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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引言 

 

 
 

1.1 照片說明 

 

大會提供的照片，攝於一九七一年；附加文字為「尖沙咀火車總站的柴油火車，約

攝於一九七一年」。圖中所見的是第五十三號柴油火車。香港第一批柴油火車頭，於

一九五五年抵港，分別為第五十一和五十二號車。過往的火車只有編號，但柴油火

車則與別不同。由於第五十一和五十二號柴油車分別由當時的總督葛量洪及其太太

主持首航，因此亦用二人之名來命名1。自此，開始了柴油火車以港督、官員或九鐵

退休高層命名的先河。圖中的五十三號列車到港年份為一九五七年，以「溫思勞號」

命名2。圖中所見的尖沙咀火車總站（舊火車總站），現今已不復存在了，唯一保留

下來的，只有高高的鐘樓。 

 

 

                                                 
1 九廣鐵路公司（2006）：百載鐵路情， p.22。香港：九廣鐵路公司 
2 九廣鐵路公司（2006）：百載鐵路情， p.28。香港：九廣鐵路公司 



4 
 

 

舊火車總站於一九一六年正式啟用，是當時九鐵的九龍總站。舊站於一九七五年遷

至紅磡的新總站3。舊火車總站的地區，即現時尖沙咀天星碼頭及海港城一帶，當時

附近仍可見到一些供車輛停泊的空地，四十一年後，現今同一地段的土地用途已大

大不同。相中還看到路軌中間竟然有一人站著，此亦透視當年鐵路所存在的安全問

題。 

  

 

1.2 研究範圍及方法 

 

由於大會提供的圖片年份是約一九七一年，正是的舊火車總站將遷往紅磡的最後數

載，因此本報告的研究範圍將訂於舊站遷站前後數年的時段。本報告主要集中窺探

當年尖沙咀站遷站的原因及查找當年車站的各種特色。當中，尖沙咀地段於遷站前

後的變化亦會是本報告的其中一個重點。 

 

由於舊火車總站的搬遷至今己相隔數十載，因此要找到當時政府決定遷站的資料實

存在困難，我們特地到香港歷史檔案館尋找一些當年政府和立法局對遷站討論的文

件和剪報，以考究出當中的原因。此外亦於互聯網上找到相關的舊電視檔案，得知

更多遷站的資料。我們更查閱多本九廣鐵路出版的特刊，找出寶貴的資料，豐富了

本報告的內容。為知道多一點車站運作資料，我們訪問了九鐵前員工呂潤祥先生，

他服務九鐵三十多年，對九鐵車站情況知之甚詳。 

                                                 
3 九廣鐵路公司（2006）：百載鐵路情， p.153。香港：九廣鐵路公司 



5 
 

 

第 2章：九鐵歷史的三大階段 

 

19 世紀末，因香港及廣州貿易關係密切，加上歐洲列強擴展在華勢力，港府與滿清

政府商議興建一條連接香港與廣州的鐵路，它便是九廣鐵路（Kowloon-Canton 

Railway）4。當時九廣鐵路分為兩部份，在香港境內的路段稱作英段；中國境內的

路段稱作華段5。九廣鐵路英段在一九一零年正式通車，開幕儀式在九龍尖沙咀舉

行，由當時的輔政司梅含理爵士主持，開拓了香港鐵路的新紀元6。當時九廣鐵路列

車只可以行走英段鐵路，至一九一一年十月，華段工程完成，穿梭九龍和廣州的直

通車才正式投入服務7。 

 

 

一九一零年，英段的開幕典禮，是當時的盛事。圖片摘自《百載鐵道情》 

                                                 
4見维基百科《東鐵線》條：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9%9D%E5%BB%A3%E9%90%B5%E8%B7%AF%E8%8B%B1%E6%AE%B5#.E

5.99.AA.E9.9F. 
３香港鐵路大典：http://hkrail.wikia.com/wiki/%E9%A6%96%E9%A0%81 
6 Moss. Peter（2010）: 《百載流芳 情係香江》，p. 34 。香港：香港九廣鐵路公司。 

