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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 趣談圖書館（三）：「學海書樓」是什麼？ 

早於 1912 年，以賴際熙太史為首的一批前清翰林學士從廣州南下，定居香港，

他們有感當時香港社會風氣忽視國學，為了宏揚國粹，遂於 1920 年在半山堅

道設立講壇，聘請國學名宿講學。其後，在殷商名流踴躍捐助下，又於 1923

年於般含道購置一單位，建立「學海書樓」，用作藏書及講學。書樓設有公眾

閱覽室，因此可算是香港最早的民營圖書館。 

 

1824 年，兩廣總督阮元在廣東創立最高學府「學海堂」，培養經史人才，成為

當時華南地區最重要的學術中心，「學海書樓」乃沿用學海堂的模式而建立。

日治期間，學海書樓暫停一切活動，部分藏書借存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

抗戰勝利後，書樓負責人先後回港，籌備重開書樓，增添藏書，並於 1948 年

一月恢復講學。其後，由於般含道的書樓原址需要拆卸重建，因此書樓在 1962

年把全部藏書長期借存於剛落成啟用的大會堂圖書館，及至 2001 年，該批藏

書再移遷至新落成的香港中央圖書館，繼續供讀者在館內參閱。書樓的藏書

大部分為國學古籍的線裝本或手抄本，而且當中有不少孤本，非常珍貴。 

 

書樓的宗旨是宏振國學，自成立以後，一直設壇講學，以至今天，學海書樓

在公共圖書館舉行的國學講座系列，已成了不少國學愛好者的好去處。 

 

「圖書館你我他」課程系列，香港中央圖書館創館總館長脫新範女士會與你

談談學海書樓。 

 

 

 

 

 

 

 

 

 

 

 

▓ 學海書樓牌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