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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瓜灣簡介 

土瓜灣位於九龍城紅磡之間，在 1860 年中英《北京條約》所附地圖中，土瓜

灣乃海角（馬頭角），稱為土家灣，下方海角乃紅磡，上方為一個海灣，海灣旁

有小島（土瓜灣島），海灣上方海角乃馬頭涌，在中英界線（界限街）前，又有

小海角，標註為「九龍炮台」（九龍寨城）。 

土瓜灣得名有兩個說法；一是稱該處村民曾普遍種植土瓜，二是土瓜灣對出有

一小島，形如土瓜，被名為土瓜灣島。 但根據 1863 年香港府的九龍半島地圖，

該島被名為石排(Shek Pai)，至 1902 年時的地圖，才標為土瓜灣島(To Kwa Wan 

Inland)。 

土瓜灣由馬頭涌、馬頭圍、馬頭角及土瓜灣四地合成。馬頭，估計應是碼頭，

因為當時附近設有碼頭，而沿海鄉村不時有海盜出没，各村落會築圍自保，馬頭

圍就是其中一個。馬頭涌則因位處一條河涌，所以得名。而馬頭角是一個突出的

海角，故稱為馬頭角。 

土瓜灣在馬頭涌牲畜檢疫站出現之前，仍是零星分佈的小村落，例如馬頭圍村、

馬頭涌村、馬頭角村及土瓜灣村等，村民大多數村務農及採石為業。 

至 1906 年，政府決定興九廣鐵路，總站設於尖沙咀，於是將鐵路途經的紅磡

屠房遷往馬頭角。1908 年位於土瓜灣的馬頭角牲畜檢疫站建成啟用，帶動了該

區與牛隻相關的行業和製造業。到了 1920 年，由商人何啟等創立啟德營業有限

公司，在九龍灣填海，興建啟德濱住宅區，開辦巴士服務，接載居民來往尖沙咀

及油麻地。種種變動，加快了九龍城及土瓜灣區的城市化。而政府亦進行填海造

地，多條鄉村遷拆，建成了今天的土瓜灣道等多條主要街道，令土瓜灣區交通大

為方便，工業開始萌芽。 

1930 年代，中國內地政局不穩，大量華資從內地移至香港，在此設廠，令土

瓜灣迅速發展成為工業區。例如煤氣公司、捷和製造廠、天廚味精、火柴廠、炮

仗廠等都先後設廠於此。 

今天的土瓜灣大部份已改為商住湝合區，原日的工廠大部份已不復存在。原日

的偉倫紗廠成為偉恒昌新村，捷和製造廠改建成安和園，馬頭角煤氣南廠成為翔

龍灣，天廚味精成為傲雲峰，珠江戲院成為海悅豪庭，馬頭角牲畜檢疫站成為牛

棚藝術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