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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課題：中二課題 6  歐洲國家的殖民擴張 

 

1. 考察中山史蹟徑內各項古蹟，例如香港大學本部、百子里公園等。 

2. 從中山史蹟徑及孫中山博物館的古蹟中，認識孫中山的革命事業， 

並瞭解香港在反清革命中的重要性。 

 

 

 

 論及孫中山先生及辛亥革命，就不能不提到香港，因香港是清末革命事

業的重要基地之一。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便是在香港孕育的。1923 年，

他在香港大學的演講中曾說：「我之此等（指革命）思想發源地即為香港。」 

 

 孫中山一生在香港的活動，詳見下表： 

1866 年 出生於廣東香山縣 (今中山縣) 

1878 年 

(12 歲) 

往檀香山途中首次途經香港。 

1883 年 

(17 歲；20 

歲) 

孫中山由家鄉來港，先入讀

聖公會辦的拔萃書院。1883

年底，他於美國傳教士喜嘉

理（C.R.Hager）牧師處受

洗。1884 年 4 月，轉入中央

書院就讀，11 月赴檀香山。

1885 年 8 月返回香港，入中

央書院就讀，次年夏完成中

學課程。 

 

  

少年時的孫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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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 年 

(21 歲) 

回香港入讀香港西醫書院(由何啟創辦)第一名畢業，期間

與楊鶴齡、陳少白、尤列暢談革命，被人冠以「四大寇」

稱號。 

 

1894 年 

(28 歲) 

上書李鴻章未獲接見。. 

1895 年 

(29 歲) 

在中環士丹頓街 13 號「乾亨行」成立香港興中總會(革

命團體)並為革命籌募了不少經費。 

以香港為發動廣州起義基地，惟謀事不密，港英政府密告

兩廣總督，起義失敗。 

1896 年 

(30 歲) 

香港政府藉口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危害香港治安及秩序，在

該年公佈對孫中山的驅逐令。 

 

1897 年 

(31 歲) 

孫中山曾致函港英當局要求獲准在港居留，港英政府不予

回應。 

 

▲ 香港政府對孫中

山的驅逐令 

四大寇（前坐者）的合

照，左二為孫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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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 年 

(33 歲) 

孫中山派陳少白回香港創辦第一份革命機關報《中國日

報》。 

1923 年 

(57 歲) 

與港督司徒拔午宴，並到香港大學公開演講。 

 

1925 年 

(59 歲) 

於北京協和醫院病逝。 

 

 1996 年，為紀念孫中山先生一百三十周年的誕辰，中西區區議會於在香

港中西區，設立了一條步行徑，稱為「孫中山史蹟徑」。 

 

孫中山（圈示者）

與港大學生合照。 

推廣孫中山史

蹟徑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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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配合孫中山紀念館落成。中西區區議會連同建築署、旅遊事務

署斥資四百萬元修葺史蹟徑，將孫中山生前在香港活動過的地點串連起來，

包括他在香港讀書、做禮拜、居住及與革命黨人聚會的地方，以突出他與香

港的密切關係。目的使公眾緬懷孫中山的足跡之餘，能對他的革命思想及愛

國情操有更多認識，從而亦加深對中國近代史的瞭解。 

 

 史蹟徑以香港大學為起點，沿般咸道至德己立街為終點，全長共 3.3 公

里，行畢全程需時 3 小時。而當中以香港大學、百子里公園及位於徑內之孫

中山紀念館最值得參觀。 

 

第 1 站：香港大學本部大樓 

孫中山於 1887 至 1892 年就讀的香港西醫書院，於 1912 年併入香港大學

成為醫學院。1923 年 2 月 20 日孫中山訪問香港大學，在「大禮堂」（現稱陸

佑堂）公開演說，當中曾提及「香港與香港大學是我的知識誕生地。」 

 

從港鐵香港大學站 A1 出 

口，步行前往位於本部大樓的 

陸佑堂。 

  

陸佑堂今貌 

香港大學本

部大樓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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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站：拔萃書室舊址(香港島西營盤東邊街) 

1883 年底孫中山到香港，第一所入讀 

的學校就是聖公會開辦的拔萃書室，即今 

拔萃男書院。現時拔萃男書院舊址為般咸 

道官立小學，可由香港大學陸佑堂出發， 

沿般咸道步行前往。 

 

 

 

 

第 3 站：中國同盟會招待所舊址(上環普慶坊) 

由般咸道官立小學出發，沿東邊街直走，左轉入醫院道至卜公花園，旁

邊的普慶坊正是中國同盟會招待所的舊址。孫中山於 1905 年在東京創立中國

同盟會；香港分會則在同年年底成立，以便接應革命黨人。除普慶坊外，堅

道、摩理臣山道、蘭桂坊等多處亦曾設立同盟會招待所。 

 

