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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 
 
  辛亥革命 100 周年前夕,本报记者沿着孙中山当年在香港活动的“史迹径”,
追寻先贤求学与革命足迹 
 

孙中山以香港为基地策划 6次起义 
 

深圳特区报驻香港记者   刘秋伟  
 

  1878年 5月 2日，孙中山随母从家乡到香港，乘轮船往檀香山，这是孙中山第一次看见香港。 
  那一年，他才 12岁，但香港已在他年少的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他曾在自述中写道：“始见轮
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恭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5年后的 1883年 7月，孙中山乘船从檀香山归家，再次途经香港。这一年，他已 17岁。 
  檀香山 5年的学习与生活，已极大开阔他的视野，在心中埋下“改良祖国”、“必使我国人人
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的种子。    
  两次途经香港，虽都只是匆匆过客，但其一生，却从此与香港紧密相连。 
  1883年 11月，孙中山辞别家乡，来到香港，开始其长达 9年的求学与革命生涯。 
  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汇点，拔萃书室、中央书院（今皇仁书院）及香港西医书院（香港

大学医学院前身）成功地孕育了孙中山的划时代思想。孙中山不仅在香港完成中学学业，而且度

过整个大学时代，系统地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教育，积累了广博的学识，并且开始萌生了争取民

族独立与社会进步的思想和愿望，以香港为基地策划了乙未广州起义等 6次起义，在港岛中西区
留下不少足印。 
  1996年，香港中西区区议会将这些足印串联成一条“孙中山史迹径”，沿途共 15站，设立纪
念牌、资料牌，放上旧街道照片，以叙述史事的方式，再现孙中山生前在香港学习和从事革命工

作的史实。 
  辛亥革命百周年前夕，本报记者沿着由许多条街道连接而成、长 3 公里多的“史迹径”，从
香港大学第 1站一路东行，至第 15站的德己立街 20号和记栈鲜果店，走街串巷，追寻先贤足迹，
缅怀先烈事迹。 
  1 
  勤努力摘桂冠 
  革命路源香港 
  穿过香港大学校门，沿陆佑堂前石阶进入大厅，便是孙中山 1923年 2月 20日应邀做《革命
思想之诞生》演讲的礼堂。 
  那天上午，多位同学用藤椅把重回母校的孙中山先生高高抬起，从大门一直抬至大礼堂讲台

上。 
  孙中山身穿马褂，头戴毡帽，精神奕奕，用英语对 400多名听众做了激情澎湃的历史性演讲：
“我有如游子归家，因香港及香港大学，乃我知识之诞生地也⋯⋯从前人人问我，你的革命思想

从何而来？我今直答之：革命思想正乃从香港而来。” 
  就是这几句话，印记着 80多年来的沧海桑田，把孙中山、香港和香港大学一并拉进了历史，
激励了数代人的奋斗精神；也是这几句话，明确指出，香港是孙中山早年革命思想的发源地。 
  1887 年至 1892 年，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院址在荷李活道与鸭巴甸街的交会处）整整学
习了 5年。 
  5年里，孙中山始终是一个学习勤奋、成绩优异的学生，毕业考试 12门课程中获优等 10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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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成绩为“最优异”，在香港西医书院校史上无第二人可比，在毕业典礼上获颁第 1名毕业执照，
成为香港西医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 
  更重要的是，在西医书院的大学时代，孙中山进一步表现出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极大关注。他

“以学堂为鼓吹之地”，用“中国现状之危，我人当起而自救”的言词来唤起人们的觉悟。 
  香港西医书院的创始人何启，积极主张改革政治，尤其强调主权在民的思想。孙中山与他接

触频繁，深受其思想的影响。后来，何启曾于 1895 年参与孙中山建立香港兴中会总部和发动广
州起义的活动，甚至在 1900 年曾劝说李鸿章与孙中山联合，在广东成立独立政府，以反对清朝
统治。 
  香港西医书院教务长康德黎，与孙中山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他对孙中山这样一个品学兼优的

学生非常器重，鼓励孙中山向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学习，引导他学习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后来孙

中山“伦敦蒙难”，帮助他脱离险境的，正是康德黎。  
  孙中山后来回忆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欢乐的 5年”。 
  香港西医书院后来合并于香港大学医学院，成为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医学教育机构。 
  香港大学于 1911 年创立，把香港高等教育带进了新时代；同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中
国 2000年封建帝制，孙中山把中国带进了新的世代。 
  为纪念孙中山在港大演讲那一次历史性聚会，港大在校园中心的荷花池旁，竖立了一尊孙中