7見维基百科《東鐵線》條：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9%9D%E5%BB%A3%E9%90%B5%E8%B7%AF%E8%8B%B1%E6%AE%B5#.E

5.99.AA.E9.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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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廣鐵路的發展大致上可由俗稱火車頭的規格分為三個時期：由最初期的蒸氣火

車，到五、六十年代的柴油火車，直至今時今日的電氣化火車。  

 

早期的火車由蒸汽機車拖動，蒸汽機車在軌道上獨領風騷整整半個世紀。在二次世

界大戰期間，多台機車被日軍調往內地行駛，直至戰爭結束後才運返香港。但這些

機車此時已經傷痕累累，滿目瘡痍，英國政府便讓出十二台軍用大型蒸汽機車予九

廣鐵路局，令蒸汽機車能盡快重新投入服務。可是，後來因這輛「軍轉民用」的蒸

汽火車馬力太強，而且更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一輛「軍轉民用」的機車在紅

磡車廠更發生嚴重意外，引起爆炸，從此這款機車便越來越少被使用，只在節日行

走。終於，這款機車抵擋不住時代的進步及變遷，於一九六二年九月二日，最後一

台原軍用蒸汽機車宣告退役8。 

 

 

                                                 
8 見九廣鐵路公司（2006）：百載鐵路情，p.16-19。香港：九廣鐵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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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蒸氣火車。圖片摘自《百載鐵道情》 

 

一九四九年，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大量難民湧至香港，使香港人口由原本

一九四五年的 610,000 人激增至一九五零年的 2,000,000 人9。火車扮演近郊客運工

具的角色，每天接載人們乘搭火車從新界「出城」上班上學。蒸氣時期，新界居民

到市區已經是大事。但相比柴油時期，「出城」已經是不外如是了。二次大戰後，香

港在人口和運輸方面的需求大增，為了滿足正在急促發展的香港，九廣鐵路於一九

六二年全面改用柴油火車10。 

 

那時柴油機車有比其他火車特別之處是擁有屬於自己的名字。柴油機車於一九五五

年首次抵港，最先出現的是五十一號和五十二號機車。柴油機車隨著時代進步，陸

陸續續有大型機車出現，在速度、馬力和重量都有所提升，部分機車更能一次過牽

引三十四卡車共一千三百噸。隨著香港人口增多，為使鐵路更具效率，一九八三年，

柴油機車的任務終於到了尾聲，同年七月十六日，全線電氣化列車服務正式開始。

11 

 

                                                 
9 Z. Lin & T. Robinson (1994): The Chinese and Their Future: Beijing, Taipei, and Hong Kong. 

Washington: ,AEI Press 
10見九廣鐵路公司（2006）：百載鐵路情，p.22。香港：九廣鐵路公司 
11 見九廣鐵路公司（2006）：百載鐵路情，p.22-24。香港：九廣鐵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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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督夫人為 52號柴油火車揭幕。圖片摘自《百載流芳，情繫

香港》 

 

柴油機車退出客運服務後，電氣化列車為鐵路發展開創了新的一頁，而且掀起了一

場翻天覆地的革命，列車不依賴火車頭牽引，車卡有了本身的動力；電力取代了蒸

汽和柴油成了火車能源，令環境問題減少了，令火車由污染環境變為符合環保原

則。電氣化列車掀起鐵路革命，列車的能源不再是自給自足，而是要依賴電氣化鐵

路沿線的架空電纜供電。再者，以前的火車噪音大，製造污染物，被批評污染環境，

但電氣化列車採用電力，污染物不再是問題，而且噪音問題亦大幅減低，提高了舒

適度。種種優點令今天電氣化列車成為環保集體運輸工具的表表者12。 

 

火車的發展史牽引著香港時代的腳步，從火車的發展我們可看見香港不斷進步、邁

向更高的一層。蒸汽、柴油、電氣化列車，都是我們的回憶。「回憶過去，相思忘

不了」，那份深深的鐵路情懷，其實一直深深印在我們心中。 

                                                 
12 見九廣鐵路公司（2006）：百載鐵路情，p.30-32。香港：九廣鐵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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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尖沙咀總站話當年 

 

