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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的面貌多元而充滿驚喜，維港之畔是地
標性建築會議展覽中心，沿着灣仔的天橋

走到灣仔道一帶的舊街區，市井氛圍濃郁。喜歡
香港文學的讀者對於灣仔一定不會陌生，這裏有
劉以鬯敘寫熱鬧的修頓球場、黃谷柳筆下的春園
街等。正值端午假期，不妨在前往打卡香港文學

園地的路上，漫步縱橫交錯的灣仔街道，感受舊區新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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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莊士敦道與灣仔道相連的路口
大榕樹為起點，沿着莊士敦道行走，
將會欣賞到幾條灣仔特色街道。從石
水渠街走到灣仔街市，一路上可以看
到蔬菜檔、肉檔前排滿前來選購的市
民。從街頭走尾，可以來到皇后大道
東，前往藍屋、舊灣仔郵政局和北帝
廟等古蹟建築。

石水渠街名字由來
1959年以前，維多利亞港並未經

過填海，維港的水域範圍約在皇后大
道東一帶，水流從堅尼地道的山頂沿
着此條街道流至維港。為了在雨季來
臨時，防止洪水氾濫，便修建了一堵
石牆，這也就是石水渠街的名字由
來。

與石水渠街相鄰的街道就是太原
街，如今這裏被雜貨店、玩具攤檔所
包圍，置身於此彷彿可以買到生活中
所需的全部商品，因此這條街總是人
來人往的熱鬧景象。而回溯到上世紀
70年代，這裏是有名的玩具批發市
場，到處堆滿即將發往世界各地的玩
具和聖誕裝飾品。

再往前走，就是很多人都熟悉的
利東街。每到年末，這裏掛上紅色的
燈籠，年味滿滿，成為港島有名的夜
景打卡地。利東街又叫喜帖街，街上
曾經遍布售賣喜帖的商舖。如今，利
東街內傳統食肆與新潮店舖並存，咖
啡廳、輕食店吸引年輕人打卡。這裏
綠樹成蔭，不少市民在街中央的長椅
曬太陽或是聊天，很是愜意。

在藍屋聽香港故事
穿過利東街來到皇后大道東，一

定要前往藍屋看一看。藍屋72A號地
舖此前曾是 「廣和號」 雜貨店，直到
上世紀80年代結業。如今，修復後的
地舖成為 「香港故事館」 （前身為
「灣仔民間生活館」 ），以 「從民間
出發，匯多元文化」 為宗旨，定期舉
辦多元社區文化活動。走進舖內，雖
然地方不大，但陳列的電影海報和懷
舊物件能夠很好地反映當時的生活方
式。

而往金鐘的方向一直走，可以看

到有名的 「快樂麵包」 餅店。若是在
藍屋中的香港故事館參觀過，一定對
這家小店印象深刻。這家店在灣仔已
經有逾45年的歷史，曾在2022年結
業，後來又遷移至皇后大道東66號重
新開業。店內售賣的麵包、蛋糕、蝴
蝶酥等甜品美味又平價，更有奶油
筒、沙翁等懷舊麵包，深受街坊喜
愛。

從 「快樂麵包」 出來，過馬路行
至永豐街。走上台階後，便來到日月
星街。日月星街的命名要追溯至1889
年。彼時，香港電燈在星街與電氣街
的交界處建立港島地區的第一個發電
站，為港島的街道帶來光亮。因此，
以《三字經》中 「三光者，日月星」
來命名。與皇后大道東一帶車水馬龍
相比，這裏隱世而
安靜。街角的咖啡
店、餐廳、酒吧、
潮牌集合店，是文
青打卡的好去處，
逛逛停停就能消磨
一下午的時光。

▲ 「香港故事館」 內陳列的電影海報及懷舊物件。

灣仔歷史建築探知

M7茂蘿街7號是市
區重建局（市建局）位
於灣仔區的保育活化項
目，項目範圍包括十幢
建於1910年代，現被評
為二級歷史建築的戰前
樓宇。經保育活化後項
目盡量保留樓宇的建築
元素和物料，其中包括露台、法式
窗戶、欄杆和木樓梯等，亦包括一
個約300平方米的公共休憩空間供社
區享用。

