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考資料  

石水渠街／慶雲街／景星街

（藍屋建築群）   

1  歷史淵源  

石水渠街  72-74A 號（藍屋）   

1.1 	 藍屋原為一幢兩層高的建築物，在� 1872年的差餉徵收冊中列為「華

陀醫院」（又名「灣仔街坊醫院」），可能是灣仔第一間為當地

居民提供中醫服務的醫院。�  

1.2 	 當醫院於� 1886 年關閉後，該建築物便用作供奉「神醫華陀」的

廟宇。�  

1.3 	 該建築物於� 1910 年代後期或� 1920 年代初期拆卸以後，在� 1920 年

代中期重建為四層高的唐樓。落成後，「華陀廟」便座落在石水

渠街� 72 號地下。�  

1.4 	 該廟宇在� 1950年代被黃飛鴻徒弟林世榮的姪兒林祖開辦之武館所

取代，其後於� 1960 年代成為跌打醫館（林鎮顯醫館），直至現在。�  

1.5 	 座落於石水渠街� 72 號� 3 樓及� 4 樓的「一中書院」，是第二次世界

大戰前該地區唯一的英文學校，而位於� 2 樓的「鏡涵義學」則為

該地區的小孩提供免費教育。�  

1.6 	 當年鮮魚商會利用石水渠街� 74 號� 4 樓作為他們的會議室，而一套

由一張石檯及兩張石椅組成供魚商麻雀耍樂之用的傢俬組合，在

該建築物屋頂的原來位置，仍然保存至今。  

慶雲街  2-8 號（黃屋）   

1.7 	 該建築物於藍屋建成� 3 至� 4 年後才興建，一直並無任何改變。 

景星街  8 號（橙屋）   

1.8 	 曾用作貯木場，現存的建築物大約建於� 195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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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築特色   

2.1 	 始於� 1920 年代落成的� 8 幢戰前唐樓（藍屋及黃屋），是現今鮮有

依然保存良好的戰前唐樓，能展現當年典型的前鋪後居布局，即

在地面層開設店鋪，樓上各層則劃作住宅。 

2.2 	 藍屋是現今仍罕有地設有露台建築的其中一幢唐樓。 

2.3 	 黃屋的外牆設計別具藝術色彩，屋頂用木柱建成，並舖上凹面的
中式瓦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