3.1 總站帶動區內發展 

香港島和九龍半島分別於一八四一年和一八六零年成為英國殖民地，尖沙咀成為了

港英政府發展的商業重地。一八八六年，九龍倉碼頭啟用，天星小輪、九廣鐵路、

尖沙咀碼頭相繼落成。從前，尖沙咀是個貨運區，貨物由火車運到尖沙咀，再由船

隻運到港鳥或離島，或是從陸路以汽車轉運到九龍和新界。 

 

 

1915 年香港地圖。可見當時的尖沙咀鐵路。圖片摘自 www. laibafile.cn 

 

一九一六年，尖沙咀火車總站落成，為歐亞鐵路的東方終點站，為尖沙咀奠定了香

港交通的樞紐的地位。自此，尖沙咀站成為九鐵的九龍總站。二次大戰前，無數中

國移民搭乘九廣鐵路在香港展開新生活，或再轉乘輪船前往海外，尖沙咀總站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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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數人踏足香港的第一站13。 

尖沙咀總站以英式殖民風格設計，整個車站主要以紅磚及花崗岩建成，側面有拱門

型結構，輔以羅馬式石柱及尖頂等裝飾。主建築樓高兩層，建築物中最高部份為樓

高四十五米的鐘樓，另設七米長的避雷針，整棟建築物的外觀不論以現今或當時的

標準來說，都是十分美觀典雅14。因此，當時的總站除了是繁忙的交通樞紐外，亦

吸引很多本地人和遊客到來參觀和閒逛，可說是當時的熱門景點之一。亦正因如此，

自總站啟用後，因尖沙咀區內人流旺盛，加上尖沙咀又有近海的地理優，於是吸引

了大商家對該區的投資，建成多個商業發展項目。一九二零年，尖沙咀碼頭巴士總

站啟用，使原本熙來攘往的尖沙咀更添繁榮。 

 

 

仰望高樓的大門口，尖沙咀總站的設計瀰漫著濃厚的殖民地建築風格。圖片摘自《百載流芳，情繫香港》 

 

                                                 
13
香港旅遊發展局前 九 廣 鐵 路 鐘 樓

h t t p : / / w w w . d i s c o v e r h o n g k o n g . c o m / t c / a t t r a c t i o n s / k l n - c l o c k - t o w e r . h t m l  
14  九廣鐵路公司（2006）：百載鐵路情， p.70-75。香港：九廣鐵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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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年尖沙嘴火車總站大堂，乘客正在「打蛇餅」 排

隊購票。圖片摘自《百載鐵道情》 
1927 年，尖沙嘴，天星碼頭已是當年繁忙的交通樞紐。

圖片摘自 www. laibafile.cn 

 

由於歐亞鐵路帶來的旅遊業發展，以引了嘉道理家族在車站對面興建半島酒店，並

於一九二八年開業。當時酒店有「遠東貴婦」的稱號，是當時全亞洲最先進及豪華

的酒店之一，成為富豪及社會精英的熱門社交場所，加上它是五零年代前九龍最高

的建築物，所以是九龍半島的地標建築15。 

 

 

 

 

 

 

 

 

「遠東貴婦」半島酒店。圖片摘自

www. laibafile.cn  

   

另一建築群是星光行和海運大廈。星光行建於一九六四年，鄰近尖沙咀碼頭、尖沙

咀火車總站、尖沙咀碼頭巴士總站，為當時高尚的商業大廈。一九六六年，海運大

廈在附近落成，更是當時海亞洲第一個購物商場。 

                                                 
15 高家裕: 高家裕看世界: 火車站搬回老家的故事. 

http://gaogo.com/f_cate/f03_topic/f3_0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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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60 年代，尖沙咀海運大廈。圖片摘自 www. 

laibafile.cn 
1967 年，尖沙嘴星光行。圖片摘自 www. laibafile.cn 

 

從上，我們可以見到當時的建築物其實是圍繞著火車站而興建，地區因火車站而興

旺了！但當時蒸氣火車因為班次疏落，加上需要到九龍上班、上學或買賣農產品的

新界居民不多，大家的起居生活在新界，甚少有機會到市區。所以蒸氣火車時代的

客運量並不多。直到柴油火車的出現，才真正將新界和市區聯繫起來！ 

 

