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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時代深水
埗區已有人定居。

深水 埗 區 人 口 超 過 43

萬，是香港最早期的

工商業中心之一，現已轉型

為商業及物流中心，新舊交

融，既有市集文化、也有舊

城風貌。區內多有文青小店

Cafe進駐，成為年輕人打卡

熱點；舊式騎樓建築既是深

水埗區的標記，也是香港歷

史的見證……

深水埗是很有趣的地

方，不論年紀，總能在這裏

找到樂趣。要找模型玩意，

可以去福榮街；想找鈕扣花

邊等衣飾配件，可到基隆

街、汝州街、南昌街；需要

電子零件、數碼產品嗎？大

可在鴨寮街、欽州街尋寶。

穿梭在這樣多元化的社區，

眼花繚亂，應從哪裏開始探

索？大公生活頻道 「舊地圖

城市歷奇EP4深水埗」，我

們跟着40年前的地圖遊走深

水埗，尋找 「心水寶」。

大公報記者
陳淑瑩（文、圖、視頻）

深水莆？步？埗？

深水埗碼頭舊 地 圖 城 市 歷 奇

大公生活頻道TK Channel聯同新鴻
基地產新閱會《點讀》平台推出新
欄目，影片、文字 「互聯互通」，齊
齊「穿閱香港」，說故事講歷史。

深水埗近年有不少文青小店進駐，吸
引年輕一代造訪，對他們而言，這裏就是
文青和 「潮人」 的聚腳點。那對於一些老
香港人呢？深水埗又是怎樣的地方？

作家辛年在深水埗成長，對這裏充滿
感情，現在仍不時回去逛逛，緬懷過往生
活的點滴。他在《我成長的地方：深水埗
李鄭屋》一文中提及以前在東沙島街即現
在的樂年花園有個舊書檔，他唸初中時經
常 「打書釘」 ，但女檔主從不干涉，間中

他也買一兩本，一毫子便可買一本（一碗
粥也是相同價錢）！辛年少時住在李鄭屋
山邊一條叫 「太平里」 的村落，該處沒有
水電，要到附近的李鄭屋徙置區公共水喉
取水，他常與村內小朋友捉金絲貓、到山
溪戲水，又會玩一種叫 「掟嘜（通常為牛
奶罐）」 的遊戲，想知什麼是 「掟嘜」 ，
以及太平里村民如何和諧相處？即掃圖內
QR code去《點讀》平台閱讀全文。

除了深水埗，《點讀》也不時介紹其

他社區，例如作者魯金在《香港中區街道
故事》拆解 「長命斜」 的由來、游欣妮老
師在《文學地圖》做導遊，透過文字帶你
漫步欣賞香港。

大公生活頻道

新閱會

在九龍半島西岸，曾經有多個設有
航線來往中環的碼頭：大角咀碼頭、美
孚碼頭等。隨着海底隧道通車、地鐵通
車，以及西九龍的多次填海，這些碼頭
已逐一消失。而在這份舊地圖上，仍可
見深水埗碼頭。

第一代深水埗碼頭在1924年啟用，
位於通州街與北河街交界，即通州街臨
時街市現址。1977年，政府在欽州街對
開海面進行填海工程，填取土地興建南
昌邨及搬遷深水埗碼頭。這份舊地圖顯
示的深水埗碼頭便是新碼頭，在1978年6
月25日啟用，有說這是全港首個安裝電
動閘出口的碼頭。1979年新增深水埗來
往澳門的渡輪服務（政府檔案處圖片），
但航線在1989年11月1日便停航。而深
水埗碼頭則在1992年6月1日關閉。

▲清光緒二十三年版《廣東輿地
全圖‧新安縣圖》中可見到 「深
水埗汛」及 「長沙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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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標記地區
今日已成大商場
這份1983年的地圖還沒有看到

西九龍中心這個大地標。西九龍中
心在1994年落成，據說是全港第二
座純商場建築（香港首座為九龍城
廣場）。商場其中特色是9樓的天龍
過山車，全程254公尺，最高時速
25公里，是當時全香港唯一的室內
過山車。小編記得小時候逛商場，
會聽到過山車乘客在半空飛馳中此
起彼落的歡呼聲。天龍過山車在
2003年停駛，但這些段鮮艷的車軌
仍然盤據在商場8、9樓，成為懷舊
打卡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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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街
曾經的海旁道路
這份80年代舊地圖顯示的通州

