章節：深水埗區

8  律敦治（Jehangir Hormusjee Ruttonjee, 1880-1960）
來自印度的巴斯人，經營進出口貿易及地產，

又在深井創立香港啤酒廠—生力啤酒廠的

前身，今日的碧堤半島。律敦治父子熱衷慈

善公益，香港日治時期，秘密接濟了不少獄

中外籍戰犯，被日方揭發後監禁 5 年，香港重

光後才獲釋。律敦治除建立 3 所醫院外，又

成立防癆會，擔任紅十字會會長，對香港的

醫療發展貢獻很大。

相關章節：灣仔區

7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英國人。第一個來華的基督教傳教士。在香

港留有不少事跡，如創辦英華書院，灣仔摩

利臣山也以他命名。由於清廷禁教，所以他

以文字傳教為主，翻譯了新舊約中文聖經、

編撰了中國第一部《華英字典》、在中文報

章《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傳播教義和西學等，

對香港的文化和宗教貢獻很大。

相關章節：灣仔區

何世禮

何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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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麼地（Hormusjee Naorojee Mody, 1838-1911）
來自印度的巴斯人。麼地和遮打（Catchick 

Paul Chater,1846-1926） 合 辦「 遮 打 麼 地

洋行」，涉足地產和股票市場。他曾經捐助

巨款建立香港大學，成立九龍木球會。麼地

預視尖沙咀一帶的發展潛力，麼地道及麼地

廣場一帶都是他的投資，故兩地以他命名。

相關章節：油尖旺區

（二）經濟地理篇

1  轉口港
屯門早在唐代，已是廣州的外港，

但明、清海禁後海貿衰落了。至

1842 年開埠，香港商港地位日益

提升。內部因素是尖沙咀碼頭、

九廣鐵路等等基建的完成；外部

因素是赴外謀生華僑日多，對家

鄉食品和藥物有需求，促成南北行轉口貿易興旺，另外中國政局變化

大，及 1950 年代外國對中國的禁運，使香港轉口港角色更形重要。

相關章節：屯門區、中西區、油尖旺區

2  九廣鐵路
中港合資建造，1910 年通車，

對中港以至世界經貿影響很大。

當時鐵路局宣稱它是「全球最重

要的尾部」：意思是以歐洲作為

鐵路的起點，一直通過西伯利亞

鐵路、京漢鐵路、粵漢鐵路、九

廣鐵路，直達香港，以香港作為歐亞鐵路網絡的末端。九廣鐵路的

尖沙咀總站，毗鄰就是九龍倉、太古倉等貨運碼頭，可通往世界各

地。「兩倉一鐵」是昔日香港成為重要商埠的關鍵因素。

相關章節：油尖旺區

10  義德（Charles Montague Ede, 1864-1925）
1920 年代前立法局議員義德組成公司，要把

九龍塘建設成如英國的「花園城市」，但未

完成便病逝。後來港府為紀念他，在九龍塘

筆架山命名了一條義德道（Ede Road）；另

外九龍塘雅息士道（Essex Road）花園圍牆

亦有紀念牌紀念義德對九龍塘開發的貢獻。

相關章節：九龍城區

義德紀念碑

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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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電力供應
港燈首間發電廠為灣仔

發電廠，位於灣仔星街

和電氣街交界，今日的

日街、月街、星街、光

明街、電氣街及永豐街

一帶，是香港首先有電

力供應的地區。北角發

電廠為港燈興建的第二

間發電廠，位於北角的電氣道及大強街因此而得名。

相關章節：灣仔區、東區

5  電影院
1910 年代，九龍才有第一間戲院─位於油

麻地的廣智戲院。在 1960-2000 年同時營運

的有快樂、東樂、好世界、百老匯、域多利、

大世界、麗斯、百樂門、新華、麗聲、英京、

荷李活、南華、文華、凱聲、金聲、豪華、

太子、嘉禾、UA、新寶等 20 多間。專家估

計，若滿座則每日達 13-14 萬人，7 成入座

率也有 9 萬多人。2017 年政府統計，旺角人

口約 12 萬，而專誠到訪該區看電影的人，人

口流量已接近該地區全部人口，旺角吸引「外

來人口」之強勁，與人流之旺，可見一斑。

相關章節：油尖旺區

4  油庫
工業發展需能源，電力

以外也需要燃油。北角

的油街、蜆殼街（燃油

公司名稱）；深水埗的

美孚新邨（美孚石油公

司眾多儲油鼓所在）、

青衣的美景花園（原美

孚石油庫） 等，前均為油庫所在地。從今日街名、屋苑名稱，可追

溯昔日的原來面貌。

相關章節：東區、深水埗區、葵青區

6  主題街道
由於旺角位於九龍中部，交通便利，人流集

中，故許多商戶都集中在此開店，形成百業成

行成市。例如有雀仔街（原康樂街，現遷往

園圃街雀鳥公園）、金魚街（通菜街中段）、

女人街（通菜街南段）、波鞋街（花園街）、

「花墟」—包括旺角大球場、界限街遊樂場

以西及以南多條街道，如運動場道、花園街、

花墟道、園圃街、園藝街、太子道西等。

相關章節：油尖旺區

電影院分佈（圓點）

電影院廣告

女人街

花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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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煙廠
旺角在 20 世紀初至 1940 年代