第 4 站：美國公理會福音堂舊址(上環必列者士街 2 號) 

由普慶坊出發，於居賢坊左轉到達必列者士街。2 號便是美國公理會福

音堂舊址。孫中山於拔萃書室就讀期間，居住在福音堂中，其後更在此受洗

成為基督徒。孫中山其中一個名字「日新」，正是此時所取的教名。 

 

 

  

般咸道官立小學， 

正是拔萃書室舊址。 

▲ 現時的必列者士街 2號為香港新聞博覽館，但原

址仍有鐵牌介紹美國公理會福音堂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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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站：歌賦街中央書院舊址(上環歌賦街 44 號) 

由美國公理會福音堂舊址出發，於城皇街左轉向前走，越過荷李活道後，

繼續步行至歌賦街右轉，就是中央書院舊址。中央書院於 1862 年創辦，當時

稱為「大書館」，為 

香港第一所提供西式現代教 

育的官立中學，培養出大批 

兼具中西文化視野的精英。 

孫中山於 1884 年 4 月 15 日 

入讀中央書院高中部，直至 

1886 年畢業。 

 

 

第 6 站：「四大寇」聚所楊耀記舊址(上環善慶街) 

由中央書院舊址出發，沿歌賦街向前步行往善慶街，就是當年「四大寇」

聚會之處。孫中山在香港習醫時，經常與尢列、陳少白、楊鶴齡等志同道合

的友人，在楊鶴齡的祖業楊耀記內討論時局、暢談革命。正因為他們言論大

膽，故被時人稱為「四大寇」。 

 

第 7、8 站：楊衢雲遇刺處，輔仁文社舊址(上環百子里公園) 

輔仁文社由楊衢雲與謝纘泰等人創立，1892年以百子里 1號2樓為社址，

以開啟民智為宗旨。1895 年，楊衢雲與孫中山創立香港興中會總會，由楊氏

擔任會長，並先 

後參與了廣州和惠州起 

義，但均不成功。1900 

年起，楊衢雲在結志街 

為清廷派出的刺客所槍 

殺。 

 

  

中央書院第一代校舍在歌賦街  

▲ 楊衢雲是首批在

港從事反清革命

的烈士。 

▲ 謝纘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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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百子里可說是辛亥革命的搖籃，故辛亥革命的 100 周年，即 2011

年。市建局籌建完成百子里公園以 

作紀念。 

 

公園分為 3 區，由結志街入口 

可通往「革命起源展示區」，展示 

區內設有一座 4 米闊、約 5 米高的 

亭架，刻有反清《輔仁文社序》。 

亭架內設銅像顯示了當年剪辮的情 

景。 

 

 

 

 

 

 

 

 

 

 

 

 

 

 

此外，園內設有一條約五十米長的歷史展覽迴廊，分四階段介紹興中會

的成立，及其發起的三次革命活動，並展出革命先烈楊衢雲於一九○一年在

輔仁文社外遭清廷刺殺後，孫中 

山為楊衢雲籌募撫恤金而撰寫的 

文章。 

 

沿歌賦街一直向前走，右轉 

從鴨巴甸街走到三家里，途經角 

落處的結志街 52 號，便會看見 

百子里公園。 

  

▲ 百子里公園入口（上圖）及園內的《輔仁文社序》木刻裝置。（下圖） 

孫中山為楊衢雲家屬撰寫的籌款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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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站：鴨巴甸街皇仁書院舊址(上環鴨巴甸街與荷李活道交界) 

由百子里公園出發，經鴨巴甸街步行前往位於荷李活道的「PMQ 元創方」，

這裏是中央書院第二代校舍的舊址。1884 年 4 月 26 日，時任港督寶雲為中

央書院校舍主持奠基禮，當時剛入讀該校的孫中山，有可能見證了這項儀式。

中央書院遷至該校舍後，易名維多利亞書院，至 1894 年再改稱為皇仁書院。

 
 

 

第 10 站：雅麗氏利濟醫院及香港西醫書院舊址(上環荷李活道 77 至 81

號) 

由「PMQ 元創方」沿荷李活 

道步行，便可到達香港西醫書院 

舊址。1887 年，孫中山到剛剛成 

立、附設於雅麗氏醫院的香港西 

醫書院習醫，至 1892 年以優異 

成績畢業。1912 年，香港西醫書 

院併入香港大學成為醫學院。 

  香港西醫書院舊址  

▲ 中央書院第二代校舍位於鴨巴甸街，校舍更具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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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站：道濟會堂舊址(上環荷李活道 75 號) 

