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老服務消息 二○二○年十月十五日　【第二頁】

香港最早的寮或木屋區，是位於
城隍街與士丹頓街之間。1883

年此區的寮屋連同城隍廟，同被拆
遷以建皇仁書院，所在現為PMQ。

其它歷史悠久的寮屋區，有跑
馬地的黃泥涌村。1930 年，當局清
拆黃泥涌村，以興建包括山村道、
山光道及奕蔭街等多條街道上的高
尚住宅區，以及由高士威道遷至的
馬會馬房。

當時，港島的寮屋區主要位於
大坑及銅鑼灣和北角的山段，包括
馬山、天后山和炮台山等，亦有部
份位於筲箕灣區。

由和平後開始，包括渣甸山及
天后山一帶的寮屋區，逐漸發展為
高尚住宅區，多條包括白建時道、
天后廟道及雲景道等的新道路陸續
開闢。而大部份居民則遷往柴灣墳
場旁的興華村及平安村的木屋徙置
區。

二十世紀初，已有不少寮屋位

於深水埗、長沙灣、九龍塘、石峽
尾和九龍仔區。

1940 年代，亦有寮屋區位於
大角咀、土瓜灣，以至牛頭角一帶。
1950年，原為墳地的何文田區，亦
發展為木屋及平房遍佈的寮屋區和
徙置區。

寮屋區的居民生活困苦，缺水
缺電，常受暴雨、颶風及大火的威
脅，往往導致家破人亡，流離失所。
1950 年代初，多場大火發生於大角
咀、九龍仔、大坑西、何文田、李
鄭屋村，以及港島的大坑區、蓮花
宮山及筲箕灣等的木屋區。

深水埗的石峽尾區，曾數次發
生大火，最嚴重的一次是發生於
1953年 12月 25日聖誕夜，災場包
括上、中、下白田村，石峽尾村以
及上、下窩仔村，災民近六萬。因
石峽尾大火，令致政府積極實行徙
置計劃，興建稱為徙置大廈的平民
屋宇，以安置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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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寮屋木屋區 ◆鄭寶鴻

•	約1960年的大坑區，可見背後的山邊木屋。

•	東區半山的寮屋區，約1962年。

•	北角半山寶馬山的寮屋區，約1967年。

•	下元嶺的寮屋區，約1985年。

•	鑽石山、大磡村及元嶺一帶的寮屋區，約1985年。
•	約1964年的灣仔及天后區，右上方可見大坑及天后區一帶的
寮屋區。

•	北角半山的寮屋區，1958年。所在即將闢建雲景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