街，仍然是深水埗的沿海街道。小編
來到上址，這裏已變成從填海而來的
大片土地，附近是南昌邨、通州街天
橋等，而在通州街天橋下，還有通州
街臨時街市。深水埗曾是香港紡織工
業的心臟地帶，今時今日仍然是購買
飾物及布料的熱門地方。1978年落
成、俗稱 「棚仔」 的欽州街臨時小販
市場是區內著名布藝商販集中地，去
年2月遷入通州街臨時街市的新布藝市
場。小編遊走其中，一卷卷的布疋排
得比人還高，每家布販的布疋款式也
有不同，這些 「布牆」 也各有花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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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龍過山車已停駛，
遺下的車軌已成為西九
龍中心的一個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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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前轉角唐樓
南昌大押
南昌押位於深水埗南昌街及汝州

街交界，建於1920年，屬全港為數不
多的戰前轉角唐樓之一，在2010年被
評為三級歷史建築。其前身為當舖
「同安大押」 ，其後被 「典當業大
王」 高可寧購入，並於1950年改稱南
昌押後沿用至今。兩面 「蝠鼠吊金
錢」 霓虹招牌高掛當舖逾70年，是深
水埗著名地標之一。
因違反《建築物條
例》，2023年3月拆
卸。現時 「南昌押」
已換上新霓虹招牌，
樣式與舊招牌無異，
尺寸縮至符合屋宇

署要求的大小。

6 昔日臨時排檔
圖為1986年的南昌街小販市場

（政府檔案處圖片），遍布密密麻麻
的僭建物。南昌街中央位置，本來
是一條明渠，被覆蓋後，1960年集
結成小販市場，兩旁設有行車道。
1961年6月後，攤檔開始將檔位非
法擴展。政府在1986年7月6日清拆
這些非法
僭建物，
以闢出地
方發展休
憩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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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份
舊地圖標示為
「深水埗軍營」
的地方，部分
已興建成深水
埗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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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鄭屋漢墓
1955年，政府在李鄭屋村夷平

山地興建徙置大廈時發現一座東漢
古墓。古墓用磚砌成，由前、後、
左、右四個墓室及一條羨道組成，
形成十字形對稱的布局。墓磚平均
長40、闊20、厚5厘米，多為素
面，亦有部分墓磚的側面刻有或印
有文字和花紋，文字有 「大吉番
禺 」 、 「番禺大治曆 」 、 「薛
師」 。墓中發現五十八件陪葬品，
但墓內並沒有發現人骨。1988年李
鄭屋漢墓被列為法定古蹟，可永久
保存。墓室不對外開放，但小編可
透過裝嵌在羨道門口的玻璃，窺探
古墓的內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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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古稱 「深水莆」，最
早 見 於 清 嘉 慶 二 十 四 年
（1819）的《新安縣志》。
「深水」是指此地與毗鄰的長沙
灣海床相對為深。 「莆」是古書
上的一種水草。

深水步（埗）的地名，可以
指該地區早期的一個碼頭。
「步」，指靠近水的地方。「埗」讀
音同「步」，意同 「埠」，意義引
申為水邊停船處，即碼頭。雖然
至今未發現深水埗的碼頭設立的
確實年代，但查考清同治七年
（1868）的Kowloon and Hong
Kong showing Customs and
search stations，已載有「深水
步汛」，為當時清政府環繞港島
設立的稅所之一，向來往船隻的
鴉片、商品徵稅，並設有小碼
頭，故名「深水步」。清同治九年
（1870）《廣東圖說》卷十三的〈新
安縣圖〉也出現了接近今日寫法
的「深水步」，故相信深水埗碼頭
的出現，當不晚於18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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鴨寮街
•十八世紀晚期，深水埗的村民在
草寮裏大量飼養鴨子以作批發售
賣，賣得成行成市，於是以此為
「鴨寮街」 命名。1930年代起，
鴨寮街是個販售二手貨物的街道，
到1980年代起便開始改為販售電
子零件、電訊和數碼產品為主，亦
有其他二手貨品諸如電器、圖書和
唱片。

元州街
• 「圓州」 原本是深水埗對開海上
的一個島嶼，後來經填海發展而消
失，便借其諧音命名 「元州街」 。

北河街、汝州街、南昌街
•深水埗有不少街道以中國地方名
命名，像位於湖北的 「北河」 、位
於河南的 「汝州」 、位於江西的
「南昌」 等。

小知識

深水埗街名由來

深水埗尋深水埗尋心水寶心水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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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深水埗從農業
走向工商業發展。

•1950至1960年代，區內公
共屋邨和私人樓宇相繼落成，
如全港最早的公共屋邨石硤
尾邨和私人屋苑美孚新邨。

•1980年代初，深水埗區
人口40萬，是當時全
港人口密度最高的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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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一掃閱讀全文掃一掃閱讀全文

看老一輩眼中的深水埗

大公生活頻道影片，
《點讀》平台有得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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