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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孫中山與香港

孫中山先生（1866-1925）是中國的革

命家，為推翻帝制和建立共和政體，作出

了重大貢獻，因而被尊稱為「國父」。孫中

山和香港的關係密切，他曾在香港接受中

學和專科教育。孫中山先生投身革命後，

曾多次來港，以香港作為策劃反清起義的

重要基地，如籌劃乙未廣州之役與庚子惠

州之役，又先後在香港成立興中會總會、

中國同盟會香港分會等。1923 年 2 月，孫

中山最後一次到港，並在香港大學演講。

就讀院校

香港拔萃男書室肄業（1883 年）

香港中央書院畢業（1884 年）

香港西醫書院畢業（1892 年）

雅麗氏醫院實習（1890-1892 年）

習醫態度

有時在外面遇到奇特稀罕的病症，或到中國籍病人家診病，需要人陪

診和通譯時，就必定以電話約先生到某街某寓所，隨同診治。這些請醫師出

診的，多半是有錢的人，醫師為他們診視特別仔細，決不像對一般來院診治

的窮苦病人那樣，所給的藥也特別不同。先生覺得這樣很不對，常對同學們

說：「我們畢業後懸壼問世，不應如此。」

院中凡遇動手術時，同學們都到場細心見習，但只有先生一人充當助

手。譬如下麻醉藥吧，就不是件容易的事，非要膽大心細不可；至於動手用

剪刀、鉗等器具，那就更難了！他必定把各樣器具都弄齊備，站在旁邊很熟

練敏捷的遞送；因為這種動手術的工作，是一點時間都不能遲誤的，否則，

病人就會因此失去生命。

先生每當知道了一種新學理以後，一定要經過親自的試驗才肯相信。曾

經有一次，把硫酸倒在食鹽裏，稍稍加熱，就變成了硫酸鈉；這樣，他就欣

喜得大叫起來。

（鄭子瑜：〈中山先生的習醫時代〉1，《剪春集》。香港：大公書局，1953 年。）

學習興趣

竊維立身當推己及人，行道貴由近而致遠。某留心經濟之學十有餘年

矣，遠至歐洲時局之變遷，上至歷朝制度之沿革，大則兩間之天道人事，小

則泰西之格致語言，多有旁及。方今國家風氣大開，此材當不淪落。某之翹

首以期用世者非一日矣，每欲上書總署 2，以陳時勢之得失。第以所學雖有師

承，而見聞半資典籍；運籌縱悉於胸中，而決策未嘗施諸實事：則坐而言

者，未必可起而行。此其力學十餘年，而猶躊躇審慎，未敢遽求知於當道

者，恐躬之不殆也。

某今年二十有四矣，生而貧，既不能學八股以博科名，又無力納粟以登

仕版，而得之於賦畀者；又不敢自棄於盛世。今欲以平時所學，小以試之一

邑，以驗其無謬，然後仿賈生之《至言》、杜牧之《罪言》，而別為孫某《策

略》，質之當世，未為遲也。伏以台駕為一邑物望所歸，聞於鄉間，無善不

1	 1939 年，鄭子瑜訪問孫中山的同學江英華，寫下《中山先生的習醫時代》一文，在重慶《人物雜

誌》發表。

2	 總署：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於清咸豐十年底（1861 年初）設置，是辦理外交及洋務的中央機構。

 青年時代的孫中山

（轉載自香港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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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興蠶桑之利，除鴉片之害，俱著成效。倘從此推而廣之，直可風行天

下，利百世，豈唯一鄉一邑之沾其利而已哉？

（孫中山：〈致鄭藻如書〉，《孫中山全集》，第一卷，頁 10。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

