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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課 前清遺老在香港 
 

  辛亥革命以後，滿清覆亡，帝制結束，成立共和國體，在新舊交替衝

擊之下，部份以「遺民」自居的前清官僚抗拒接受民國，刻意避居到英國

殖民統治的香港。 
 

  這群遺民包括吳道鎔、陳伯陶、朱汝珍、賴際熙等十餘人，均是清廷

裡學冠五車的粵籍官員，由於有共同的政治經歷和價值取態，漸漸凝聚為

一股寄望清室復僻的圈子。不過，他們都是年老的文職官僚，除堅貞之外，

並無政治的號召能力。加上港府極為關注國內局勢對本港的影響，嚴密監

察港內的各種勢力，使遺老們難有發展的空間，充其量是定時派代表進京

覲見獻貢，聊表忠誠而已。 
 

  他們身處香港，既無政治力量，惟有積極研究地史淵源，搜集歷代遺

民史蹟與遺物，諸如考證宋末二帝避居九龍的情況，又攀登聖山（已毀）

宋王臺賦詩酬唱，結集成《宋臺秋唱》、《懷古集》等專著，借風雅附庸

的文化活動來表達對滿清的追思。 
 

    隨着時日推移，共和體制已成定局。既然政治理想無法伸張實現，又

要應付生活開支，因而轉向文化教育，二十年代在港島設壇講學，並創立

學海書樓，藉着傳播國學來延續舊社會的文化。部份如賴際熙、區大典等

在何啟爵士支持下進入香港大學中文系任教國學。 
 

    當時，中國社會瀰漫「疑古批古」的風氣下，他們卻有港英殖民地宣

揚國學，力挽狂瀾，對保存傳統文化貢獻甚大。1963 年，書樓將藏書託存

於市政局大會堂圖書館，是為「學海書樓特藏」，便利市民參閱，同時舉

辦國學講座，延續文教至今。 

 
前清舉人在學海書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