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士提反書院的書院大樓文物價值評估報告  
 
 

聖士提反書院的書院大樓位於赤柱東頭灣道 22 號

，建於一九三○年，不僅是書院內最古老的建築，亦是

香 港 現 存 仍 提 供 寄 宿 服 務 的 校 舍 建 築 物 中 歷 史 最 悠

久 的 一 幢 ， 日 佔 時 期 更 被 日 軍 改 用 作 赤 柱 拘 留 營 。

因此，該幢建築物不僅為本地教育發展史寫下重要的一

頁，也見證着戰時被羈押人士所遭受的苦難。  
 
隨着十九世紀後期華人地位提升，家境較為富裕的

華人希望有專為華人子弟提供英語教育的學校。一九○

一年，八位華人社會領袖遂向當時的香港總督卜力爵士

請求開設一所私立英文學校。兩年後，聖士提反書院便

由聖公會班為蘭會吏長，以及多位冀能以教育救國的華

人賢達，如何啟爵士（一八五九至一九一四年）、曹善

允博士（一八六五至一九五三年）等人創立。  

 

聖士提反書院於一九○三年在西邊街建校。它是一

所仿照英國公學
1模式辦學的基督教男書院，由英國海

外傳道會營辦。創校不久已吸引來自東南亞的海外學生

入讀。隨著學校擴展，聖士提反書院於一九二三年遷往

般咸道，後於一九三○年遷往赤柱現址。  

 

位於赤柱現址的聖士提反校園於一九二八年動工。

書院大樓首先於一九三○年落成，而馬田宿舍及舊實驗

室則於翌年相繼落成。  

 

書院大樓由禮堂、宿舍及課室組成，為聖士提反書

院 的 主 要 建 築 物 。 書 院 大 樓 由 建 築 師 百 德 設 計 ， 並 由  

林護先生（一八七一至一九三三年）負責興建。一九二

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時任香港總督金文泰爵士（任期由

一九二五至一九三○年）為書院大樓奠基。一九三○年

三月二十五日，書院大樓落成，由當時的署理香港總督

修頓先生揭幕。  

 

歷史價值  
 

                                                 
1 「 英 國 公 學 」 指 獨 立 於 國 家 教 育 制 度 的 私 立 學 校 （ 一 般 為 寄 宿 學 校 ） 。

該 等 學 校 獲 撥 款 資 助 ， 是 為 大 眾 服 務 或 為 大 眾 利 益 而 設 立 ， 屬 公

營 模 式 的 一 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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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士提反書院小學部於一九三六至一九三八年間興

建，位於赤柱黃麻角道 30 至 32 號。中、小學部同樣為

學生提供寄宿服務。  

 

約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即日軍入侵香港前

不久），聖士提反書院的書院大樓被英軍接管，改為緊

急軍事醫院，聖士提反書院的教職員和學生均在醫院內

提供協助。一九四一年聖誕節早上，日軍佔領了聖士提

反書院，並闖進書院大樓，用刺刀殺死五十六名負傷臥

床的英國人和加拿大人，並殺害兩名醫生及七名護士，

後人稱之為「聖士提反書院大屠殺」。  

 

日佔時期（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聖士提反書

院連同鄰近的赤柱監獄守衞宿舍被用作赤柱拘留營。營

內拘禁了約三千人，其中一千人被拘禁在聖士提反書院

內，而當中約三百七十人便是拘禁在書院大樓內。被拘

禁的兒童可在東、西兩翼地下的課室上課；中座的大禮

堂用作舉行教堂禮拜活動和音樂會；頂層用作學生宿舍

。  

 

聖士提反書院大樓飽受戰火蹂躪，校園設施盡毀，  

所有書桌都被當作燃料使用。日軍投降後，書院大樓暫

時移交政府用作警察訓練學校，同時進行維修。聖士提

反書院於一九四七年重開；一九六八年改為男女校；一

九七○年轉為政府資助學校；二○○八年參與直接資助

計劃。  

 

現時，聖士提反書院中學部仍保留着八幢戰前建築

物，即歷史最悠久的書院大樓、馬田宿舍、舊實驗室和

五幢平房（職員宿舍）。聖士提反書院的中、小學部至

今仍為學生提供寄宿服務。  

 
書院大樓呈 H 形，包括東、西兩翼，由中座（原先

為大禮堂）連接起來。兩翼地下設有課室，上層則為學

生宿舍。  

 

