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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課 北角 

 

  北角原屬港島北岸之最北點，本為天然的臨海岬角，英人登島後稱作

North Point，故直譯為北角。因位處海港中央，正對九龍南岸，軍事價值甚

高，故於山崗設立北角炮台守護，即今稱之炮台山。因人煙甚杳，吸引輪

船。此外，北角亦處於維多利亞城之邊外圍，僅有漁民及閩籍移民聚居，

至二十世紀初，城界擴展至銅鑼灣避風塘，社區人口日漸增長。時有閩籍

僑商郭春秧在北角經營航運，又購入填海地段，銳意發展糖廠，僱用不少

潮閩及華僑，形成「小福建」社群。三十年代，適遇經濟大蕭條，郭春秧

轉營房地產，開發成渣華道及春秧街等樓房。 
 

    二戰重光後，部份國內商人到北角聚居，部份富商開辦月園遊樂場、

麗池夜總會等多間高消費娛樂場所，僱請滬籍司理打點經營，又舉辦「香

港小姐」選舉，一片紫醉金迷的景氣，故有「小上海」之名；另有商人陳

樹渠、藍瑩輝等，有感低下階層生活艱苦，於是開辦街坊福利會，提供義

務診療、託兒及文康活動，接濟居民，功德無量。 
 

  直到五十年代以後，上海人陸續遷往他區，北角回復為福閩族群聚居

地。就在英皇道兩邊遍設同鄉會及樓上佛堂，保留許多閩南文化，成為區

內獨特人文景觀。隨着人口增長及區政發展，北角沿英皇道伸延至鰂魚涌

及寶馬山一帶，現歸屬於港島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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