如今，香港文學舘就坐落在茂
蘿街7號的3樓，佔地2000呎，結合
現代數碼技術，向參觀者介紹香港
文學發展及文學作品，展出張愛

玲、蕭紅，及黃慶雲等香港作家的
珍貴手稿、出版刊物和簽名本等；
亦會邀請研究香港文學的學者，舉
辦各類型的文學交流講座。開幕展
覽 「萬物有文，文裏尋花」 更是以
花為主題，將空間塑造成 「文學花
園」 ，讓參觀者以不同方式欣賞香
港文學。

藍屋原址曾是一所醫院，樓高兩
層，於1872年政府差餉徵收冊中名
為 「華陀醫院」 ，1886年關閉後變
為用作供奉 「神醫華佗」 的廟宇。
1920年代拆卸後興建現在四層高建
築，在1922年建成，樓梯間的牆
壁、單位內的窗戶同樣由木材製造，
而露台部分則採用鋼筋水泥建造，是
香港少數餘下有露台建築的唐樓。72
號地下為 「華佗廟」 ，1950年代為
黃飛鴻徒弟林世榮侄兒林祖開設的武
館取代，至1960年代林祖的武館再
改為其兒子林鎮顯的醫館。

72號一樓曾開辦專為街坊子弟
提供免費教育的 「鏡涵義學」 ，而二

樓及三樓則是戰前灣仔唯一英文學校
「一中書院」 的校址。72號A地下是
「廣和號」 雜貨店和74號

地下是 「聯興酒莊」 ，約
在80年代結業。74號二樓
曾經是 「鮮魚商會」 的會
址，而同座三樓則為商會
的會議室。74號A地下原
本是雜貨店，戰後改為住
宅。1990年代，政府為藍
屋外牆髹上油漆時，因物
料庫只剩下水務署常用的
藍色油漆，整座藍屋便髹

成藍色。來到這裏，還可以參觀 「香
港故事館」 ，了解昔日的香港生活。

這座曲尺形建築物坐落於灣仔峽
道和皇后大道東交界，於1912年至
1913年間興建，1915年3月1日啟用，
是香港現存歷史最悠久的郵政局建
築。1990年建築被列為香港法定古
蹟，由環境保護署在1993年開始作為
環境資源中心——環保軒，展示關於
環境保護的資料及圖片等。中心內展
示的物件大多為真實古蹟古物而非仿
製品。

北帝廟原名玉虛宮，在清朝同
治二年建成，屬三進三間式建築
物，基本設計屬四合院形式，廟的
正脊飾有雙龍，由當時的灣仔坊眾
集資建成。灣仔北帝廟有百多年歷
史，因此曾經有大小重修多次，廟
內有碑志陳述曾於1928年重修。
2010年5月17日北帝廟獲古物諮詢
委員會確定為一級歷史建築；2019
年10月25日，獲評定為法定古蹟。

灣仔北帝廟內布置近似上環荷李活
道的文武廟，大門的對聯寫着，
「廿八星宿周天北辰君其而不動；
卅六度出地上帝位乎極以無為。」
走進廟內，主殿供奉首后兩尊主神
北帝，門額 「玉虛宮」 三字出自張
玉堂手筆，張氏為清朝大鵬協副
將，鎮守九龍寨城，而兩側設有
「三寶殿」 、 「龍母殿」 及 「財神
殿」 。

第一代灣仔警署在1868年啟
用，位於灣仔道與東海旁（即今莊
士敦道）的交界，有二號差館之
稱。1932年，灣仔剛完成海旁東填
海計劃，警署被遷到告士打道現
址，佔地7500平方米，而當時警署
臨近海旁，並具有警署、消防車站
以及人員宿舍等的多重功能。1941
年香港保衛戰進入尾聲時，該署遭
到日軍嚴重炮擊，到了香港重光後
需進行大規模的修葺工程，才能恢

復運作。1992年，古物古蹟辦事處
將灣仔警署評定為第三級歷史建
築。2009年12月18日改列為香港二
級歷史建築。

舊灣仔警署

北帝廟

舊灣仔郵政局

茂蘿街7號

藍 屋

▲灣仔藍屋建築群。 圖片來源：香港探古

▲藍屋原址曾是 「華陀醫院」 ，如今
仍保留當時的建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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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星街有不少特色的店舖、食肆。

▲利東街是長約200米的林蔭步行街，
並有雕塑點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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