間，曾有一地標性建築─東

方煙廠，但如今已毫無遺跡，

僅存煙廠街、東方街兩條小街

道供人們遐想。東方煙廠，英

文 名 稱 是“Orient Tobacco 

Manufactory of Hong Kong”，是當時旺角規模最大的工廠之一。

昔日的東方煙廠規模宏大，不單只包括煙廠街、東方街，還有一段

彌敦道、登打士街，在彌敦道東面的西洋菜街、通菜街、豉油街、

洗衣街等街道的南段，都可能是廠址範圍。

相關章節：油尖旺區

9  採石業
採石業一向是香港重要產業，

在 1842 年開埠時，全港的礦

場已超過 100 個。香港出產

的花崗岩屬於最優等的一級

石材，赤柱的美利樓、中環

茶具博物館、終審法院大樓等著名建築物均採用本地出產的花崗岩建

成。本地的石材更出口至外地，如廣州石室教堂所用的花崗岩來自香

港石礦場；三藩市金融區的 Parrott Building，也採用香港花崗岩。

早期香港石礦場遍佈各處，規模較大的在石塘咀、鰂魚涌及觀塘區的

四山─牛頭角、茜草灣、茶果嶺、鯉魚門。石礦場結束後的原址，

不少用來建築屋苑，如觀塘區就建成 35 個公營屋邨屋苑，是全港之最。

相關章節：中西區、東區、觀塘區

8  紡織業
1899 年英資怡和洋行最先在銅

鑼灣開設紡織廠，今日銅鑼灣

仍 有 棉 花 徑（Cotton Path） 

以 誌 其 事， 該 廠 於 1914 年 遷

往上海。戰後許多華商由上海

等地將紗廠遷來香港，1954 年

設於荃灣的南豐紗廠是規模和生產量最大的一間。南豐紗廠共有 1-6

號廠，設在荃灣青山公路兩旁。1980 年代以後香港不少紗廠北移或

結束，南豐紗廠 1-3 號廠改建為翠豐臺屋苑，4-6 廠於 2018 年活化

為文化藝術展覽及餐飲消閒的會堂。

相關章節：荃灣區

10  避風塘
1841 年英軍登陸香港島時，島上 5,000 名居民

中有半數以上是漁民，其餘就以務農或打石維

生，可見漁民或蜑家或水上人是香港重要民系。

水上人因生活習慣與陸上居民不同，所以也有

其獨特的語言系統，如埋頭─船隻泊岸、埋街

─上岸購物、開新─出海捕魚、水乾─潮

退、水滿─潮漲、扯波─打風、打石湖─行雷、落大喜─下

大雨、門錠─船錨、大撈便─船的左邊、小撈便─船的右邊。

現在漁民多上岸陸居了，留在水上的以香港仔避風塘最多，約佔全

部水上人口四分一。

相關章節：南區、油尖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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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武廟
上環文武廟，1847 年重修。早在開埠時，文

武廟除了是崇拜文昌帝和關武帝的廟宇外，

它的公所也是華人議事、訟裁的地點。其時

華人仍有生不入官門的想法，所以有所爭執，

往往將案情寫在黄紙，加以焚燒，以求神判，

並斬雞頭起誓。文武廟又設有私塾和更練等，為華人子弟提供教育

和維持地區治安，是港英政府默許下的一種自理勢力。

大埔的文武二帝廟建於 1891 年，是新界的華人議事、訟裁的地點。

它再多一個功能是管理大埔的太和市，廟內有一公秤，作為墟市買

賣時的公認重量標準。

相關章節：中西區、大埔區

2  洪聖廟
灣仔洪聖廟始建於 1847 年。從廟

中所拜的神祇，可以理解社區裏人

們的期望。洪聖，隋朝人，全銜為

「南海廣利大王」，是保祐漁民的

男海神；老張王爺，即灶君，他的

全銜為「東廚司命九靈元王定福真君」，是關懷人們飲食的神；金

花夫人，是求子的女神；花粉夫人，出身青樓，喜助姊妹、疼愛小孩，

是求子之神，又是祈求姻緣之神。

相關章節：灣仔區

（三）宗教信仰篇 3  天后廟
銅鑼灣天后廟由戴氏興建，年

代不可考。相傳戴氏祖先在海

邊 拾 得 一 紅 香 爐， 認 為 是 天

后授意建廟供奉，而其靠背小

山 亦 因 而 稱 作 紅 香 爐 峰； 有

學者認為香港島舊稱紅香爐，

即由此而來。此廟有鐘刻上乾

隆十二年（1747 年）字樣，可見廟宇歷史悠久。在廣東沿海歷史最

長的天后廟位於西貢佛堂門大廟灣，俗稱「大廟」，始建於南宋咸

淳二年（1266 年），已有 700 多年歷史。

相關章節：灣仔區、西貢區

4  黃大仙祠
黃大仙祠所拜的黃大仙，原名黃初平，

出生於公元 328 年（東晉時），浙江金

華人。少年家貧，牧羊時遇仙得道。香

港黃大仙的供奉最先在 1915 年由廣東傳

來；而位於竹園的祠廟就建於 1921 年。

廟宇組織叫嗇色園，是道教修煉要訣，

即是減省物慾的意思。黃大仙祠在贈醫

興學方面很有貢獻，巍峨建築亦成為旅

遊參拜聖地。

相關章節：黃大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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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侯王廟
侯王廟供奉的是楊亮節。他是南

宋末宋皇室的國舅，曾護送宋帝

昺逃避元軍南下香港，病逝於九

龍。他生前封侯，死後追封為王，

所以被尊為「侯王」。九龍城的

侯王廟初建於南宋末，現在的規

模是清朝雍正八年（1730 年）重

建奠下的。九龍城侯王廟的特色是名家書法題字很多，如書法觀賞館。

又傳說楊亮節曾與元軍海戰於大嶼山，所以東涌、大澳亦有侯王廟。

相關章節：九龍城區、離島區

6  車公廟
車 公， 是 南 宋 末 江 西 南 昌

人，曾抵禦元軍，護送宋帝

昺 南 避 香 港， 被 封 為 大 元

帥，但不幸病故於香港。他

精通醫術，生前常為百姓治

病，死後亦多次顯靈驅除瘟疫。最早設立的車公廟在西貢濠涌，距

今近 500 年；至距今約 300 年的清中葉時，車公被供奉至沙田大圍，

成為香火最盛的車公廟。大圍車公廟路的特色是主殿兩旁有鐘樓、

鼓樓；神壇的左右有風車，轉動風車可以帶來好運。

相關章節：沙田區、西貢區

7  青山襌院
青山襌院是香港最古老的名剎，它不遲於五代

南漢大寶十二年（969 年）建成。它的山門牌

坊正面的橫披「香海名山」四字，是精通中文

及中國書法的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ne，

1925-1930 年在任）所寫，兩旁對聯則是曾任

國民政府總理的梁士詒所寫。牌坊背面的橫披「回頭是岸」是曾任廣

東佛教總會會長、六榕寺住持的鐵禪法師所寫，兩旁則有陳伯陶、伍

銓萃兩位清末翰林的對聯。一座牌坊有港督、總理、高僧、翰林 5 人

的手筆，是十分罕見的，由此可以想像青山禪院昔日的地位和善信絡

繹不絕的景況。

相關章節：屯門區

8  基督教堂
從一些教堂建築，可看到香港中

西文化的共融。如 1937 年竣工

的銅鑼灣聖馬利亞堂，同年重建

的九龍城聖三一堂，都是中式的

重 檐 屋 頂。1930 年 建 的 沙 田 道

風 山 基 督 教 叢 林 更 是 非 常 中 國

化，除了將教堂建造成中國傳統

建築式樣，更把教會標誌的十字

架豎在蓮花上，意思是基督教、

佛教合一，清晰地反映了香港多

元文化兼容的特色。

相關章節：灣仔區、九龍城區、沙田區

九龍城聖三一堂

沙田道風山基督教叢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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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乙 八 區 景 、 地 名 故
事 的 學 習 重 心 舉 隅