提倡教化

遠觀歷代，橫覽九洲，人才之盛衰，風俗之淳靡，實關教化。教之有

道，則人才濟濟，風俗丕丕，而國以強；否則反此。嗚呼！今天下之失教亦

已久矣，古之庠序無聞焉，綜人數而核之，不識丁者十有七八，婦女識字者

百中無一。此人才安得不乏，風俗安得不頹，國家安得不弱？此所謂棄天生

之材而自安於弱，雖多置鐵甲、廣購軍裝，亦莫能強也！必也多設學校，使

天下無不學之人，無不學之地也。則智者不致失學而嬉；而愚者亦賴學以知

理，不致流於頹悍；婦孺亦皆曉詩書。如是，則人才安得不盛，風俗安得不

良，國家安得不強哉！然則學校之設，遍周於一國則不易，而舉之於一邑亦

無難。先立一興學之會，以總理其事。每戶百家，設男女蒙館各一所，其費

隨地籌之，不給則總會捐助。又於邑城設大學館一所，選蒙館聰穎子弟入

之，其費通邑合籌。以吾富庶之眾，籌此二款，當無難事。

（孫中山：〈致鄭藻如書〉，《孫中山全集》，第一卷，頁 9。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

革命思想發源於香港

我之此等思想發源地即為香港，至於如何得之，則我於三十年前在香

港讀書，暇時輒閒步市街，見其秩序整齊，建築閎美，工作進步不斷，腦海

中留有甚深之印象。我每年回故里香山二次，兩地相較，情形迥異，香港整

齊而安穩，香山反是。我在里中時竟須自作警察以自衞，時時留意防身之器

完好否。我恆默念：香山、香港相距僅五十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

七八十年間在一荒島上成此偉績，中國以四千年之文明，乃無一地如香港

者，其故安在？（……）研究結果，知香港政府官員皆潔己奉公，貪贓納賄

之事絕無僅有，此與中國情形正相反。蓋中國官員以貪贓納賄為常事，而潔

己奉公為變例也。

（孫中山：〈我於何時及如何而得革命思想及新思想〉，《孫中山全集》，第七卷，頁 115-116。北

京：中華書局，1981 年。）

中國對於世界他處之良好事物皆可模仿，而最要之先着，厥為改變政

府。現社會中最有力之物，即為一組織良好之政府，中國則並無良政府。數

百年來只有敗壞一切之惡政府。我因此於大學畢業之後，即決計拋棄其醫人

生涯，而從事於醫國事業。

（孫中山：〈我於何時及如何而得革命思想及新思想〉，《孫中山全集》，第七卷，頁 117。北京：

中華書局，1981 年。）

先生看到滿清政府每次的外交都失敗，內政也腐敗不堪，人們受內外的

壓迫，氣忿得不得了；因而推翻清政府的志願，也就一天強似一天。常說：

「畢業後做醫生，還不如學做洪秀全，建立一個新國家，更來得要緊！」所以

他除研究醫學書籍外，更自己買了大批的「民族革命史」，法、美兩國革命

1923 年 2 月 20 日，孫中山應邀到香港大學演講，演說後與港大師生在

陸佑堂外留影。（轉載自香港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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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之類的書籍，日夜研究；並且創立了元亨會，與同志陳少白、尢烈、楊鶴

齡等密謀革命。」

（鄭子瑜：〈中山先生的習醫時代〉3，《剪春集》。香港：大公書局，1953 年。）

予在廣州學醫甫一年，聞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予以其學課較優，而

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學校肄業。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暇，

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辭，無所忌諱，時

聞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陳少白、尢少紈、楊鶴齡三人，而上海歸客，則陸皓

東而已。若其他之交遊，聞吾言者，不以為大逆不道而避之，則以為中風病

狂相視也。予與陳、尢、楊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還，所談者莫不為革命之

言論，所懷者莫不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為革命之問題，四人相依甚

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為歡，數年如一日，故港、澳間之戚友交遊，皆呼予等

為四大寇。此為予革命言論之時代也。

（孫中山：〈孫文自傳〉，《孫中山選集》，頁 168-169。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年。）

   成立興中會總會

興中會正式成立的日期，是清朝光緒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公曆 1984

年 11 月 24 日；地點，是檀香山一位姓何名寬的華僑的住宅。

到達香港以後，孫中山約集陳少白、楊鶴齡、尢列、陸皓東、鄭士良、

程奎光等人，合併了以楊衢雲為首的「輔仁文社」，成立了香港興中會，以

香港的會為總會，檀香山的會為支會。

總會的成立日期，據《國父全集》的年表，是乙未年正月二十四日

（1895 年 2 月 18 日）。總會的辦事處，設在香港中環士丹頓街十三號，託

名為經營貿易的「乾亨行」。

3　1939 年，鄭子瑜訪問孫中山的同學江英華，寫下《中山先生的習醫時代》一文，在重慶《人物

雜誌》發表。

   

