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務篇 



1894年鼠疫 



第一章 
  兩道黑影在冷峻的街道閃過。躺在騎樓底下的二叔
公聽到「噗」的一聲，「又一條『鹹魚』！」二叔公不
以為然地說。 

  這一夜，已是第二具被掉在路邊的棄屍。 



第二章 
  昨夜，包租公和包租婆把強叔拋棄於「墳墓
街」（墳墓街為1869年前的舊稱，後稱普仁街，
為東華醫院的發源地）。今夜，他們又把他的老
婆扛起來，丟在強叔的身旁。 

  強叔已橫屍街頭一日一夜，滿身的黑瘡，扭
曲的臉容，如果不是包租公和包租婆親手把強叔
丟在這裏，恐怕誰也認不出那具棄屍原來是高大
俊俏的強叔。 



第二章 
  躺在強叔身旁的強嫂喊着說：「阿強，阿強，我們
回廣州去吧！」她已發燒多時，迷迷糊糊地抓住身旁的
強叔，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仍以為自己在租房的病榻
上，也不知道強叔已死去了。 

  二叔公聽着，說：「發生了甚麼事？」兩公婆一齊
被人丟過來，「他們做得『陰隲』事多唄？」二叔公口
中唸唸有詞。 

  「噗」、「噗」、「噗」…… 

  二叔公整夜聽到有人被拋棄在路邊，心中不禁寒慄
起來，想抱頭大睡，可是怎也睡不着了。 



第三章 
  「大新聞，大新聞……」細路祥手中拿着要派的
報紙，從太平山區走過來，途經街市，被豬肉佬攔住，
問：「細路祥，發生了甚麼事？」細路祥上氣不接下
氣地說：「鼠疫由廣州殺到，死人呀！」 

  鼠疫是一種由鼠疫桿菌引起再傳給人類的高度傳
染性疾病，因為患者死後身體變黑，所以又叫「黑死
病」。 

  1894年初，鼠疫開始在廣州一帶出現。由於香港、
廣州兩地人口交往頻繁，鼠疫傳播的速度很快。 



第三章 
    5月8日，香港確診由廣州傳入第一宗鼠疫病
例。 

  5月10日，香港孖剌西報（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報道自首宗鼠疫確診後，兩日內太
平山區已有大約40人死亡，疫病來勢洶洶。 

  5月11日，政府終於根據1887年公共街生條例
的防疫條款，宣佈維多利亞城（即香港島）為疫
埠，染病者被禁止離港。 



第三章 
  消息傳來，細路祥連夜背着妹妹，在邊境等着，
天一亮，就趕緊回東莞去。「妹，你要抱緊哥哥，
怎樣也不能鬆手。」身邊擠滿黑壓壓的人頭，細路
祥緊緊地背着妹妹吩咐道。妹妹很懂事地回應：
「哦！」 

  二叔公沒理會騎樓底的雜物，隻身回鄉，途中
不幸遇上小偷，把身上的五元偷走，二叔公慨歎地
說：「錢財身外物，望老天爺保佑，保住小人的命，
能逃過此難。」 



第三章 
  包租公和包租婆在屋裏洗的洗、擦的擦，花了
兩日兩夜，把強叔兩公婆的雜物大包小包的拿去燒。
燒雜物的時候，兩人同心地叫喊：「強哥、強嫂，
有怪莫怪，大難當前，望你在天之靈得到安息。我
倆若過得今劫，日後金銀衣紙，定必厚厚奉上……」 

  把強叔兩公婆的雜物燒得七七八八，他們連忙
趕去公廁沖身，包租公擦得一半，發現手上有一塊
黑點，嚇得差點昏過去。看真些，原來是燒雜物時
的灰燼。 

  唉！人心惶惶，終日不得安寧！ 



第三章 
  疫情在華人人口密集兼公共衛生環境惡劣的上
環太平山區擴散，一發不可收拾。潔淨局通過緊急
法例，採取多項措施，企圖於短期內控制疫情。 

  政府宣佈全面封鎖華人聚居的太平山區，逐戶
入屋搜查病人，進行大規模查封、消毒及清洗樓房，
過程非常繁複，對居民日常生活造成極大滋擾，太
及後更將疫區居民遷到其他地方隔離，太平山區猶
如死城。 



第三章 

19世紀中期開始，太平
山區是華人聚居的區域。
那處人口密集且群眾缺乏
衛生意識，導致鼠疫迅速
蔓延。圖為1880年代的太
平山區。 



第四章 
  當時醫學界尚未有治療鼠疫的方法，香港政府
面對這場快速傳播的疫病束手無策。至1894年底，
鼠疫共奪去本地至少2,552人的性命，死亡率高達
百分之九十五，當中以華人為主。 

  那時華人對西醫治療鼠疫的方法不信任，社會
上亦流傳不少西醫殘害人命的謠言，引起民眾恐慌，
紛紛逃避政府的強制西醫療法，有華人甚至寧願躲
藏家中，令鼠疫死亡率不斷上升。 



第四章 
  東華總理遂向港督羅便臣（William Robinson）
提議容許病人離開西醫院，以其他方法治療鼠疫，但
羅便臣態度強硬，一直不肯答應。隨着患病人數由5
月初每日20人到5月下旬每日多達90人，社會上華人
的不滿情緒日漸升温，甚至禍及東華醫院。 