點9  清真寺
尖 沙 咀 的 九 龍 清 真 寺， 是

香 港 最 大 的 清 真 寺， 它 佔

地 1,500 多平方米，樓高 4

層，四角有高 11 米的呼拜

塔，屋頂中間是桃形大圓球

狀。尖沙咀的清真寺早在 1901 年已有，是方便威菲路軍營（Whitfield 

Barracks）內的南亞裔回教英兵做禮拜的，地點約在今尖沙咀警署

附近。至 1970 年政府收地興建地鐵時拆毀了，改在現址重建新的清

真寺，1984 年建成。香港華人社會可以出現阿拉伯式建築，又可讓

各種中外宗教共存，可見本港多元和包容的文化特色。

相關章節：油尖旺區

10  拜火教
正式名稱是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erianism），

是 有 近 3,000 年 歷 史 的 古 老 波 斯（ 今 伊

朗 ） 宗 教。 它 崇 拜 光 明， 常 在 火 前 祈 禱，

所 以 俗 稱 拜 火 教。 香 港 的 拜 火 教 徒 叫 巴 斯

人（Parsee）， 來 自 印 度， 早 期 不 少 從 事

放貸，又因喜戴大耳環，所以被稱為「大耳

窿」。另一方面，樂善好施的巴斯人也不少，

如前文提過的律敦治、麼地；此外碧荔道（Bisney Road）、旭龢道

（Kotewall Road） 也是紀念對香港有貢獻的巴斯人的。

相關章節：灣仔區

地區
景點、
地名故事

增潤的
學習重心

相關的
課程課題

中
西
區

•	中區警署
•	中央裁判署
•	終審法院
•	域多利監獄
•	文武廟
•	太平山街
•	百姓廟
•	東華

英人、
華人共治

小三：香港的古蹟
小三：香港遊

•	荷李活道
•	鴨蛋街
•	南北行

孫中山思想的
形成、香港轉
口貿易

小二：社區的各行各業
小四：轉口貿易的發展
小五：香港的經濟
小六：回顧國家歷史

灣
仔
區

•	金紫荊廣場
•	洪聖古廟
•	拜火教
•	聖馬利亞堂

具管治意義的
新舊建築、多
元文化共融

小三：香港的古蹟
小四：香港的回歸	

•	馬禮遜
•	律敦治

對教育、醫療有
貢獻的外國人

小三：香港居民的多元
背景

東
區

•	海防博物館
•	羅屋民俗館
•	油街實現
•	葛量洪滅火輪

古蹟與不同類
型的博物館

小一：家族的成員、姓
氏與家鄉的認識
小三：香港遊

•	大強街
•	郭春秧

早期的工業區及
小福建的由來 小二：社區的各行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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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景點、
地名故事

增潤的
學習重心

相關的
課程課題

南
區

•	香港仔避風塘
•	風之塔公園
•	聖士提反書院
•	伯大尼修院

四大民系之一
的蜑家人及漁
業、日本侵佔
香港

小三：香港遊
小六：回顧國家歷史

•	Hong	Kong 由來
•	周壽臣

香港開埠早期
的人和事

小三：香港居民的多元
背景

油
尖
旺
區

•	清真寺
•	九廣鐵路鐘樓
•	油麻地戲院
•	雷生春

來自外國的信
仰和科技、中
國的非遺文化

小二：香港的多元文化

•	旺角的前世今生
•	百變芒角村

旺角早期的經
濟活動

小二：社區的各行各業
小四：早期經濟活動

深
水
埗
區

•	李鄭屋古墓
•	三太子廟
•	美荷樓
•	鴨寮街

深水埗的前世
今生與唐樓 小二：香港的故事

•	又一村的柳暗花明 洋平房 小三：香港遊

九
龍
城
區

•	宋皇臺
•	侯王廟
•	九龍寨城
•	石屋家園

中、港共榮辱
小一：到公園探索
小三：香港的古蹟
小四：宋朝的歷史

•	盆菜與皇帝
•	寨城風雲
•	九龍塘豪宅由來

宋朝、清朝衰弱
的痕跡、九龍塘
花園城市的打造

小三：香港居民的多元
背景
小四：昔日的香港

黃
大
仙
區

•	黃大仙祠
•	志蓮淨苑
•	獅子山
•	聖約瑟安老院

道、佛和諧並
存、公屋與獅
子山下

小二：香港的多元文化
小三：香港的古蹟

•	墳場變公園 銀行大班與公
園

小一：到公園去
小二：我的社區

地區
景點、
地名故事

增潤的
學習重心

相關的
課程課題

觀
塘
區

•	魔鬼山廢堡
•	彩榮路岩石公園
•	茶果嶺天后廟

軍事和採石業
的遺跡

小一：到公園探索
小四：早期經濟活動

•	官塘抑或觀塘？ 昔日的鹽業 小四：早期經濟活動

北
區

•	廖萬石堂
•	松嶺鄧公祠
•	老圍
•	周王二公書院

新界大族的歷
史及祠堂文化

小一：家族的成員、姓
氏與家鄉的認識
小四：香港圍村

•	巡撫街 海禁 小二：香港的故事

大
埔
區

•	舊大埔警署
•	理民府
•	新界政務司官邸
•	文武二帝廟

英人、華人共
治 小三：香港的古蹟

•	到太和市趁墟 傳統農村經濟 小三：香港的古蹟

沙
田
區

•	車公廟
•	道風山基督教	
叢林

•	曾大屋

中、外宗教兼
容及昔日重要
行業

小二：香港的多元文化
小三：多元的社會

•	馬鞍山
•	香粉寮
•	曾大屋

昔日重要行業 小二：社區的各行各業

西
貢
區

•	地質公園
•	萬宜水庫
•	西貢斬竹灣烈士
碑園

•	鹽田仔

地質學上的香
港；香港抗日
英雄

小三：大自然的面貌
小六：回顧國家歷史

•	西方來貢與海上
絲路

西貢名稱的由
來 小四：昔日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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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景點、
地名故事

增潤的
學習重心

相關的
課程課題

元
朗
區

•	錦田吉慶圍
•	新田大夫第
•	元朗舊墟長盛街
•	屏山文物徑

傳統民居與宗
族文化

小一：家族的成員、姓
氏與家鄉的認識
小四：昔日的香港

•	滿清一條街 傳統民居與清
代商業

小一：家族的成員、姓
氏與家鄉的認識

屯
門
區

•	青山禪院
•	紅樓
•	達德學院

佛、道相容；
近代革命歷史
遺址

小二：香港的多元文化
小三：香港的古蹟
小五：近代中國

•	中葡屯門之戰 古今重鎮話屯門 小二：香港的故事
小六：回顧國家歷史

葵
青
區

•	真君廟
•	中葵涌公園		
（前瑞峰牛場）
•	青馬大橋

社會的變化 小二：社區的各行各業

•	圍乪街
•	和宜合道

以街名分析地
貌及本地野生
動物

小三：香港的動植物
小四：昔日的香港

荃
灣
區

•	三棟屋博物館
•	南豐紗廠（The	Mills）
•	德華公園
•	欣澳

農業、工業的
遞嬗 小三：香港的古蹟

•	史前生物在荃灣
•	地名看地理

以街名分析特
產及地貌 小三：大自然的面貌

離
島
區

•	天壇大佛
•	坪洲石灰窰廠遺址
•	長洲太平清醮

早期工業、今
日旅遊的遞嬗
及香港的非遺
文化

小二：社區的各行各業
小四：香港的工業

•	大澳遊涌 香港的非遺文
化

小一：節日與活動
小三：香港的文化遺產

丙 習 作 舉 隅
習作 課題

（1)	 繪製家族樹：包括自己、兄弟姊妹、父母親、
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姓名。