道濟會堂舊址，就在香港西醫書院舊址 

前方。孫中山在港習醫期間，居住在香港西 

醫書院的宿舍內，經常參加毗鄰醫院的道濟 

會堂舉辦的聚會，從而建立了日後革命事業 

的人際網絡。雅麗氏醫院和道濟會堂均由倫 

敦傳道會開辦，以幫助華人社群。  

 

 

 

第 12 站：香港興中會總會舊址(中環士丹頓街 13 號) 

由道濟會堂舊址出發，步行至伊利近街，再左轉至士丹頓街，13 號便是

興中會總會舊址。當時興中會取名「乾亨行」作掩飾，並策動革命史上首次

起義 ——「乙未廣州之役」。 

 

 

 

 

 

 

 

 

 

 

 

 

 

第 13 站：杏讌樓西菜館舊址(中環擺花街 2 號) 

由香港興中會總會舊址出發，步行至些利街向左轉到荷李活道，再左轉

前往擺花街，便是杏讌樓舊址。杏讌樓是 19 世紀末香港有名的西菜館，孫中

山時常與友人在此談論國是。 

  

▲ 1960年代的佛堂永善庵（左圖）正是興中會總會舊址。右圖則為原址今貌。 

道濟會堂舊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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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站：《中國日報》報館舊址(中環士丹利街 24 號) 

由杏讌樓西菜館舊址出發，經砵典乍街前往士丹利街 24 號，便是《中國

日報》報館舊址。1899 年，孫中山命陳少白來港籌辦第一份革命機關報《中

國日報》，於 1900 年 1 月創刊。《中國日報》報館除了出版革命報刊，更為興

中會以及各地革命黨人提供聚會議事的場所，1900 年惠州起義的大本營，即

設於報館三樓。 

 

 

 

 

 

 

 

 

 

 

 

 

 

 

 

 

 

第 15 站：和記棧舊址(中環德己立街 20 號) 

沿士丹利街步行至德己立街右轉，就是和記棧舊址。和記棧表面上是一

間行船館，其實是革命機關；革命黨人在此策劃了 1903 年「壬寅廣州之役」。

此役由謝纘泰統籌，並獲香港富商李紀堂 

資助，但以失敗告終。謝纘泰從此退出革命， 

轉而籌辦《南華早報》，以輿論鼓吹改革。  

  

李紀堂在孫中山的革命事業 

中捐輸甚多，與富商李煜堂父子

合稱為「革命三李」。 

▲ 中國日報的版面（左圖）及其在香港出版時的

復原場景（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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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紀念館 

 孫中山紀念館位於中環半山衞城道，其前身為 

香港殷商何甘棠（何東胞弟）的宅邸，即「甘棠 

第」。何甘棠死後，甘棠第被先後兩度轉售。2002 

年，香港特區政府斥資 5300 萬元購入甘棠第，並 

加以修葺，建成現今的孫中山紀念館，紀念館於 

2006 年 12 月 12 日正式開幕。 

 

 孫中山紀念館樓高四層，總面積約二千五百六 

十平方米。屬二十世紀初古典的英式建築，其內部 

裝修富麗堂皇，設備至今保存良好。中山紀念館內 

有兩個常設展覽廳，陳列多件珍貴的歷史文物。紀 

念館內視像室播放的影片節目，可讓參觀者更全面 

瞭解孫中山的事蹟，以及香港在清末維新、革命運 

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除了有關孫中山的資訊 

外，人們還可透過紀念館的介紹，認識香港早期華 

人的生活。 

 

  

博物館的外 

貌（下圖）及

館內陳設（上

兩圖）。 

▲ 紀念館內的孫中山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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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般咸道（中山史蹟徑起點香港大學）；香港中環半山衞城道 

7 號（孫中山紀念館） 

 

交通： 

 於香港大學沿般咸道步行物 15 分鐘前往孫中山紀念館。 

 亦可於中環使用中環至半山的扶手電梯至堅道，向西步行五分鐘。 

 乘搭途經堅道的巴士及專線小巴，前往紀念館： 

往中環 灣仔方向行走的巴士及專線小巴： 

巴士：3B、12、12M、13、23、23A、23B、40、40M 及 103； 

專線小巴：8、10、10A、11、22、28 及 31 

 

開放時間（孫中山紀念館）： 

星期一至三、五：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上午 10 時至晚上 7 時 

星期四休館（公眾假期除外） 

 