總會設總辦、協辦、管庫、華文文案、洋人文案各一人，「董事十人」，

與檀香山支會的組織大同小異。

（……）

會員入會的誓詞，原為「驅逐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總會

將「驅逐」二字改為「驅除」，「中國」二字改為「中華」。

（……）

到了陰曆八月二十二日，總會的總辦一職，因楊衢雲志在必得，孫中山

為了避免內部分裂，自願讓楊衢雲擔任。

（黎東方：《黎東方講史．細說民國成立》，頁 9-1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籌劃武裝起義

乙未廣州之役

孫德彰（編按：孫德彰為孫中山的胞兄）賤賣了很多匹牛，每匹只作價

六元七元銀幣，交給孫中山。這些錢，加上鄧蔭南賣農場與商店的款子，與

檀香山興中會的現款一百銀幣，滙票一千零四元銀幣（折合二千元港幣），共

合港幣一萬三千餘元，由孫中山於十二月帶去香港，作為第一次起義的費用。

（黎東方：《黎東方講史．細說民國成立》，頁 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乙未（光緒二十一年，1895 年）廣州之役，是孫中山所親自領導的十

次起義的第一次。

（……）

旗幟，用陸皓東所擬定的青天白日旗。口號，用「除暴安良」四字。檄

文，由同志朱淇起草。

不料，朱淇在起草檄文之時，被他的哥哥朱湘知道。朱湘向清吏「緝捕

委員」李家焯告密。李家焯隨即向兩廣總督譚鍾麟報告。這是九月初七日或

初八日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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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鍾麟在九月初十命李家焯捉拿黨人，在王家祠與咸蝦欄等處機關捕去

了陸皓東、程奎光、程耀宸，程懷、劉次、梁榮。

（……）

孫中山與楊衢雲、陳少白等十幾位領袖，被譚鐘麟指名通緝。

（黎東方：《黎東方講史．細說民國成立》，頁 17-1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庚子惠州之役

由乙未初敗以至於庚子，此五年之間，實為革命進行最艱難困苦之時代

也。蓋予既遭失敗，則國內之根據，個人之事業，活動之地位，與夫十餘年

來所建立之革命基礎，皆完全消滅。而海外之鼓吹，又毫無效果。適於其時

有保皇黨發生，為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廷為尤甚。當此

之時，革命前途，黑暗無似，希望幾絕，而同志尚不盡灰心者，蓋正朝氣初

發時代也。隨予乃命陳少白回香港，創辦中國報（編按：即《中國日報》），

以鼓吹革命；命史堅如入長江，以聯絡會黨；命鄭士良在香港設立機關，招

待會黨；於是乃有長江會黨及兩廣福建會黨並合於興中會之事也。旋遇清廷

有排外之舉，假拳黨以自衞，有殺洋人圍使館之事發生，因而八國聯軍之禍

起矣。予以為時機不可失，乃命鄭士良入惠州，招集同志以謀發動，而命史

堅如入羊城，招集同志以謀響應。籌備將竣，予乃與外國軍官數人繞道至香

港，希圖從此潛入內地，親率健兒，組織一有秩序之革命軍以救危亡也。不

期中途為奸人告密，船一抵港，即被香港政府監視，不得登岸，遂致原定計

劃不得施行。乃將惠州發動之責，委之鄭士良，而命楊衢雲、李紀堂、陳少

白等在香港為之接濟。

（孫中山：〈孫文自傳〉，《孫中山選集》，頁 170-171。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年。）

問題討論

1. 「中國以四千年之文明，乃無一地如香港者。」孫中山這樣說
的原因是什麼？你同意他的說法嗎？

2. 同盟會與興中會的綱領分別是什麼？二者有何異同？

3. 孫中山在《國事遺書》中寫道：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
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
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你認為我們可怎樣繼承和追求孫中山先生所崇尚的自由平等之
理想？

《中國日報》報館舊址，位於中環士丹頓街 2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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