（2）	除了同住的家人，你會在甚麼節日 / 時間和上述
或其他親友見面呢？請提供照片及略加說明。

（3）	大家見面時有些甚麼活動？本書有沒有提過這
些活動？

小一：我的家
人、家族的成
員、家庭聚會
與活動、節日
與活動

（1）	你的居所或學校所在地區有些甚麼有特色的街
道名稱或地名？

（2）	寫上你熟悉的親友居住的地區名稱。
（3）	他們居住的地區有甚麼特色？
（4）	你喜歡本書中哪些街道 / 地名的故事？	 	

為甚麼？
（5）	請介紹本書沒有提過的任何一區的景點或街道

背後的故事，並提供照片及略加說明。

小二：我的社
區、居所或學
校所在地區的
特色

（1）	在你的社區，你常接觸到哪些外籍人士？請盡
量把你認識的外國人列表，把他 / 她們的國籍
和姓名寫出來。（愈多愈好）

（2）請說出中國人以外，兩種或以上不同國籍的人
在信仰和生活上與我們不同的地方。

（3）	在本書中找一個例子，說明香港的多元文化的
特色。

（4）	舉一個生活上的例子說明香港可以多元文化並
存。（例如家庭內有不同宗教信仰、不同飲食
習慣）

小二：香港的
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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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作 課題

（1）	從本書中，找出最少兩個景點是與中國歷史有
關的。並說明它們與中國甚麼朝代有關。

（2）	到了甚麼朝代和發生了甚麼事，令香港脫離了
中國的管治？

（3）	香港甚麼時候回歸中國？回歸後的香港和中國
的其他城市 / 地區，有甚麼不同？

小二：香港的
故事

（1）	能從秦朝開始至到清代，順敘數出中國的各個
朝代嗎？

（2）	中國歷史上有強盛的朝代，也有衰弱的朝代。
請分別舉出例子，並簡單說明強盛時期和衰弱
時期不同的現象。

（3）	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試在本書找
出在不同朝代，關連着中國歷史的香港景點。
請至少舉出兩個例子。

小二：中國的
故事

（1）	香港衣著、飲食多元化。嘗試就你自己的觀
察，具體說出這方面的多元化現象。

（2）	本書有提到鴨蛋、茶果、盆菜、腐乳饅頭等地
道食物，請問在香港哪些地方可以找得到？

（3）	在香港歷史中，出現過哪些不同的房屋？試用
簡表和相片設計一份「香港房屋歷史」。

（4）在香港歷史中，出現過哪些不同的交通工具？
試用簡表和相片設計一份「香港交通歷史」。

小三：香港衣
食住行的中西
特色

習作 課題

（1）	香港有四大民系，你能說出來嗎？本書有哪些
地方有提到四大民系的風土人情？

（2）	除了四大民系，香港也有許多來自中國五湖四
海的居民。試訪問你的老師和同學，問問他們
的籍貫，做個簡單的報告表。

（3）	你的原籍是哪裏？訪問家中的長輩，簡略說說
家族來港定居的歷史，亦可採用問答形式的口
述歷史作報告。

小三：香港是
我家

（1）	在本書找出你喜歡的景點，並說說你喜歡的原
因。

（2）	舉出本書沒有提及，但是你喜歡的景點。請加
照片說明。

（3）	眾多的香港的文化遺產，你最喜歡哪兩項？為
甚麼？

（4）	舉出兩個例子，說明香港的文化遺產（如節
日）	，是源自中國內地的。

小三：香港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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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用實地考察學習歷史
以「舊灣仔探索之旅」為例

教丁 師 延 伸 教 學 舉 隅 一  引言：社區發展與特色

開埠伊始，灣仔（下環）即以一個另類面貌出現，她在四

環中別具一格─她不像中環般洋商麕集、華廈林立，有

「小歐洲」風味；也不似上環、西環般華人聚居、商舖娼寮

櫛比鱗次，儼如「小廣州」。她是一個中西民族、文化匯

聚之區；單從皇后大道東大佛口東行漫步至醫院山，這些

「東西交錯」的零拾就可隨處撿到。

誠如施其樂牧師（Rev. Carl T. Smith）所說：「在灣仔的

皇后大道東，兩端各有一座循道衞理的教堂：其中一座是

說英語的，大多數會眾是外國僑民；另一座教堂是說廣東

話的，專為中國人而設。這兩座教堂正好標誌着灣仔在尋

找其角色。今天，它被重新確認為融合東西方特質的一個

商貿交匯地。」

其實類似的例子在舊灣仔確是俯拾即是：皇后大道東西邊

山麓有嘉諾撒、明愛等天主教教會及福德祠、洪聖廟，東

邊山麓卻有基督教聖雅各堂、聖雅各福群會、玉虛宮等；

摩理臣山北麓有愛群道之伊斯蘭教中心，南麓則有錫克廟，

再往南沿黄泥涌道依次有回教、天主教、基督教、祅教、

印度教、猶太教等墳場，儼然是個「聯合天國」。信仰、

民族、文化的多元化、多樣化確是灣仔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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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提到的舊灣仔考察範圍，時限為開埠至 20 世紀中約

100 年之間，路線主要是沿着昔日灣仔的海岸線，自西徂

東漫溯於皇后大道東；抵醫院山腳後，轉入灣仔道，繞過

已被削平的摩理臣山，到愛群道的回教總部為止。行程約

兩個小時。希望透過悠閒的歷史漫步，可以令學生領略到

一個社區由童年以至成長的歷程，從而以小見大、點線面

地思考香港整體歷史的發展。

二  社區為本的考察目的

1.  認識與舊灣仔發展有關的人和事；

2. 分析舊灣仔社區的發展、海岸線的變遷及移山填海的

痕跡；

3.  欣賞文物建築，尤其是中西合璧的騎樓屋；

4.  體會香港各種宗教和平共存的特色；

5.  思考活化古蹟的方向及對現今生活態度的反思。

三  可配合的常識科課題

小二： 親親社區─我的社區；我的國家─香港的故事、

香港的多元文化； 

小三：生活在香港─香港是我家；歷史文化遊─香港遊；

小四：認識國土─昔日的香港、二十世紀的香港；

小五：新時代的發展─香港的經濟。

四  對象及學習形式

對象：家長與高小同學，以親子活動形式進行。

學習形式：由老師帶領家長及學生作實地考察，之後學生

在老師和家長指導下完成習作。習作可以是個人或分組：

1.  個人：個人製作不少於 5 頁的報告一份：內容至少包

括兩個分段式考察重點，或一個綜合式考察專題。當中

要包含照片、社區見聞、個人感受等。

2.  分組：3-5人小組製作灣仔社區康樂棋一副：要求如下。

a. 棋紙需包括 20 個以上的考察點，宜有合理路線、圖

片及簡略說明；

b. 清楚及合理地解釋「前進」、「後退」、「罰停」、

「返回起點」等原因；

c. 設有「機會卡」，答對所附的問題有獎；

d. 可供多人同時參與遊戲。

灣仔社區康樂棋

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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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分段式的考察重點

