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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課 銅鑼灣 

 
  銅鑼灣原是港島北岸凹灣，因地形圓闊，狀若銅鑼而得名。清代曾設

官汛駐守，監督海防，名紅香爐汛，其後為蜑民泊岸聚居之地。 

  1841 年港島開埠，隨即有怡和洋行購得黃泥涌出口(鵝頸橋)以東的東

角地皮，陸續興建辦公樓、貨倉、碼頭等設施，更於每天中午鳴炮報時，

儀式保持至今。 

因應商業活動發展迅速，港府推出「寶靈城計劃」，在東角進行填海並

開發為工廠及貨倉，但計劃要到 1860 年代才實行。區內曾設糖廠、鑄幣廠

等。 

    二十年代初，因電車的開通加速區內發展，有華商購置跑馬地及大坑

地段開發為高級住宅區，尤以利園山遊樂場及利舞臺等最為人熟識。五十

年代，政府再進行大規模填海，將銅鑼灣發展成商業及購物區，吸引大丸、

祟光等日資百貨公司進駐開業，也成為時尚潮流指標地區。隨着地鐵通車，

成為連接港島北岸的中心地帶，使區內的商業活動更為蓬勃。 

 

 
清代《海防圖》所見「紅香爐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