 

3.2 一波多折的大鐘樓 

 

現今，說到火車總站，年青的一代可能只會想到紅磡站，相信知道過往舊總站的人

不多。但當你問問這些年青人鐘樓在那裡，大部分香港人都知道是在尖沙咀的。時

至今日，尖沙咀的鐘樓已成為九龍，甚至整個香港的主要地標。究竟為何當初相連

在一起的總站和鐘樓，現今只剩鐘樓孤獨地聳立著？現在就一一解構這個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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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沙咀總站於一九一

六年落成，鐘樓則於一

九二一年啟用。圖片摘

自《百載鐵道情》 

 

現今的尖沙咀鐘樓，正式名稱為前九廣鐵路鐘樓，位於香港九龍尖沙咀海旁，是九

廣鐵路舊尖沙咀火車站的一部分，鐘樓於一九二一年啟用16。鐘樓完工初期，報時大

鐘是使用原本位於香港島中環當時剛拆卸不久的畢打街鐘樓的報時大鐘，鐘面只有

一面。新的四鐘面報時大鐘在一九二零年開始安裝，並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廿二日下

午正式開始運行。除了在香港日治時期曾停止運作至一九四五年十月二日外，該大

鐘一直運行至今。然而，其響鬧報時裝置自一九五零年代初起被移走，其後被收藏

在九鐵倉庫之內，其後，又搬進沙田車站。到了二零一零年九月，港鐵為慶祝「九

廣鐵路九龍至羅湖段通車 100 周年」，特別將銅鐘重置於鐘樓地下17。 

 

                                                 
16
見九廣鐵路公司（2006）：百載鐵路情，p.70-71。香港：九廣鐵路公司 

17
見九廣鐵路公司（2006）：百載鐵路情，p.73。香港：九廣鐵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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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大鐘搬進沙田車站。圖片摘自 

《百載鐵道情》 
尖沙咀站 1978 年拆卸時的景象。圖片摘自《百載鐵道情》 

 

尖沙咀火車站於一九七五年遷往紅磡填海區，即目前的紅磡站現址。而尖沙咀的舊

火車站大樓則於一九七八年拆卸，原址興建起香港太空館和。初時，為更有利於土

地的利用，加上當時社會對文物保育的意識不大政府不太同意把鐘樓保留。但經一

番討論後，最終還是得以保留下來鐘樓在市民的要求下被保留下來作歷史標記18。 

 

 

 

 

 

 

 

 

 

 

                                                 
18
見九廣鐵路公司（2006）：百載鐵路情，p.72。香港：九廣鐵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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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乘火車，樂趣多 

 

六十到八十年代的柴油火車，分為頭、二、三等。頭等有廂房；二等不設廂房，但

有軟座；而三等的設備簡陋，全是硬木椅。所有車廂設有行李架和洗手間，以照顧

長途客的需要19。當時的座位分兩邊，中間留一條既長又狹窄的通道。三等車廂的空

間最為擠迫。乘客要從車窗爬入火車，裡面的乘客也會幫忙，把外面的人拉進來；

或者從車窗跳下來儘管車廂擠擁，當時兜售小吃的小販仍能夠在長窄的通道左穿右

插，售賣汽水、雞腳、滷味，甚至瓜菜、衣服等，深得普羅大眾歡迎。 

 

    

 

 

 

 

 

 

 

 

 

 

九鐵退休員工呂潤祥先生指出，那時候，車站都是開放式月台，會有乘客逃票。如

果乘短程，逃票的人就會從車頭走到車尾，總之不要逗留在一個車廂。不然就會被

稽查員捉到。稽查員兩人一組，一人從車頭，另一人從車尾查票。不過逃票的人就

會躲進洗手間。火車到站後，第一時間下車，成功逃票！早上是繁忙時段，學生們

趕著上學，市民趕著上班。所以七時至九時每半小時一班火車。九時以後，就一小

時一班。每天約有二十多班次。最繁忙的日子，就是在假期完結後的星期一，因為

                                                 
19
見九廣鐵路公司（2006）：百載鐵路情，p.48-52。香港：九廣鐵路公司 

 