考察重點 1：軍營與日人社區
軒尼詩道（近警察總部）東行，經軍器廠街，眺望大佛口

軍營
分隔

指出海軍船塢（早期俗稱「鐸也」，即Dockyard）、美利軍營、
域多利軍營、威靈頓軍營所在；介紹開埠初軍營把中環灣仔分隔
的格局，至 1979 年軍部交回金鐘兵房始有改善。另可注意正義
道兵營軍火庫遺址及大佛口路邊的防空洞。

日人
社區

這是最早的居港日本人社區。據老報人江山故人在《循環日報》
憶述：早期差不多所有居港日本人都住在大佛口一帶，由於他們
鄉土觀念很重，甚至豉油豆腐之微，非光顧本國人的商店不可，
所以這一帶包括大佛洋行在內，日本商店林立。至 1930 年代港
府取締石塘咀公娼後，這一帶又成阻街女郎（私娼）出沒之處，
以致後來出現「大佛貨色」的辱罵婦女的俚語。另外，李培德又
提到當時在港日人多來自長崎，男的多為船員，女的多當「唐行
婦」（Karayuki-san，即娼妓）；老街坊謂附近有著名妓院稱「千
歲花壇」，可作旁證。

正義道軍營 灣仔防空洞

考察重點 2：人物與地貌
莊士敦道，經晏頓道、蘭杜街、李節街、分域街、機利臣街等街口

相關
人物

•	軒尼詩─第8任港督，任期為 1877-1883 年，軒尼詩道
是 1921-1929 年填海造地建成；

•	莊士敦為砵甸乍時代的副商務總監兼副港督；

•	晏頓（Edward	Anton），1911-1918 年怡和董事；

•	蘭杜（David	Landale），1902-1921 年怡和董事；

•	李節，新會七堡鄉人，早年華人富商李良之子；1854 年李
陞、李良兄弟來港發展，成立和興行金山莊致富；

•	分域（George	Fenwick），是George	Fenwick	&	Co.	—	
機械工程及造船公司的創辦人；

•	機利臣（William	Jardin	Gresson），1901-1910 年怡和大
班。開埠初本區發展以顛地的寶順洋行、渣甸的怡和洋行
為主。至 1867 年顛地破產返國，李節、利希慎、林護、
何東等華商始繼起。

海岸
地貌

在此觀察舊日灣仔海岸線。應留意 1904 年電車通車，但過
大佛口後不走直線而呈U形的原因，就是為了遷就海岸線。
昔日此處海灣之上有兩條東西走向道路：皇后大道東在海岸
邊、堅尼地道在半山，都是連貫全區的幹線；至於本區範
圍，則西起軍器廠街（Arsenal	Street），東至奇力島（Kellett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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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重點 3：街道與宗教
聖佛蘭士街、進教圍、光明街（聖嬰里）、日街、月街、星街、 

電氣街

街道
由來

1890 年仁記洋行在此設發電廠，至 1919 年結束，故此街名
多以發光物體命名；其後電廠遷往北角，故北角亦有電氣道。
此系列街道建於 1900 年代，當時政府得到軍部准許，擴闊花
園道至軍器廠街一段皇后大道東（今金鐘道），於是電廠附
近發展了多條街道，即日街、月街、星街、電氣街、永豐街等。

宗教
傳播

留意早期天主教及在灣仔的發展。1848 年法國沙爾德聖保祿
女修會抵港，最先在灣仔發展，其後遷往銅鑼灣；1860 年意
大利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在灣仔繼續慈善事業的發展。另外，
此地早期亦為基督徒之墓地，所葬者不少是附近軍營死亡之
英兵。

聖佛蘭士街 聖母聖衣堂

考察重點 4：歷史建築
莊士敦道、大王東街（初名 Lyall 's Lane，因設立了 Lyall, Still & Co. ）

文物
建築

由船街入莊士敦道時，注意船街 18 號合源建築公司之木敞
櫳「無腳騎樓屋」，並參觀及評估「和昌大押」（莊士敦道
60-66 號）變為高級餐廳─「The	Pawn」的活化成果。

相關
人物

早期灣仔區不少當舖，如「和昌」、「振安」等均為羅裕積
擁有，人稱之為「當舖大王」；後其子羅肇唐發展地產，成
立裕泰興公司，是港島舊樓拆卸重建方面的著名地產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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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重點 5：民間信仰
參觀皇后大道東洪聖廟（咸豐十年，1860 年）

岸線
探討

在此看海邊神壇發展為廟宇的痕跡─廟頂及後牆均為岩壁、
前廊之潮漲疏水蓋，加上隔鄰之「望海」觀音廟，均可證明
這原是海濱地帶。

民間
信仰

分析道教神祇─洪聖，全銜為「南海廣利大王」，隋朝人，
與廣州南海神廟所供奉者相同；老張王爺，即灶君，民彥：「灶
神王爺本姓張，一碗清水三炷香」即是此神，他的全銜為「東
廚司命九靈元王定福真君」。金花夫人，屈大均《廣東新語》
謂廣州仙湖人，溺死後屍不腐有異香，奉其同形木偶，祈子
輒得，4 月 17 日為寶誕；花粉夫人，出身青樓，喜助姊妹、
疼愛小孩，是求子之神，又是祈求姻緣之神。

洪聖廟 洪聖廟內部

考察重點 6：文物古蹟
舊郵政局、舊街市

重要
古蹟

舊郵政局於 1912-1913 年為 3 號差館，至 1915 年改作郵局，
它是巴洛克與傳統中式建築的結合。舊街市建於 1937 年，現定
為三級古蹟，它是包浩斯式建築，強調外形服從功能，力求簡
潔，富機械性美感，與中環街市風格接近。

死難
事件

舊街市有地窖本為員工宿舍，由於不遠處有防空洞，二次大戰
時，日軍空襲期間不少來不及逃避的市民被炸死，所以在戰時
曾充當作罹難者的停屍間。

舊郵政局 舊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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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重點 7：建築與傳說
石水渠街參觀「藍屋」（1920 年）、隆安街参觀玉虛宮（1862 年）

藍屋
歷史

藍屋有近 90 年歷史，為典型的「無腳走馬騎樓屋」，木梯直
上，無廁無浴須倒夜香，惟是騎樓打通，居民溝通交談方便。
原址曾為平房式的華陀醫館，後改建為四層騎樓屋，樓下為
林世榮姪兒林祖的跌打武館，再傳子林鎮顯，開業至今；二
樓為鏡涵義學，三樓為逸衝 / 一中書院（是當時區內唯一英
中），四樓為鮮魚商會。同街斜對面則為下環更練館所在（今
聖雅各福群會大樓）。