書院大樓具工藝美術運動後過渡期的建築風格，受

現代主義風格影響，地下的外牆以花崗石建造，上層的

外牆則有素色抹灰飾面。大樓的粗灰批盪、寛闊懸挑的

建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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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簷、拱形門窗和拱形遊廊都是典型的工藝美術風格的

建築特色，而金字屋頂則是為適應香港的亞熱帶天氣而

建。  

 

內部方面，東翼入口大堂具豐富的建築特色，包括

通往前廳的拱門和圖書館入口的玻璃鑲板雙道門。至於

通往一樓的巨型雙樓梯，更是入口大堂的焦點之一，樓

梯的特色在於其具裝飾元素的鐵製欄杆及欄杆端柱、刻

有紋飾的硬木扶手和水磨石石階。  

 

一樓梯台及樓梯頂部由四枝有凹槽的新古典式圓柱

支撐，柱底為八角形柱礎。樓梯在一樓水平改為雙分式

設計，再有迴轉樓梯通往上層的女生宿舍。樓梯範圍上

方建有內凹天花鑲板，並懸有燈飾。  

 

上 層 並 無 太 多 建 築 特 色 ， 但 二 樓 則 建 有 裝 飾 性 露

台，並飾以女兒牆、階梯狀水磨石牆基、交叉設計通花

鑲板、凹角及模壓托架。頂層的一個房間牆角位置設有

一 個 小 壁 爐 。 圖 書 館 及 一 樓 的 地 台 鋪 上 木 地 板 ， 而 遊

廊、一樓露台及西翼學生宿舍地台則鋪上水磨石。  

 

圖書館原先為學校禮堂，建築宏偉。兩側通道有一

排 排 八 角 形 圓 柱 。 一 樓 連 接 東 、 西 兩 翼 的 長 廊 飾 有 欄

杆。圖書館主要的建築特色，是在室內也可觀賞到的屋

頂。屋頂屬斜尖設計，橫向檁條及拱形龍門架以鋼筋混

凝土建造，地面則鋪上木地板。  

 
一九八○年，為了把禮堂改建為圖書館，閱讀區上

方近一樓水平加建了樓板，上面建一道鋼筋混凝土樓梯

通往書架。原有的瓦頂已改由鋼筋混凝土結構。原有的

四條煙囪雖已停用，但仍保存至今。  

 

東、西兩翼一樓宿舍的大部分窗戶都已換上現代鋁

窗，而舊有樓梯的水磨石石階亦已鋪上地毯。雖然建築

物在過去曾進行內部翻新及改建工程，但大體上仍能保

留原貌，無損書院大樓的整體建築價值。  

 

 保持原貌程
度  

 

在本港現存仍提供寄宿服務的校舍建築物中，聖士

提反書院的書院大樓不但歷史最悠久，日佔時期更被日

軍改用作赤柱拘留營。當年日軍在香港一共設立了六個

拘 留 營 ， 只 有 曾 用 作 赤 柱 拘 留 營 的 建 築 物 至 今 仍 然 存

罕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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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中以聖士提反書院的書院大樓的歷史最悠久，見

證日佔時期被羈押人士所受的苦難。  

 

聖士提反書院是本港著名的學校，已故的周埈年爵

士（一八九三至一九七一年）、葉問先生（一八九三至

一九七二年）、鄧肇堅爵士（一九○一至一九八六年）、

周錫年爵士（一九○三至一九八五年），還有前立法會

議員霍震霆先生和錢果豐先生等多位傑出的公眾人物，

都是該校的舊生。  

 

二○○八年，聖士提反書院設立了「聖士提反書院

文物徑」，為教育及非牟利機構提供免費導賞團，亦於

每年的開放日安排免費公眾導賞團，讓市民更清楚認識

該址的歷史。  

 

社會價值和  
地區價值  

 
 

書 院 大 樓 連 同 校 園 內 的 馬 田 宿 舍 （ 建 於 一 九 三 一

年，二級歷史建築）、舊實驗室（建於一九三一年，二

級歷史建築）、一號至五號平房（建於一九三一年，二

級歷史建築），以及聖士提反堂（建於一九五○年，三

級歷史建築）等其他建築物，具有很高的組合價值。此

外 ， 聖 士 提 反 書 院 整 個 建 築 群 ， 連 同 赤 柱 其 他 歷 史 建

築，如舊赤柱警署（建於一八五九年，法定古蹟）、赤

柱回教廟（約建於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一級歷史建

築 ）、 赤 柱 郵 政 局 （ 約 建 於 一 九 三 七 年 ， 二 級 歷 史 建

築），以及聖士提反書院附屬小學（建於一九三八年，

三級歷史建築），亦具組合價值。  

 

組合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