火車上小販售賣的情況。圖片摘自《百載鐵道情》 



16 
 

一些在市區工作的新界市民，星期一至四就在市區居住，星期五、六就搭火車回新

界居住，星期一早上乘搭火車出市區工作。乘客們在等候火車的時候，正正就是促

進乘客與乘客，或乘客與車站職員之間感情的好時光。因為候車時間長，大家就會

開始聊天，當中發現原來大家的目的地是一樣，住的是同一條村，認識同一個朋友，

說的也是客家話，彼此之間各有聯繫。乘客們與車站職員「見慣見熟」，乘客上車後

還會跟職員們招手，示意他們過來，趁火車未開出前多聊兩句。可見柴油火車時期

充滿著人情味20。 

 

                                                 
20
見九廣鐵路公司（2006）：百載鐵路情，p.48-52。香港：九廣鐵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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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遷站看究竟 

 

 

4.1 遷站真原因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廿九日，最後一班由尖沙咀站開出的列車只載著當時九鐵主席一

位乘客，駛到紅磡新站，列車到站的一刻，尖沙咀總站的歷史任務畫上完美的句號。

從此，火車總站遷到紅磡，而尖沙咀亦得以開展新面貌。究竟，當時政府為何要將

總站遷至紅磡呢？箇中實存有多方面的考量。 

 

從港英時期的政府內部會議文件中看到，早於一九四七年 Abercrombie 教授已提議

將油麻地避風塘填海，把總站搬離當時交通已十分繁忙的尖沙咀21。唯遷站到油麻地

的建議並未得到政府的採納。直到一九五九年，港督會同行政局才再次提到遷站的

計劃，並主張把站遷到紅磡的填海區22。期後，九鐵公司於一九六四年草擬一份遷站

至紅磡的計劃書。為遷站的準備揭開了序幕。當中提到遷站的主要原因是為了更有

效地利用尖沙咀總站一帶的土地，以加快香港成為國際大都會的目標。 

 

說到遷站的原因，大部分人最可能聯想到的可能會是要應付乘運量的增加。但這實

質只是其中原因之一。自二戰後，香港經歷數次的人口激增，當中有二戰後回歸香

港的港人，亦有國共內戰及文化大革命時期後湧到香港的中國移民，這批湧到香港

的人，紛紛都落腳於市區，漸漸造成市區住屋短缺及環境擠迫等社會問題。有見及

此，政府於六十年代末已開始計劃開發新界的土地為新市鎮，把市區過多的人口遷

調到新界。六十年代的新界，大部分仍屬於鄉郊地區，居往於市區的人除了周末或

假期偶然會乘火車到新界郊遊外，平時鮮有踏足新界地區。 

 

                                                 
21 Planning Division(1965):Removal of Existing K.C.R. existing to Hung Hom Reclamtion, p.1. 

In HKRS39-1-32 
22 Planning Division(1965):Removal of Existing K.C.R. existing to Hung Hom Reclamtion, p.1. 

In HKRS3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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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深知道若要發展新市鎮，必須先完善新界與市區的交通網，將來遷往新市鎮的

居民才不會和市區隔絕。因而將九鐵變為更具效率的接駁工具，要將單軌行車改為

雙軌，使每天上下行的列車班次增加23。將鐵路改成雙軌，代表現有的鐵路一定要擴

建，但當時的尖沙咀站在擴建上面對種種問題。首先，在工程考量上，因尖沙咀站

的地形，總站的路段是十分彎曲的24，對加建路軌做成難度。加上當時尖沙咀疏士巴

利道與鐵路相遇的一帶已出現嚴重的交通擠塞問題，加設路軌只會令問題惡化25。因

此，在尖沙咀站擴建雙軌是不可行的。 

 