傳說
探究

玉虛宮供奉之北帝（銅像高3米，鑄於1604年），全名為「北
方真武玄天上帝」，原為北方之神。何以南方的香港人會信
奉？三元宮、三寶殿拜的是甚麼？包公、龍母又是何人何神？
黃飛鴻妻子十三姨（莫桂蘭）、徒弟林世榮（豬肉榮）之生
平事跡與電影所述，有無差別？均可着學生研究。

藍屋 玉虛宮

考察重點 8：社區建設
堅尼地道、眺望巴禮殊山（Parish Hill）、醫院山（Mt.Shadwell）、

摩理臣山（Morrison Hill）

重要
建設

堅尼地道有循道英語堂（Methodist	 International	Church，
Hong	Kong），建於 1936 年。巴禮殊山上有香港華仁書院
（1919 年建校於荷李活道，1954 年遷此），下有防空洞、界
石（1905 年 Boundary	Stone	of	Royal	Naval）。醫院山於
1843 年建有海員醫院，1873 年改為皇家海軍醫院，1949 年
再改為律敦治醫院。摩理臣山於 1843 年建有馬禮遜紀念學
校，6年後結束。

重要
人物

馬禮遜於 1807 年將基督新教傳入中國，對中國近代化影響甚
鉅。他所創立的英華書院及為紀念他而成立的馬禮遜紀念學
校，培育出的人才，對中、港的影響難以在此短文中言喻。
巴斯人律敦治（Ruttonjee）的生平與貢獻亦值得探究，可連
結巴斯墳場一起探索。

循道英語堂 堅尼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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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重點 9：特殊行業與地貌變易
灣仔道、巴路士街、茂羅街、克街、活道、德仁街

特殊
行業

•	1851 年政府在醫院山山腳（灣仔舊街市側）開闢了曲尺形
灣仔道，繞摩理臣山到天樂里。早年這一帶是殯儀業所在，
因地屬近郊，不怕晚上哀樂騷擾民居。香港殯儀業鉅子蕭明
（1911-1986）承父業，先在此區設福壽長生店，至 1951 年
設立香港殯儀館（位置在德仁街對着的籃球場），其後不少
長生店也在此經營。論者謂安樂里、天樂里實含有西天極樂
之意。另灣仔道早期名校—敦梅、梅芳、端正，人才輩出，
不容忽視。

•	巴路士街因 Burrows	&	sons，美商木材場設立得名。
•	茂羅街因 Lawrence	Mallory，美商木材場及小船建造廠設立
而得名。

•	克街則由 Heard	&	Co. 的美商瓊記貨倉而得名，這一帶似以
美商為主。

•	由此往東至天樂里，則為巴斯人的貨倉區。

移山
遺跡

活道之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的基座、德仁街籃球場的後壁，均
明顯可見摩理臣山開山未竟全功的痕跡；而安樂里石階上的金
屬線，更明示山界所在。摩理臣山的「山」之遺跡，於此得以
見證。

李賜豪小學的基座 德仁街籃球場的後壁

考察重點 ：社區變遷
由德仁街左拐入愛群道

社區
建設

此處有四所鄧肇堅中、小學、托兒所、兩間鄧肇堅、鄧志昂醫院，
加上灣仔道前白宮酒店 / 美斯百貨公司的鄧家大宅，鄧氏與此區
淵源可謂深厚。此外，愛群道也是香港回教總部的所在，灣仔
舊街市特設清真肉枱，固其來有自也。

傑出
人物

鄧肇堅（1901-1986）南海九江人，其父鄧志昂於 19 世紀末來
港開鴻裕銀舖、鄧天福銀號，致富後曾捐鉅款給香港大學成立
鄧志昂中文學院。鄧肇堅畢業於聖士提反男校後，繼承父業，
並創立九巴，任恒生銀行、油麻地小輪董事等。他樂善好施，
摩理臣山不少建設都是他資助興建，除上述的四校兩醫院外，
還有摩理臣山香港童軍總會鄧肇堅大樓、愛群道鄧肇堅社會服
務中心、伊利沙伯體育館。可以說，摩理臣山的重要建設均由
鄧肇堅一手包辦。另外，軒尼詩道之温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亦由鄧肇堅捐助 250 萬建成。至於愛群大廈，亦與鄧肇堅有間
接關係，它是鄧之義父許愛周（1881-1961）所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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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綜合式考察重點：

1.  街道名稱方面：可從街名看到社區的發展。

• 與華商有關：聯發街、利東街、李節街；

• 與電廠有關：日街、月街、星街、光明街、電氣街；

• 與宗教有關：聖佛蘭士街、進教圍、聖嬰里、摩理臣
山道、大王東街、大王西街。

2.  地貌方面：由山勢、坡度、電車軌走向、道路延展情況，

分析海岸線的變遷及摩理臣山地段移山填海的痕跡。

• 坡度：船街、灣仔峽道、石水渠街；

• 電車路：莊士敦道呈 U 形路段以遷就海岸線；

• 街道延展：灣仔道先南北後東西的走向，實因醫院山、
摩理臣山的阻隔而致；

• 摩理臣山的開鑿：律敦治醫院、李賜豪小學基座；灣
仔道籃球場岩壁；安樂里梯級上的地界。

3.  建築方面：

   a. 審視華南地區特有的騎樓屋、中西合璧的舊郵政局、

德國包浩斯式的舊街市。

• 騎樓屋：石水渠街之藍屋、黄屋；莊士敦道和昌大押；
灣仔道振安大押；大王東街合源建築公司；廈門街興
時 洋 服、Taishing Goldsmith 舊 樓； 茂 羅 街、 巴 路
士街舊建築群；李節街古蹟場景；

• 古典西式建築：船街南固臺；堅尼地道顏氏大宅；舊

郵政局；舊街市；

b.  從和昌大押、李節街、利東街、舊灣仔街市、藍屋、

黄屋等思考古蹟活化問題。

4.  行業方面：

• 殯儀業：灣仔道、天樂里、安樂里；

• 當押業：同德、振安、和昌。

5.  醫療方面：

• 中醫：濟公活佛堂發展為廣福義祠，引發東華醫院的
誕生；另有如華陀醫館等方便醫院。街坊亦傳聞黄飛
鴻妻子莫桂蘭曾在區內行醫授徒；亦有武術界名人林
世榮及其後裔的跌打館在藍屋。

