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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 5月，一場死人無數的鼠疫在港
島，以太平山街為中心點的太平
山區迸發，災區亦包括堅巷、
必列啫士街、樓梯街等，以及
包括太平里、剦皮巷及左時里等
多條街道。

為澈底清理，當局將這區
的大量房屋清拆，包括一座位於
街市街（普慶坊）的街市，後來，
在此闢建一座「市肺」的卜公花
園。

亦於1906年在附近興建一
間「病理檢驗所」，於1996年改
作「香港醫學博物館」。

疫症一直困擾香港二十多

年。1901 年蔓延至鰂魚涌及筲
箕灣。

為保持衛生，當局大量興
建公廁和浴室，亦包括多座地下
公廁，有一座男廁位於皇后大道
中與威靈頓街交界現仍開放。

1901 年，當局在包括港督
府在內的所有房屋進行煙熏，又
用藥水清潔家具和在牆壁「掃灰
水」（被用作形容女士搽粉）。此
種每年由潔淨局（市政局）舉辦
的清潔行動，後來被名為「洗太
平地」，一直舉辦到 1954 年，
因制水才停止。

為保持家居光猛衛生，當
局規定由 1903 年新落成的樓

宇，樓與樓之間要有充足的空
間，每座樓內一定要有通天，
又准設「騎樓」。

為防鼠患，政府規定所有
大洋船，連繫岸上的纜繩，一
定要有一防止鼠隻上岸的箱子。
亦鼓勵市民滅鼠，當局以每條三
港仙收購老鼠尾。但大量老鼠尾
由內地帶來，計劃被迫取消。

1908年，呼籲市民養貓，

當局以每隻四毫出售。
由 1909 年直到 1960 年代

中，當局在多條街道的電燈杉
（杆），懸掛一「棄鼠箱」以收集
死鼠來檢查疫菌來源。後來，
「電燈杉掛老鼠箱」，被用作形
容一高一矮的情侶。

1918 年，第二代青年會大
樓，在原為疫區的必列啫士街
上落成。

太平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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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寶鴻

•	約 1925 年的樓梯街。前方橫亘的是必列啫
士街，右下方為1918年興建青年會。

•	將1912年的文武廟，右上方為疫區新建的樓宇。

•	太平山街（橫亘）與磅巷間的販檔，約1920年。

•	1870年代，由東華醫院望太平山區華人的密集型房屋。

•	疫症迸發後，政府人員在疫區清理。

•	疫區的必列啫士街，約1905年。正中為皇仁書院。

疫症區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