山的纪念铜像；当时演讲场地“大礼堂”（现称陆佑堂）所在的本部大楼，也成为港大的文化遗

产，在 1983年成为法定古迹。 
  2 
  览群书“通天晓” 清廷庸逸仙愤 
  走出港大校门，沿般咸道往东，经东边街入口处，便是“史迹径”第 2站——拔萃书室旧址
（拔萃书院的前身）。 
  1883 年，17 岁的孙中山从中山翠亨村来港，与陆皓东一起进入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开办的中
等学校拔萃书室读书，至同年 12月。 
  当时，孙中山在必列者士街 2号美国公理会福音堂（第 4站）接受洗礼为基督徒。课余时间，
他又拜基督教伦敦会会长区凤墀为师，补习中国的经史之学，并从老师处得号曰：日新。后来，

孙中山采用之“逸仙”源于此。 
  1884年 4月，孙中山转入香港中央书院（皇仁书院的前身）继续读书，在近在咫尺的必列者
士街 2 号美国公理会福音堂三楼居住（现址已改成必列者士街市场，高仅两层）。每天沿城皇街
青石阶拾级来回，数分钟内便可到达。 
  百多年过去，拔萃书室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般咸道官立小学”。如今，小学以辛亥

激励学子，大门上红底对联题写着：“十年树木般咸璀璨，百载辛亥天下为公”。 
  记者穿新街过旧巷，经普庆坊同盟会招待所（第 3 站）、必列者士街、拐进城皇街，沿青石
台阶而下，来到歌赋街 44号——中央书院（第 5站）。 
  中央书院是香港第一所提供西式教育的官立中学，1862 年在歌赋街创立，孙中山于 1884－
1886年在此就读，开始接受西式教育。在这里，孙中山的勤学好问愈加突出，常对人言：“学问，
学问，不学不问，怎样能知？”“学而后知，知而后引，否则怎能够为国家之用呢？”由于孙中

山涉猎群书，知识广博，同学们便送他一个绰号：通天晓。 
  但仅读半年，哥哥孙眉便将其召至檀香山，让他学习商务，“欲以少折其气”。孙中山并没有

屈从，于翌年 4月回国。孙眉只好用“成亲”来羁绊孙中山。5月 26日，不足 19岁的孙中山奉
父母之命，与商人卢耀显的女儿卢慕贞结婚。 
  婚姻和家庭，并未能束缚住具有强烈求知欲望的孙中山。同年 8月，他背井离乡再赴香港，
重返中央书院复学。 
  在香港，孙中山虽然受的是殖民教育，但爱国思想依然强烈。他在中央书院读书期间，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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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战争。清政府的昏庸、腐败和卖国，使孙中山非常气愤，也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情感，

增强了改革现状的思想。而香港各阶层的反帝爱国斗争，更深深鼓舞着孙中山。他认为，这些斗

争“证明中国人民已经有相当觉悟”、“表示中国人还有种族的团结力”，并且坚信“中国不是没

有办法的”。 
  1886年，孙中山在中央书院肄业后，前往广州博济医院学医，并结识了后来成为革命伙伴的
郑士良。次年，他得悉香港西医书院的开办，认为该校的课程较完备，而且香港的言论较自由，

方便鼓吹革命，于是他再次回到香港读书。 
  孙中山当年就读的中央书院校址歌赋街 44 号，现仍然是一所学校，但校名已面目全非，叫
圣公会基恩小学。 
  3 
  “四大寇”谈国事 杨衢云喋热血 
  百多年风雨，“史迹径”上的多处遗址，皆已湮没在大都市现代化建筑中，无不显示着沧桑

世事与蹉跎岁月。遗迹老了，烙印旧了，这个城市却把普世的价值留给了后人。 
  一些上了年纪的阿伯阿婆告诉记者，这些年来，不断有学生、市民、游客与团体沿“史迹径”

寻踪，追思百年辛亥，缅怀孙中山事迹，令人深感欣慰。 
  沿歌赋街东行数十米，便是歌赋街 8 号杨耀记旧址（第 6 站），当年孙中山、杨鹤龄、陈少
白、尤列四个志同道合年轻人聚谈反清革命之所。 
  杨鹤龄是孙中山在家乡的童年好友，陈少白则与孙中山同就读于西医书院，尢列是杨鹤龄的