• 西醫：進教圍的聖保祿醫院；醫院山的變遷：海員醫
院 海軍醫院 律敦治肺結核療養院 律敦治醫院；
鄧肇堅醫院；鄧志昂牙科醫院。

6.  宗教方面：

• 中國廟宇：福德祠、洪聖廟、玉虛宮。

• 外國宗教：聖母聖衣堂、浸信會堂、循道英語堂、教
區山（巴理殊山）、錫克廟。

7.  教育方面：

• 「藍屋」校史：鏡涵、逸衝、一中；

• 「南固臺」校史：同濟；

• 「灣仔道」校史：敦梅、端正、梅芳；

• 「教會」校史：馬禮遜、華仁。

Administrator
註解
與下文齊頭



香港漫畫風物誌

150 151

七  結語：對現今生活態度的反思

1.  已故港大校長黄麗松曾說：「勿做醜陋的香港人，勿做

平面的香港人」。甚麼是「醜陋」、「平面」的人？答

案人言人殊。簡單來說，可能是指只活於當下，只活於

純物質、純官能的追求的人。

2.  盼老師和同學都相信萬物有情、人間有情，對過去的人

和事都有一種溫情和敬意（錢穆語）。對前人篳路藍縷

的貢獻，固然要感恩；對不說話的歷史文物、山川草木、

海灣岩壁，都明白它們有獨特的個性，與人類的生活方

式、風俗習慣、思想價值等息息相關。

3.  人應該是活在立體的歷史時空裏，追求飽滿的人文精神

生活。個人覺得愛好考察、重視保育，肩負承傳與延續

的精神，將是過度崇拜物質的現今社會的一帖良藥。

（二）利用舊報刊廣告學習歷史
以電器行廣告為例

一  引言：從舊報刊廣告學歷史的好處

1.  貼近生活，垂手可得

報章廣告等普及刊物，是社會的一面鏡子，往往能反映大

眾文化、日常生活、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變遷，所以舊報刊

廣告可說是活脫脫的生活史。舊廣告是既珍貴又廉宜的，

它是珍貴的史料，在官方或權威文獻中未必有，但它又不

需昂貴費用，花點心思，不難尋覓。所以，利用廣告尋找

歷史的蛛絲馬跡，是廉宜而便捷的方法。

2.  趣味性高，容易理解

報章廣告具有商業目的，以普羅大眾為對象，故比較生活

化和簡單易明，相較刻板的課本或文章會更有趣味性。學

生由此入手研習歷史，分外親切。學生從言簡意賅、圖文

並茂的廣告中學習歷史，更易提升興趣，加強對生活全貌

的了解。

3.  點線結合、具體性高

報刊廣告是珍貴的一手史料之一，學習歷史只靠泛泛而談

是站不住腳的。從史料中學習歷史，可以跳出單向的講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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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學生具體地了解歷史環境，將零星的知識有系統地整理

成學問。而分析資料更是歷史教學的關鍵，學生可以了解

歷史不是空想，是講求事實和證據的一種學問。

4.  學習考證，延伸課外

看舊報刊廣告為學生創造了觸摸歷史的機會，讓他們嘗試

尋覓史料、考證史實的滋味。在過程中，他們可以將枯燥

乏味的資料轉化為有血肉的故事。分析舊廣告時，可以教

導學生掌握初步考證技巧，思考事物背後連鎖性的因果關

係；進而深化他們對日常事物的思考，了解學習是不囿於

課堂和課本之內的。

二  學習目標

1.  學習以小見大，由零求整—從數份零散的廣告探究

1960 年代香港基層市民的生活。

2.  學習抽絲剝繭的了解歷史上時、地、人、事的問題。

3.  由家庭電器的添購去理解物價和民生。

4.  由今昔對比，了解今日生活的改善，與前人的努力是分

不開的。

三  可配合的常識科課題

小一： 溫暖的家─我的家人；

小二： 親親社區─我的社區；我的國家─香港的故事； 

小三： 生活在香港─生活所需、香港是我家；

小四： 奇妙的世界─電的故事；認識國土─昔日的香

港、二十世紀的香港；

小五： 新時代的發展─香港的經濟、廣告的誘惑。

四  對象及學習形式

對象：家長與高小同學，以親子活動形式進行。

學習形式︰

1.  由老師、家長指導學生完成工作紙中的四個任務。然後

在下列 2 或 3 選做一項。

2.  鼓勵學生嘗試訪問長輩，做口述歷史；老師可提供口述

歷史指引給學生。口述歷史題目可包括：我（指長輩）

童年時家中添置家庭電器的歷史；點洋燭的日子；電器

行的憶述；家電的出現與生活的變化；家電價錢與分期

付款情況；昔日的收入與開支等，報告不少於 150 字。

3.  鼓勵學生收集 1960-1970 年代的家電單據、保用證、

說明書，及有價格、圖片的家電廣告。將上述資料編輯

成不少於 5 版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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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工作紙

細閱下列各項資料，依次完成任務一至四：

資料一：1950 年代末至 1960 年代初的電器行廣告 
（紅色字是原件，黑色字是重新打字文本，兩者內容相同）

黃大仙徙置大廈
安裝電燈分一年付款

先交五毫，便可大放光明

本行專辦承裝各大徙置區電燈工程，現為求進一步普遍安裝起

見，特破例將工料費分一年繳付，如舖位需裝多量電燈亦可分一
年付款，現為求各住戶普遍安裝起見由九月一日起先交私章費

五毫便可大放光明并所有中華電力公司電燈按金由本行墊繳。

一、 每戶新裝電燈二枝，全部工料費由安裝電錶之梯口起第一

間合共銀十六元。

（若梯後，因總線關係要加三元，即一十九元）

隨後每隔一間增加總線費二元該款分一年交付款，每期收十

元第一期申報時先交五毫，第二期於有電錶供應之日交付十

元，隨後每月繳付十元，直至繳清為止。

二、 申報時，請到巴域街五號，及親到黃大仙正街尾北一段本行

辦事處，或來電話通知本行即派員登戶代填，取回本行正式

收據，如無本行正式收條概不負責，茲因有等不肖之徒，假

冒本行名義而向各往戶招搖撞騙，希各住戶提高警覺，勿受

彼等所愚。

三、 本行一切員工均配有證章否則係屬偽冒希望各戶主注意。

電話號碼：六 O 四 O 一：五七二八六

本行設有風扇會即日開收

每月數元便得風扇壹把

中華電力公司註冊
達光電器行
總行油麻地白加士街一三一號
第一分行深水埗石硤尾巴域街五號地下
黃大仙正街北一段一號 B

本行增設收音機部

分期付款

本行保証用新貨英國膠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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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光電器行
開收風扇會

