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在瘟疫蔓延時」 

 

近日新冠狀病毒肆虐，令我們的日常生活大受影響，所謂鑑古可以知

今，不少人都重提 2003 年的非典型肺炎，以至早於 1894 年爆發的瘟

疫以資比較。現正籌備中的新常設展亦有不少篇幅介紹十九世紀末這

次瘟疫，並透過女護士希堅及義勇軍中校查普曼的文物，為觀眾介紹

瘟疫下的香港民生點滴。  

 

1894 年 3 月廣州率先爆發疫情，由於香港毗鄰廣州，而且兩地人民

交往頻繁，香港政府於同年 4 月上旬派出香港國家醫院的勞森醫生前

往廣州考察。然而勞森尚未回港，香港已於 5 月 5 日出現首宗病例。

據報在往後六天，單單東華醫院已錄得 55 宗病例，當中 38 人死亡，

死亡率高達七成。當時港府仍未能確定疫症的源頭，只知與擠迫的住

屋和骯髒的衛生環境有關，而且疫症最早在太平山區爆發，故此港府

強行入屋搜捕病患者，移走屋內或街上的屍體，並對華人社區作全面

消毒，俗稱「洗太平地」。及後港府為杜絕瘟疫蔓延，更下令拆毀導

致 2500 多人死亡的重災區  ——  太平山一帶的密集房屋，在災區遺

址上興建一座公園，以時任港督卜力的名字命名，即今天的卜公花園。 

 

新常設展將為您介紹這場瘟疫的兩位時代見證人。女護士希堅於 1890

年 7 月 21 日入職國家醫院，在鼠疫期間悉心照料日本派赴香港考察

病源的細菌學家，救治了兩位受感染的日人，事後希堅不僅獲得日本

內務省衛生局局長致函答謝，並獲港督頒授香港瘟疫金章予以表揚。

至於查曼普中校則於 1889 年 10 月 12 日正式加入港府，出任差餉估

價官；在瘟疫爆發前他已加入香港義勇軍，並自願響應參與「洗太平

地」，事後獲頒香港瘟疫銀章。新常設展將引證「愛在瘟疫蔓延時」

這句我們經常掛在口邊的話語，不僅適用於家人之間的關愛，亦適用

於捨己為人的大愛。  

 



 

太平山區的華人密集民居，攝於 1870年代。 

 

 

 

1894年英國畫報繪畫英軍在太平山區「洗太平地」的情景。 



 

日本內務省衛生局致女護士希堅的感謝函，1894年。 

 

 

 

 

希堅獲頒的香港瘟疫金章 

 

 



 

義勇軍中校查普曼 

 

 

 

查普曼獲頒的香港瘟疫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