  港督羅便臣 



第四章 
  根據士蔑報（The Hong Kong Telegraph）
1894年5月21日的報道，5月20日東華醫院進行會
議，商討進一步解決疫病的方法期間，部分不滿
東華醫院讓港府從醫院帶走染病的人群，在東華
醫院門口聚集叫嚷，又打破醫院的玻璃，發洩不
滿。東華主席劉渭川在離開醫院時，也受到襲擊。 

  最後，雖然會議決定讓東華醫院在堅尼地城
成立臨時疫病中醫院醫治鼠疫患者，但華人對東
華一直以來建立的信任已經動搖。 



第四章 
  在5月21日前，堅尼地城玻璃廠開始運作，以中醫
方法治理來自海上醫院船和西醫院的華籍鼠疫患者，
計劃收容一百個病人。但華人對政府積累的不滿情緒
未能減低，數日內矛盾更激化起來。 

1894年鼠疫爆發期
間，部分病人在堅尼
地城一所由玻璃廠改
建而成的臨時疫症醫
院，接受東華醫院的
中醫醫治。 



第四章 
    5月23日，貨艇運輸工人發起罷工，拒絕搬運
鼠疫死者屍體，以抗議政府漠視華人訴求及執行
入屋搜查病人的擾民行動。 

  西文報章乘機指摘華人與政府對抗，又批評
東華醫院煽動華人反抗政府。 

  5月24日，政府派遣一艘炮艇停泊於東華醫院
所在的上環對開海面戒備，意欲威嚇華人及重整
社會秩序。 



第四章 
  另一方面，由東華主理的疫病中醫院運作不
足一個月，就被殖民地醫官盧遜醫生（Dr. James 
Alfred Lowson）批評管理不善。 

  在6月16日下令關閉，更直指中醫不能治好病
人，打擊東華的中醫院地位和士氣。 

  一場疫病引發華洋對峙的困局和對立一觸即
發，東華被迫夾在港英政府和華人中間，更是左
右為難。 



第四章 
  6月下旬，政府眼見疫病醫院均見滿額，在東
華及其他華人領袖再三呼籲下，終於准許病人離
開香港到廣州治病。超過八萬華人紛紛離開避難，
染病離世者也獲准回鄉原籍安葬，鼠疫病患者人
數亦大大減少。 

  最後，或為治病，或為避難，鼠疫導致三分
之一人口離開香港。本地唯一的中醫院－東華醫
院在這場疫病中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和考驗。 



第五章 
  鼠疫暫時平息後，政府醫官盧遜醫生在1895
手提交報告，分析疫症的成因，猛烈批評東華醫
院以中醫治病的成效，引起海外及本地社會廣泛
關注；加上其他反中醫勢力連消帶打的攻擊，東
華醫院以中醫為本的地位面臨自1870年成立以來
一次重大的考驗。 

  1896年2月，港督羅便臣決定委任一個五人調
查委員會，研究東華醫院的存廢。經過七個月的
調查，委員會對東華的命運始終沒法達成共識，
最後分別遞交了三份立場截然不同的報告。 



第五章 
  港督羅便臣採納了當中比較温和的意見，發
表一份調查報告書，一方面肯定東華的慈善工作
和以中醫治病的價值，另一方面提出保留東華醫
院的三大條件： 

  第一是要改善醫院的管理、設備及聘用一名
管事監管醫院的衛生情況； 

  第二是為加強溝通，增設顧問以作醫院、社
會和政府的橋樑； 

  第三是聘用一位華裔駐院西醫（掌院）和接
受由政府委任當時的雅麗氏醫院總監譚臣醫生(Dr. 
John C Thomson)每日巡院兩次。 



第五章 
  東華醫院接受以上提議，開始引入西醫及一
系列醫療改革，自始成為一間中西醫兼備的醫院，
醫務發展亦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第六章 
  1898年農曆七月十四日，那天是盂蘭節，太
平山區香火特別鼎盛。 

  包租公於1895年春天已搬離上環太平山街，
於下環（今之灣仔）大王東街承包兩幢唐樓。今
年，他特意帶老婆回來燒香酬神，他還撒紙錢，
邊喊道：「強叔、強嫂，收錢呀！」「強叔、強
嫂，收錢呀！」包租婆和應着。兩公婆帶着兩大
袋金銀衣紙，燒了很久…… 

  二叔公站在磅港的盡處，靜靜地燒着衣紙，
默默地抬頭望天，說：「各路英雄，早日投胎，
找戶好人家，享福享壽呀！」 



第六章 
  細路祥已不是小孩，把妹妹安置好在家鄉老
家，獨個兒從東莞回來，就到了西環當雜工。今
夜，他向老闆道明到上環燒個衣錢，要晚一點才
回店舖去。 

  他舉起手中帶來的米酒，灑向路邊，大喊：
「豬肉佬，來飲杯，飲個勝！」 

  當年，豬肉佬因有檔口要守住，一直沒離開，
沒想到疫情來劫洶洶，他不幸也染上鼠疫。從街
坊口中得知，他死時痛苦難言，滿身長滿黑斑，
劇痛無比。最後，被送去堅尼地城臨時疫病中醫
院，一去就不返了。 



第六章 
  豬肉佬膝下無兒，老婆在鼠疫前兩年因病難
世，孤魂野鬼，恐不知何年何月才投得轉世？故
此，細路祥帶備香燭冥鏹，讓豬肉佬今夜享個痛
快！ 

  煙火四處，紙錢燒滿了一整夜。 

  鼠疫奪去二千多人的命，瘟疫總教人不寒而
慄，一場浩劫，一場惡夢…… 

  安息吧，亡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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