注意事項： 

 考察前，須閱讀派發的資料，對孫中山生平事蹟有一定的瞭解 

 留意考察當日的天氣情況，須穿整齊學校運動裝及帶備雨具。 

 必須服從老師指示。如有問題，請於適當的時間向老師提問。 

 不可擅自離隊，各小組要緊隨所屬的老師，並專心聆聽老師講解。 

 注重衛生環境，不得亂拋垃圾。 

 參觀時保持肅靜，尊重及愛惜文物。 

 不可接觸孫中山紀念館的文物、隨意奔走、喧嘩或高聲談笑。 

 

 

 

 

孫中山史蹟徑 

https://www.sunyatsenhistoricaltrail.hk/tc/ 

index.html 

介紹孫中山史蹟徑沿途包含的古蹟，與孫中山的

關係。設有相片集及各種考察資料的實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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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班級： 

分數：  ／ 44 

根據考察活動所得，回答以下問題。 

 

1. 孫中山生於現今的中山市，該處原名          縣，他在少年時來港求

學，首先入讀                  ，後來轉到「中央書院」學習，「中央

書院」就是今日的                  。孫中山完成中學課程後，入讀

香港大學醫學院的前身                  ，在那裏認識了老

師          ，後來他在英國從事革命活動，被清廷誘捕，全賴這位老

師營救才能脫險。這段事跡收錄在孫中山所著的《                》

中。（12 分）  

 

2. 清末孫中山與陳少白、尢列、楊鶴齡合稱「四大寇」，試分辨下列言論與

何人有關，在橫線上填寫答案。（6 分）  

 

 

 

 

 

 

 

 

 a.                  b.                        c.                   

 

3. 除四大寇外，以下哪些人亦在香港支持孫中山的革命運動？（加號） 

（2 分）  

 A. 康德黎 □  B. 區德 □ 

 C. 梁啟超 □  D. 何啟 □  

我本於廣州讀書，由牧師

區鳳墀介紹，認識孫文，

後來入讀香港西醫書院，

成為孫文學弟。 

1890 年前後，我

常與孫文在我家

「楊耀記」內密談

反清革命。 

1890 年我 21 歲，

入讀香港西醫書

院，更和孫文結拜

為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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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甚麼孫中山以香港為反清革命的基地？試根據考察所得，加以析論。 

（4 分）  

                                                                     

                                                                     

 

5. 試舉出兩位輔仁文社的創辦人。（4 分）  

                                  ；                                 

 

6. 承上題，何以輔仁文社、興中會、《中國日報》社址等革命基地均位於中

環一帶？（4 分）  

                                                                     

                                                                     

 

7. 百子里公園的建築有何歷史、文化特色，使它能獲得多項建築及設計殊

榮？（4 分）  

                                                                     

                                                                     

 

8. 你認為中山史蹟徑及孫中山紀念館能否妥善保存孫中山在港生活的史蹟？

為甚麼？（4 分）  

                                                                     

                                                                     

 

9. 承上題，你對中山史蹟徑內哪一件史蹟印象最深？試抒己見。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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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孫中山生於現今的中山市，該處原名  香山  縣，他在少年時來港求學，

首先入讀  拔萃男書室  ，後來轉到「中央書院」學習，「中央書院」就

是今日的  皇仁書院  。孫中山完成中學課程後，入讀香港大學醫學院的

前身  香港西醫書院  ，在那裏認識了老師  康德黎  ，後來他在英國從

事革命活動，被清廷誘捕，全賴這位老師營救才能脫險。這段事跡收錄在

孫中山所著的《  倫敦蒙難記  》中。  

2. a. 陳少白 

b. 尢列 

c. 楊鶴齡 

3. A. 康德黎      D. 何啟  

4. 香港鄰近內地，對外交通便利，適合作為革命運動的聯絡站。香港以中國

居民佔多數，便於革命勢力的擴展。此外香港不少華商均支持革命。而當

時英國政府從英國在華長遠利益考慮，對革命黨人在港活動亦不加以干涉，

有利清末革命黨人在香港從事革命活動。 

5. 楊衢雲、謝纘泰 

6. 因中環一帶乃香港政治、商業中心，聯絡及籌募資金皆方便。另外，孫中

山先生的中學、大學母校也位於中環一帶。 

7. 百子里的位置獨特，既隱蔽又多出入口，因此成為當年策劃革命行動的地

方之一，百子里公園保存了這個特色，透過公園的佈局及設計，重塑百子

里當年隱蔽式的城市空間氛圍。再者，百子里公園內設置多項雕塑、歷史

展覽迴廊及革命歷史探知園，讓遊人了解香港與辛亥革命有關的事跡，故

此可獲得多項殊榮。 

8. 學生可自由作答。 

9. 學生可自由作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