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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好去處：「太平山醫學史蹟徑」 

（本文部分內容刊於 2015 年 1 月 19 日頭條日報） 

 

上環與太平山區，是十九世紀中期華人的聚居區域，地少人多，衞生環境惡

劣。1890 年期間，於華南爆發的鼠疫蔓延至香港，首宗病例即在該處發生。大

家若想了解疫症的始末，以及香港公共衞生的發展歷程，不妨沿着由香港醫學博

物館設計的「太平山醫學史蹟徑」，親自來一次考察之行。 

   

  史蹟徑以香港醫學博物館為起迄點，由太平山段與西營盤段組成，共有十六

站 ， 走 畢 全 程 約 兩 小 時 ， 詳 情 可 以 瀏 覽 香 港 醫 學 博 物 館 的 相 關 網 站

（http://www.hkmms.org.hk/TPS/）。如只作重點考察當年鼠疫的史蹟，則可集中

於史蹟徑的太平山段以下四處地點： 

 

1. 香港醫學博物館：該館前身為 1906 年啟用的細菌學檢驗所，是香港第一所專

為公共衞生和醫學研究而建的實驗室，負責監控鼠疫及其他傳染病，並研製

疫苗。1996 年活化成為博物館，館內有專門介紹鼠疫的展廳，以及香港西醫

書院學生解剖老鼠以監測鼠疫的模型人像，有助參觀者了解當年的情況。 

 

2. 卜公花園：原址為當年太平山區人口最為密集的地方，全港的鼠疫病例半數

集中於區內。香港政府在鼠疫受控後清拆該區所有樓房，港督卜力建議興建

花園以紓緩居住環境擠逼的情況，並於 1905 年建成。今天在花園其中一處入

口樹立了匾額，記述 1894 年發生的鼠疫是「香港史上最嚴重的災禍之一」。 

 

3. 磅巷公廁及浴室：政府在 1904 年於磅巷及太平山街的交界設立了磅巷公廁浴

室，是當時全港唯一分開男、女（包括小童）的公共浴室，藉以改善該區的

公共衞生設施。時至今天，磅巷公廁浴室仍在原址為市民提供服務。 

 

4. 東華醫院：該院於 1872 正式啟用，專門為華人提供中醫藥治療。鼠疫爆發後，

政府提議增聘駐院西醫，讓病人決定接受中醫或西醫治療，這是香港醫學史

上首次有中西醫在同一所醫院提供治療服務。 

 

  以上四處地點，反映了當年香港政府從監控及預防疫症、改善社區居住環境、

增設公共衞生設施、加強治療服務等層面來促進公共衛生，保障市民健康。大家

於通識教育科探究當下各種傳染病（例如禽流感、登革熱）對香港的威脅及怎樣

有效防治時，可以參考以往應對鼠疫的經驗及相關措施。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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