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識好去處：東華三院文物館 
 
  東華三院始於 1870 年的東華醫院，是香港第一間華人醫院，除了贈醫施藥

外，更提供社會福利及教育服務，現已發展成為全港最具規模的慈善機構。今次

為大家介紹的東華三院文物館，始建於 1911 年，並在 2010 年成為法定古蹟。前

往考察這棟古色古香建築物，有助認識東華三院在香港公共衛生發展歷程中的貢

獻，並可從建築特色及文獻館藏兩方面留意與通識教育科課程相關的重點。 
                    
甲.  從建築特色看香港的中西文化交融 
 

香港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地方，東華三院文物館的

建築形式，正是其中一個好例子。文物館的前身是廣

華醫院大堂，糅合中西建築的精髓。紅磚綠瓦的外形、

門前的千步廊、人字屋頂，以至館內的祠堂佈局，無

不充份展現了中國傳統的建築特色。至於受到西方建

築的影響，則可見於建築物的門窗設計及外形，例如

牆上的小圓窗、連拱頂石的弓形拱窗、西式的楣窗、

館內的拱門、閣樓及辦公室的窗框，這些都是二十世

紀初期流行的西式建築特色。藉着考察文物館的建築

形態，有助從文化傳承與交流的角度，了解「今日香

港」單元所涉及的生活素質議題。 
 
 
乙.  從文獻館藏了解香港公共衛生的發展歷程 
 

文物館內收藏了豐富文獻，例如百年

前的剪報、東華醫院董事會的會議紀錄、

政府官員與院方的往來函電、醫院的徵信

錄（捐款紀錄）、病人入院紀錄，讓大家

可以從這些第一手資料了解香港公共衛

生的發展歷程，並且認識當時社會各界如

何理解疾病和公共衛生。而在研習這些文

獻時，大家可留意以下三項重點： 
 
1. 中西醫療服務 
 

香港是華洋共處的社會，公共衛生體系以西醫為主導，未能完全切合華人社

會的需要。東華醫院是當時香港唯一有中醫駐院服務的醫院，為華人提供中醫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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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館保存的珍貴第一手文獻 



務。1894 年香港爆發鼠疫，政府在疫情平復後提議增聘駐院西醫，讓病人決定

接受中醫或西醫治療，這是香港首次有中西醫在同一所醫院提供治療服務，由此

可見東華醫院在香港醫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2. 抗疫的歷史 
 

香港過去面對不少疫症威脅，每當疫情緊張，東華院方都會積極投入治病救

人的工作。舉例而言，香港在十九世紀後期持續發生鼠疫，當時不少華人抗拒西

醫治療，政府為了令華人願意就診，在 1898 年搭建了臨時病房，稱為東華分局

疫病醫院，由中醫診治鼠疫病人。此外，東華醫院在預防和治理天花病方面亦擔

當重要角色，設有天花病房和免費為華人提供接種牛痘服務，備受各界稱頌。 
 
3.  贈醫施藥的傳統 
 

東華三院堅守贈醫施藥和救病扶危的責任，在促進公共衛生服務方面貢獻良

多。在文物館大堂懸掛不少外界贈予東華三院的牌匾和對聯，大家在考察時可留

意送贈者的姓名、身份、所屬的機構等，從而了解外界對於東華三院的評價，以

及東華三院在醫療、教育及社會服務等方面的地位和貢獻。 
 
 

 
 
 
 
 
 
 
 
 

最後，東華三院文物館為教師和學生編訂了《東華三院與香港的歷史及發展

資料套》，讓大家進一步了解東華三院的發展歷史。文物館逢星期一至星期六上

午十時至下午六時開放，從港鐵油麻地站步行約 8 至 10 分鐘即可到達。如要查

閱文物館的檔案，則需要預先填妥表格向東華三院提出申請，詳情可瀏覽該館網

頁（http://www.tungwah.org.hk/?content=67）。 
 
 

-- 全文完 -- 

清朝官員李鴻章聯同三名同僚於 1884 年贈予東華醫院的牌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