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大學梅堂文物價值評估報告  
 
 

梅堂是第三幢由香港大學（下稱「港大」）直接管

理的學生宿舍， 1以第十五任香港總督（一九一二至一

九一八年在任）兼港大第二任校監梅含理爵士命名，於

一九一五年一月一日啓用。   
 
第十四任香港總督（一九〇七至一九一二年在任）

兼港大首任校監（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在任）盧嘉爵

士認為，大學教育不只是傳授知識，培才育德同樣重要

；可透過強制學生在校方認可的書院／宿舍或在港大留

宿，以及聘用良師，以達到此目標。  
 
惟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一日創校之時，港大的學生宿

舍尚未落成，故盧嘉爵士請求與港大理念相同、既熱心

支持教育又致力培育品德的本地宗教團體協助。英國海

外傳道會率先伸出援手，在般咸道設立學生宿舍，名為

聖約𦒋𦒋堂，為同年開學的學生提供住宿。  
 
一九一三年，首幢由港大直接管理的學生宿舍盧嘉

堂啓用。其後，港大在地勢較高處興建的儀禮堂和梅堂

，便是以盧嘉堂為原型，三者風格相近。籌建工作獲當

時的工務司署協助，建築費為港幣十八萬五千八百四十

元。梅堂落成後，三幢宿舍形成猶如層層矗立的軍營建

築群。   
 
梅堂的設計與儀禮堂和盧嘉堂相似，可容納約六十

名學生，另設宿舍供一名英籍教授和一名華籍助理入住

，以方便監督學生。二樓及三樓為學生房間；食堂、休

息室、校工宿舍及浴室則設於地下。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盧嘉堂和儀禮堂曾被徵用作

臨時醫院，藉以支援瑪麗醫院，接替於戰火中受損、設

於港大本部大樓的臨時醫院。當時，大學職員和學生（

特別是海外學生）大多住在梅堂。在日佔時期，不少華

籍醫科生獲准暫住梅堂，協助日軍為市民進行霍亂、天

花、傷寒的防疫注射。  

歷史價值  
 

                                                 
1 首兩幢學生宿舍為先後在一九一三年及一九一四年啓用的盧嘉堂和儀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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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時任港大校長史羅司

博士（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九年在任）與各學院院長舉行

秘密教務委員會會議，決定向在日軍攻打香港期間應考

畢業試，且因戰亂被迫停學的十四名醫科生頒授戰時學

位。一九四二年元旦，學位頒授典禮在梅堂舉行。梅堂

於戰事結束後進行復修，並於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重開

。   
 
在一九六六年六月的豪雨下，儀禮堂和梅堂旁邊的

斜坡發生嚴重山泥傾瀉，需緊急疏散兩幢宿舍的學生至

盧嘉堂和其他宿舍暫住，以作全面維修。兩幢宿舍東端

的舍監宿舍均須清拆，港大亦趁此機會把盧嘉堂、儀禮

堂及梅堂合併為一大型宿舍群，名為明原堂。新宿舍於

一九六九年啓用，由盧嘉翼、儀禮翼及梅翼組成，並以

有蓋樓梯連接，約可容納二百名宿生。同年，港大取消

自一九一二年創校以來強制留宿的規定，學生可自行選

擇是否留宿。明原堂宿生大多為修讀醫科和工程的學生

，梅堂宿生則以本地華人為主。一九六九年起，女生亦

可入住明原堂，房間位於梅翼東翼二樓和三樓。   
 
為配合港大的發展政策，盧嘉翼於一九九二年拆卸

，儀禮翼和梅翼亦恢復原名儀禮堂和梅堂。時至今日，

梅堂大部分地方已改作辦公室及演講室等用途。   
 

梅堂由本地建築師樓甸尼、臣藍及刼士設計。樓高

三層，主要建材為紅磚，採用荷蘭式砌法。立面設計雅

致，加入豐富的建築元素，包括入口上方的弧形楣飾、

粗面磚柱、多立克式柱頭、窗沿、簷楣和欄杆。這種華

麗精美的建築特色常見於英國愛德華時期建築。立面牆

身還有中式陶製漏窗，與紅磚牆對比鮮明。中式金字屋

頂鋪上雙層瓦片，具本地特色。  
 
歷年來梅堂雖有改動翻新，但屋內部分壁爐以及牆

身和天花原有的細部裝飾，例如飾線和簷口，基本仍保

存完好。正立面的開放式遊廊狀況仍佳，尤以別具時代

特色的圖案地磚為然。  
 

建築價值  
 

雖然梅堂曾屢次進行大型內部翻新工程，大幅改變

內部設計，一些原有的特色如圖案地磚和天花飾線，仍
 保持原貌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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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保存。一九六六年，儀禮堂和梅堂東端因山泥傾瀉遭

受 嚴 重 損 毀 而 須 拆 卸 ， 以 混 凝 土 扶 壁 作 加 固 。 儘管 如

此，建築物外部大致保持原狀。另外，地下的遊廊為配

合現有用途而局部圍封，不過有需要時亦可回復原貌。   
 

 

梅堂是港大校園其中一座最古老的建築，亦是香港

其中一座現存最早以西式為主，兼具中式建築細節，專

為 學 生 提 供 住 宿 服 務 的 學 生 宿 舍 ， 反 映 港 大 辦 學 的 抱

負。  
  

罕有程度  

作 為 港 大 其 中 一 座 專 為 學 生 提 供 住 宿 服 務 而 建 ，  
及歷史最悠久的宿舍，梅堂在促進學生全人發展、孕育

港大有名的舍堂文化方面，發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此

外，梅堂是校園內建築元素極為豐富的歷史建築，一直

是廣為人知的地標，吸引訪客到來欣賞。   
 

社會價值和
地區價值  

 
 

梅 堂 連 同 位 於 港 大 的 其 他 歷 史 建 築 物 ， 如 本 部 大

樓、大學堂、孔慶熒樓、鄧志昂樓、儀禮堂及馮平山樓

（上述建築的外部均為法定古蹟），形成富濃厚學術氛

圍 的 建 築 群 組 。 周 邊 的 其 他 歷 史 建 築 物 ， 如 英 皇書 院

（法定古蹟）、西環濾水廠平房（一級歷史建築）、西區

抽水站及濾水廠高級職員宿舍（二級歷史建築）等，亦

能拼湊出本港的歷史及社會文化發展。  

 

組合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