本行自首創風扇分期付款以來，深荷各

界人仕擁護，日銷風扇百數十把，茲為

求進一步普及一家一扇，使我廣大僑

胞，免受炎熱之苦。特再破天荒創設風

扇會，每月只交六元五角，便得風扇一

把。各國新型風扇限額叁千把，額滿即

止，機會無多，萬勿錯過。「迨未雨綢

繆」，聰明的貴客們，盍速乎來！

各國新型風扇 繼續分期付款

徵收風扇會日期：由即日起開收，（手

續請到本行第一分行辦理）至一九五九

年四月一號起派發。

地址

總行：油麻地白加士街一三一號

一分行：深水埗巴域街五號（即大埔道

白花大廈背后，石峽尾街轉入）

二分行：九龍黃大仙直街北一段一號 B

電話：六Ｏ四Ｏ一 五七二八六

資料二：1950 年代末的電器行廣告
（左邊是原件，右邊是重新打字文本，兩者內容相同）

任務一：了解資料性質

1. 上述兩篇屬於甚麼性質的文字？

a. 新聞  b. 廣告  c. 消閒

2. 兩篇文字要推介的是甚麼東西？

a. 玩具  b. 服裝  c. 電器

3. 資料一提及的銷售物品有 種，分別是 、

和 。

4. 銷售物品的方式是容許顧客可以 付款。

5. 本任務總結：這兩篇文字的性質是以 來吸引

顧客購買 的 。

參考答案： 家庭電器、分期付款、廣告、三種、風扇、

裝電燈、收音機

任務二：了解資料對象
1. 從廣告的上款，可以知道廣告的對象是：

a. 徙置區居民  b. 半山區富戶  c. 避風塘漁民

2. 下列三項有關費用的資料，與目標顧客有關嗎？

   為甚麼？

a. 裝燈首期交五毫  b. 電器行墊繳按金

c. 詳細說明「總線費」每間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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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中主力推銷的是哪種家庭電器？何以見得？ 
（參考資料：電器價錢）

1960 年 代 風 扇， 當 時 約 售

60-80 元。

電錶 徙 置 大 廈。 電 錶 一 般 在 每 層

最 左 上 方， 裝 電 燈 要 由 電 錶

拖電線入屋才能通電，叫「總

線 費 」。 離 電 錶 愈 遠， 費 用

愈高。

1960 年代收音機，當時約售

300-400 元。

a. 電燈  b. 風扇  c. 收音機

文中主力推銷的是 ，因為

。

4. 從裝兩枝電燈，買一把風扇，買一台收音機都設有

分期付款辦法，可以推想當時的社會民生是：（圈起

選擇項目的英文字母，可以選多項）

a. 家庭電器很貴  b. 市民收入很少

c. 電器不受歡迎  d. 電器供應不足

e. 電器並不普及

5. 本任務總結：廣告的對象是 （填兩字）區居民，

他們收入 （填兩字），所以電器行利用廣告吸

引他們在家中裝 （填兩字）。

任務三：了解家電罕有的年代
1. 從廣告的哪些地方可以知道那是甚麼年代？
（參考資料：兩款 1960 年代的電話及電話號碼變遷表）



香港漫畫風物誌

160 161

香港電話號碼的變遷

5 位數字 6 位數字 7 位數字 8 位數字

1938 年（或更
早）至 1960 年
代中

1960 年代中至
1983 年

1983年至 1990
年代

1990 年代中至
現在

a. 優惠的截止日期：

b. 參看電話有多少個號碼： （可參考上表）

2. 哪個年代沒有能力購置家庭電器的市民怎樣生活？
（參考資料：照明用具）

1

3

2

4

照明方面： 在家可用上圖的
（寫出數目字及名稱）

   在黑暗的梯間、後巷用
（寫出數目字及名稱）

   小販晚上做生意用
（寫出數目字及名稱）

驅暑方面：

娛樂方面：

3. 哪個年代普羅市民的收入怎樣？
（參考資料：1960 年代中後期的廣告）

1

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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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電話號碼，知道上述廣告的年代是： 。

四個不同的工作的平均收入是： 。

大致上，四份工作的要求高嗎？（請述理由）

4. 本任務總結：1950 年代末至 1960 年代中，普羅市

民工資 （請判斷高 / 中 / 低），所以要分期付款

才能享用到普通的家電，例如 、

和 等。

任務四：了解家電日益普及的原因
1. 請在家中拍攝不同的家庭電器，將照片分類貼在下

列空格上，並在 上註明名稱。

廚房的電器廚房的電器 廚房的電器廚房的電器

廳房的電器 廳房的電器廳房的電器 廳房的電器

其他電器其他電器 其他電器其他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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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訪問家長或長輩，寫出你的家庭設置家電的歷史。

例子： 1970 年

電飯煲

年份（由早期至後期）

家電名稱

3. 一般來說，香港這數十年來，多數家庭的家電數量

是不斷增多的。為甚麼？下列各項原因，你同意的

加「ü」，不同意的加「û」。然後把同意的項目用

1,2,3,4,5 表明重要性。「1」是最重要的，如此類推。

ü或 û 重要性 你家裏家電增多的原因

潮流興，人買我又買

家電愈來愈便宜

家長 / 長輩愛護家人，想令大家生活更舒適

別人贈送

抽獎時抽中

家庭愈是電器化愈能代表身份地位

大減價時就購買

受到廣告影響

購買房子時已裝置

其他原因：

4. 本任務總結：時至今日，一般香港的家庭所擁有的

家電都較 1960 年代 __________（填兩字），所以市

民生活是遠較以前 __________（填兩字）的。家電增

多，做家務時間減少了，我們可以利用餘暇，多與

__________（填兩字）共處，促進 __________（填兩字）。

我們也應該明白，家電需用 __________（填兩字）購

買，所以對家長 / 長輩努力工作，添置家電，讓我

們生活更舒暢，所以我們應常懷 __________（填兩字）

之心。

附家電舉隅：

廚房用：  多 士 爐、 攪 拌 器、 電 焗 爐、 微 波 爐、 
邊爐鍋、電子瓦罉、電磁爐、雪櫃、 
電飯煲。

廳房用：  電視機、音響、冷氣機、暖爐、電氈、
電話、酒櫃、魚缸氣泵、電蚊香、枱燈。

個人用：  電 鬚 刨、 電 風 筒、 電 動 牙 刷、 電 腦、 
打印機、電子琴、電結他、按摩椅、手機。

整潔衞生用：  吸 塵 機、 抽 濕 機、 打 蠟 機、 洗 衣 機、 
乾衣機、電熨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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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總結

1.  研讀廣告是直接接觸史料的一種方法，可以讓我們擴闊

視野，切實了解不同時代的生活面貌；而這些生活面貌

的拼湊，可以鍛鍊個人的觀察力、推理能力、邏輯思維

等，是值得同學們嘗試的。

2.  但同時要注意，廣告未必都是嚴謹的，有可能有不盡不

實的地方，這需要更多其他證據才好作定論。

3.  此外，在作今昔比較的時候，切勿以為我們今日已站在

歷史最高峰，前人都是落後可笑的。若這樣，我們將來

也會被評為落後可笑。

4.  相反，我們要以感恩、崇敬的心情去了解昔日的人和

事。歷史是連綿的長流，沒有上游水源的開發，何來下

游的渾浩流轉。以社會來說，沒有前輩的篳路藍縷，悉

心的關愛，我們的幸福不會無緣無故由天上掉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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