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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課 孫中山在香港 
 

  國父孫中山先生出生於 1866 年，十七歲來港入讀拔萃書室，翌年轉入

中央書院（今皇仁書院）。中學畢業後留港入讀西醫書院，專習醫事。他

的活動範圍集中在中上環一帶，憑藉生活見聞，體會到華洋政治之優劣。

期間與友好楊鶴齡、陳少白、尤列、關景良等評論國是，萌生改革國政的

意念，誠如他的演說所講「香港是他的革命思想發源地」。 
 

    甲午戰爭後，他提倡武裝起義，建立共和國體。又以香港交通便利，

通訊自由，言論與出版不受限制，遂以香港為籌策起義及宣傳革命的基地。

尤以中環的楊耀記、乾亨號、輔仁文社及屯門紅樓和下白泥碉樓最具歷史

價值。辛亥革命後，孫先生為對抗軍閥禍國，又號召國民革命，期間多次

派遣代表來港籌募經費，亦遺下若干遺蹟和故事。此外，孫先生的母親及

妾侍晚年亦居於香港，女兒及女婿遺骨亦安葬本地，可見孫先生及其家族

與香港有深厚淵源。 
 

  為紀念國父在港之事跡，政府先後設立孫中山紀念館及孫中山史蹟徑。

該路線全長 3.3 公里，由香港大學起始經上環、中環半山至德己立街，途經

15 個景點，各處均豎立介紹牌及歷史照片，藉以重溫革命先列的偉大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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