其次，基於尖沙咀坐擁維港的優勢，政府有意藉遷站把總站和尖東一帶的土地用途，

從交通轉為以康樂和商業為主，並希望於該區開放更多的公共空間26。要重新開發尖

沙咀，所需的資金龐大，從政府的角度，並沒打算以公帤來為商家建設將來的設施27。

加上政府表示遷站後的尖沙咀，可賣出的地價必較遷站前高，能為庫房帶來可觀的

收益28。這樣，遷站一來有助解決人口遷往新界所面對的交通問題，其次，遷站既能

為香港建設國際都市的區域騰出空間，又能為政府帶來賣地的收益，可算是一石二

鳥之計。 

 

 

 

 

 

 

 

 

                                                 
23 Colonial Secretary’s Office(1965) :Note of a Meeting Held in the Colonial Secretary’s 

Office at 2:30pm on 6.4.65. In HKRS39-1-32 
24 KCR(1967): Kowloon Canton Railway Terminal Site, Hung Hom Reclamation Development 

Proposals. In HKRS39-1-32 
25 KCR(1967): Kowloon Canton Railway Terminal Site, Hung Hom Reclamation Development 

Proposals. In HKRS39-1-32 
26 Colonial Secretary’s Office(1965) :Note of a Meeting Held in the Colonial Secretary’s 

Office at 2:30pm on 6.4.65. In HKRS39-1-32 
27 Colonial Secretary’s Office(1965) :Note of a Meeting Held in the Colonial Secretary’s 

Office at 2:30pm on 6.4.65. In HKRS39-1-32 
28 Planning Division(1965):Removal of Existing KCR Existing to Hung Hom Reclamation.p.3. 

In HKRS3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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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新站何處建? 

 

遷站的決定於拍版後，新的總站選址在當時的紅磡填海區。事實上，九鐵於一九零

六年亦曾有考慮把總站設於紅磡，惟最後還是選了尖沙咀29。那為甚麼紅磡會再有機

會成為火車總站呢？ 

 

事實上，選取紅磡為新火車總站實與完善香港的交通網絡有重大關係，因當時政府

想貫通港、九、新界的交通網，而當時紅磡已有來往香港島的小輪航線，加上當時

政府正計劃興建一條由紅磡直通香港島的灣仔的海底隧道和九龍隧道口設置巴士總

站30，所以將火車總站遷到紅磡便能成為接通由港島、九龍及新界的交通樞紐31。 

 

當年紅磡站的項目設計圖。圖片取自歷史檔案館檔案 HKRS70-7-247-3 

 

                                                 
29 KCR(1975): Transfer of Kowloon Railway Terminal from Tsim Sha Tsui to Hung Hom. In HKRS 

No.70.7-247-3 
30 Colonial Secretary’s Office(1965) :Note of a Meeting Held in the Colonial Secretary’s 

Office at 2:30pm on 6.4.65. In HKRS39-1-32 
31 KCR(1975):Transfer of Kowloon Railway Terminal from Tsim Sha Tsui to Hung Hom. In HKRS 

No.70.7-2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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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選址紅磡，位於九龍城的西南面，有大於三十三公頃的空地以發展32，除了能為

雙軌鐵路提供空間，地積之廣亦使新車站的規劃和周邊地方的配套更完備，規模遠

大於尖沙咀舊站。樓高兩層，上層為大堂，下層則為月台。因有更充裕的空間，新

站共有三座月台，加上實行雙軌行車，可容納足以十四個車卡的火車停泊33，客車開

航的班次比舊時增加 ，能解決供不應求的問題。 

 

 

紅磡站連接尖東行人天橋的出口。圖片摘自《百載鐵道情》 

 

 

 

 

 

 

 

 

 

                                                 
32 Colonial Secretary’s Office(1965) :Note of a Meeting Held in the Colonial Secretary’s 

Office at 2:30pm on 6.4.65. In HKRS39-1-32 
33九廣鐵路(2006): 百載鐵道情.P15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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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再見舊車站 

 

一九七五年，新車站終於完工。同年十一月廿六日下午二時五十五分，最後一班由

尖沙咀總站開出的列車準時於開出。九鐵於尖沙咀最後一班列車開出後，工作人員

即馬不停蹄，徹夜展開搬站的工作，趕緊將舊站的路軌截斷，並將新的路軌接駁至

紅磡34。此外，負責站務處、售票處、電話房及稽查和車長房的員工，除了要搬運文

件檔案外，還有一個重達二、三百公斤的夾萬，存放日常車票的票箱、售票機及列

車車卡都一併須調遷新總站。職員熬夜工作，終於在一夜之間成功將以上所有搬往

紅磡35。車站遷走後，留下的只剩高高的鐘樓。尖沙咀舊站一帶地段的新建設亦迅即

開始。 

 

