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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良
局
安
老
服
務
於2016

年
9
月
獲

華
人
永
遠
墳
場
管
理
委
員
會
撥
款

推
行
「
四
道
人
生
」
千
歲
館
活
動
計
劃
。

計
劃
旨
在
推
行
「
四
道
人
生
」
概
念
，
即

「
道
謝
」、「
道
愛
」、「
道
歉
」
及
「
道

別
」，
宣
揚
活
在
當
下
，
減
少
遺
憾
的
訊

息
。

「
道
愛
」
即
是
坐
言
起
行
說
愛
你
；

「
道
謝
」
即
是
向
幫
助
你
既
人
說
多
謝
；

「
道
歉
」即
是
恕
人
恕
己
；「
道
別
」

即
是
把
握
機
會
盡
訴
心
中
情
。

 

此
計
劃
由
保
良
局
安
老
服
務
20
個

社
區
支
援
及
家
居
服
務
單
位
進
行
。
計
劃

主
要
分
為
四
個
階
段
，
包
括
：

第
一
階
段
：
青
年
體
驗
工
作
坊 

透
過
「
假
如
我
老
了
」
體
驗
套
裝
，

讓
年
青
少
年
體
驗
視
障
、
聽
障
、
寒
背
、

腳
重
、
坐
輪
椅
等
，
歷
驗
生
老
病
死
中

的
「
老
」
及
「
病
」
過
程
，
從
而
反
思
生

命
意
義
。

第
二
階
段
：「
四
道
人
生
」
故
事
冊 

計
劃
邀
請
60
名
長
者
擔
任
「
生
命

導
師
」，
與300

名
青
少
年
配
對
，
由
青

少
年
探
訪
「
生
命
導
師
」，
並
於
３
個
月

內
最
少
會
面
５
次
，
青
少
年
為
生
命
導

師
製
作
以
「
四
道
人
生
」
為
框
架
的
生
命

故
事
藝
術
裝
置
。
而
60
件
生
命
故
事
藝

術
裝
置
製
成
品
，
除
了
以
傳
統
書
本
形
式

展
示
外
，
亦
有
以
創
作
歌
曲
，
紀
錄
長

者
一
生
；
以
生
命
樹
、
立
體
模
型
、「
四

道
人
生
」
繽
紛
禮
物
盒
、
木
製
掛
飾
、

四
道
天
燈
和
人
生
摩
天
輪
等
形
式
表
達
生

命
導
師
的
「
四
道
人
生
」
及
每
一
位
生
命

導
師
的
一
生
。

第
三
階
段
：
生
命
因
你
動
聽
暨
「
四
道

人
生
」
千
歲
館
活
動 

計
劃
已
於
本
年
５
月
在
柴
灣
青
年

廣
場
舉
行
生
命
因
你
動
聽
暨
「
四
道
人

生
」
千
歲
館
活
動
，
當
中
不
但
分
享
了
60

件
生
命
故
事
藝
術
裝
置
展
覽
，
並
設
有
計

劃
展
版
、
以
「
四
道
」
為
題
的
攤
位
遊

戲
、
體
驗
遊
戲
、
典
禮
儀
式
、
生
命
故

事
裝
置
設
計
及
製
作
比
賽
頒
獎
、「
四

道
」
主
題
舞
蹈
及
樂
隊
表
演
、
影
視
名
人

羅
蘭
女
士
及
再
生
勇
士
張
潤
衡
先
生
分
享

等
，
將
「
積
極
人
生
」
及
「
四
道
人
生
」

的
訊
息
在
社
區
傳
揚
。

第
四
階
段
：「
四
道
人
生
」
流
動
千
歲

館
展
覽 

現
階
段
透
過
巡
迴
活
動
，
走
訪
港

九
新
界
的
學
校
、
青
年
中
心
及
長
者
中

心
，
展
覽
生
命
故
事
冊
或
藝
術
裝
置
、

生
命
導
師
親
身
講
解
、
派
發
「
四
道
人
生

卡
」
及
「
四
道
攤
位
」
遊
戲
等
，
向
公
眾

宣
揚
正
向
積
極
及「
四
道
人
生
」的
訊
息
。

計
劃
查
詢

如
有
興
趣
邀
請
「
四
道
人
生
」
生

命
故
事
藝
術
裝
置
展
覽
或
體
驗
「
假
如
我

老
了
」
的
團
體
，
可
致
電3690 2291

與
保
良
局
華
永
會
生
命
教
育
及
長
者
支
援

中
心
同
事
預
約
。

◆
洪
倩
文

保
良
局
華
永
會

「
四
道
人
生
」
千
歲
館
計
劃

由藥劑師接聽，歡迎大家於辦公時間內致電，詢問有關由藥物的存放、所服食的藥物疑問，如藥能、藥性、服藥後的反應、與其他疾患的藥物同服食注意事項、藥物與食物的
相沖及食療等問題。

英國人於 1861 年接管界限
街以南的九龍半島後，將

居於尖沙咀一帶的華人，遷徙
往以天后廟為中心的油麻地區，
並於廟前建成一間差館，所以
天后廟前的一段沿海街道，命
名為差館街，差館街於 1880 年
代因填海而逐漸延長，沿海馬
路的地位亦因新填地街所取代。

位於榕樹頭廣場前的差館
街，早期有多家綢緞及疋頭店，
所以亦被稱為「油麻地蘇杭
街」。此外，亦有不少包括經
營茶樓、中药、雜貨、以及食
物的店舖，還有很多稱為「雜
檔」的販攤檔口，設於榕樹頭
廣場及旁邊的街市街，以至差

館街上，當時，亦開有一條由
上環開往「油麻地雜檔」的渡輪
航線。

1909 年，差館街被易名為
上海街，而差館亦於 1922 年遷
往廣東道與眾坊街間的新建築，
舊差館被改作巡理府（ 裁判
署），直到南九龍裁判署（現勞
資審裁署）於1936年落成為止。

這座舊差館橫跨整條上海
街，部份且伸入榕樹頭廣場，
導致交通不便。1959 年，當局
將其拆平，上海街才可南北貫
通。

由於上海街靠近油麻地的
佐敦道碼頭，和接連的巴士總
站，以及旺角山東街的碼頭，

不少人在上海街或廣東道購物
後便乘渡輪返回港島，直到
1950 年代，上海街是較彌敦道
為繁盛者，到了六十年代才逐
漸改變。

五十年代，上海街有若干
間包括太平及金唐的著名老牌
酒家，以及一定好、品心、得
如及雲來茶樓。

名店則有成安記表行，李
家園百貨，李金蘭茶莊，單眼
佬涼茶。還有一間現仍在原址
營業的德生大押。

但最多的是金舖，共有數
十間，包括華生、多福、兄弟、
平安、中興、永成，以及一間
已逾百年，現仍營業的和盛。

•	榕樹頭天后廟，約1958年。
•	與豉油街交界的雲來茶樓，1989年。

•	由佐敦道北望上海街，約1960年。 •	得如茶樓酒家，1992年。

◆
鄭
寶
鴻

•	上海街與眾坊街交界的一定好茶樓，1985年。

•	上海街與山東街交界，約1980年。

•	上海街與眾坊街交界的差館，約1915年。

上海街

•	透過流動千歲館展覽，分享生命導師的生命故事和藝
術裝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