                                                 
34九廣鐵路(1975): 新聞稿: 紅磡新火車站星期日? 用. 
35九廣鐵路(2006): 百載鐵道情.P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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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磡車站及天星小輪紅磡線首航的報導。圖片摘自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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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班由紅磡開出上列車的盛況。圖片摘自南華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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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最後一班由尖沙咀站開出列車的報導。車上只有當時九鐵主席 Gregory 一人。圖片摘自南華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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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總結 

 

5.1 尖沙咀當年，今日 

   

如早前章節所提及，尖沙咀遷站的原因，除了是為配合發展新市鎮和實際乘客量上

升的需要外，最大的原因，正如前路政署的總工程師 C.K. Mak 於一九九六年的一

次立法會會議上提到，當年遷站的真正原因是為了騰出空地以供發展路軌及尖東不

帶作發展商業及房地產之用36。 

 

因此搬站後，尖沙咀可說來了一場翻天覆地的轉變。除留下的鐘樓外，紅磡至尖沙

咀這一路段龐大土地，政府將其分批拍賣興建商廈或作為公眾用途。公眾用途的新

建設包括尖東的科學館、歷史博物館及市政局百年公園。同時，尖沙咀火車站舊路

軌之上，在疏士巴利道與海傍之間，先後興建了香港太空館、香港文化中心及香港

藝術館，不僅使這一帶成為香港文化藝術及科學知識的薈聚地點，也使屹立維多利

亞海旁的文化中心的形象獨特的建築，成為香港地標之一37。  

 

 

                                                 
36

 LegCo(1996):LegCo Panel on Transport.Minutes of meeting held on Wednesday,23,October 
37高家裕: 高家裕看世界: 火車站搬回老家的故事. 

http://gaogo.com/f_cate/f03_topic/f3_0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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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所見，現今立於尖東的石柱，實是當年尖沙咀站的遺跡。2012 年，攝於尖沙咀東部 

 

 

香 港 太 空 館，於 1977 年 動 工 ， 1980 

年 10 月 啟 用。太 空 館 設 計 獨 特 的 

蛋 形 外 殼 ， 早 已 成 為 香 港 地 標 

之 一。圖片摘自香港太空館網站 

 

 

 

至於當局規劃為傳統商業區舊尖沙咀的伸延部份，亦即今日的尖東地區，除寫字樓

外，也落成了不少五星級的酒店，如香格里拉、日航、富豪、帝苑酒店等38。 

尖沙咀舊站遷至紅磡後，香港鐵路的發展一日千里。事隔二十九年，從前的九鐵英

段(即現今的東鐵線)，已增加多條支線，服務更多區域。二零零四年，東鐵線伸延

至尖東，被形容為回歸尖沙咀之舉39。今時今日，尖沙咀已如當初政府所望，成為集

商業、金融、文化和旅遊於一身的國際級區域。無論平日或假日，都擠滿中外遊客

和本地的市民，可說，當年政府的決定是對的。 

 

 

 

                                                 
38高家裕: 高家裕看世界: 火車站搬回老家的故事. 

http://gaogo.com/f_cate/f03_topic/f3_012.htm 
39九廣鐵路(2006): 百載鐵道情.P167 

 

1989 年 5 月。圖中可見車站己拆卸，香港文化中心的

工程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圖片摘自香港文化中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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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遷站推動香港城市發展 

 

火車站遷至紅磡後，列車得以雙軌行車，加上車站連接海底隧道、過海巴士總站和

到港島的小輪碼頭，直接地打通了新界與九龍和港島的交通網絡，否則新市鎮必定

未能有如此急速的發展。 

 

由此可見當年遷站的決定，影響並不限於尖沙咀和紅磡兩區，而是整個香港的城市

發展，當年政府的決定可謂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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