同学，当时任职香港华人事务总注册司署。 
  由于孙中山与这 3人同住香港，又志同道合，所以来往密切。他们 4人常常聚在杨鹤龄祖业
杨耀记商店，谈论天下大事和中国的前途，抨击清朝的黑暗政治，提出“勿敬朝廷”的口号，倡

言革命。由于当时革命尚未开展，人们尚未觉醒，听到他们“高谈造反复满”，往往认为是大逆

不道，故而把他们称为“四大寇”。他们 4人也“居而不辞”。 
  后来，孙中山回顾当时倡言革命的情况说：“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

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纨、

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它之交游，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

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 
  这样，孙中山周围已聚集起一批具有反清革命倾向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进一步活动，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广州抗风轩的集会，香港兴中会总部的成立，广州

起义和惠州起义的发动，都是以这些人为骨干，他们成为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记者在歌赋街 8号所见，当年的杨耀记小楼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小高楼，一楼是
间小餐厅，而侧边则是门庭若市的大排档。据周围市民说，辛亥革命后，杨耀记已转售他人。1980
年，原址改建为 7 层高的楼房，门牌也变成了 24 号，这间店铺已换过无数个老板，店名也一改
再改。 
  走街串巷，记者来到店铺林立的结志街 52 号。粉红色墙根下，一个鲜红色的“史迹径”纪
念牌上赫然写着：第 7站：杨衢云被暗杀地点。如果不是这个标示牌提醒着人们，也许路人并不
知道曾有一位革命先驱在此喋血！ 
  杨衢云与谢缵泰同为创立辅仁文社始创人，也为香港兴中会首任会长。1900年，革命党人在
三洲田发动起义，杨衢云负责饷械接济，后起义失败，杨衢云坚持留港，于结志街 52 号 2 楼设
私塾专授英文，次年 1月 10日，被清廷派凶手陈林刺杀于其授课书馆之中。 
  孙中山在日本收到杨衢云的死讯非常哀伤，写信给杨衢云好友谢缵泰表示哀悼，并在日本举

行哀悼大会。 
  4 
  百子里酿革命 兴中会闹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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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结志街 52 号数步之遥的是中环露天街市，在这个熙熙攘攘的街市里，竟然隐藏着香港一
级历史建筑百子里。 
  闹市中，一个矮小的门楣上写着“百子里”三个红字，沿狭窄石阶而上，是一栋陈旧的百子

楼和一个正在修建的公园。公园边写着：辅仁文社。这便是“孙中山史迹径”的第 8站。 
  据史载，1884年甲申中法越南战争后，国人渐知满清政府之不足恃及研究新学之必要，香港
华人精英主张中国改革。以杨衢云及谢缵泰等人，于 1892年 3月 13日在港岛百子里一号二楼发
起组成辅仁文社。文社公开以开启民智为宗旨，私下则多谈论国事及改革问题。孙中山与部分社

友交往频密，辅仁文社创社人曾加入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由于百子里的位置独特，既隐

蔽又多出入口，因此成为当年策划革命行动的地点之一，可谓是辛亥革命摇篮。 
  从百子里出来，记者经鸭巴甸街荷里活道等街巷，来到士丹顿街 13 号，这是香港兴中会总
部（第 12站），它见证了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开端。 
  1895年 1月下旬，孙中山抵达香港，与杨衢云、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等积极筹建革命组
织。2月 21日，兴中会总部在士丹顿街 13号宣告成立，通过了修订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 
  这个章程更加猛烈地抨击了清朝的腐朽反动统治，深刻指出当时“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

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

聊生”的中国社会现状，从而更加明确地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清朝宫廷和官府，公开揭示了兴中会

反清的宗旨。 
  这是漫漫长夜中的一声春雷，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诞生。从此，在孙中山先生

的领导下，揭开了武装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 
  兴中会以干亨行商号作为掩护，进行反清活动，并筹组第一次革命起义乙未广州之役。可惜

起义失败，孙中山、杨衢云被清廷通缉，被迫离境。 
  从 1895年香港兴中会建立至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的 16年间，孙中山直接策划的 10次武装
起义，就有乙未广州起义、庚子惠阳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广

州黄花岗起义 6次是以香港为基地发动的。 
  在这一次次的武装起义中，香港发挥了空前巨大的作用，它既是策划和指挥中心，又是经费

筹集和军火转运中心，还是革命党人招募和避难中心。香港实际上已成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

策源地、指挥大本营和活动基地。 
  大约在 20 世纪中叶，兴中会总部旧址变身为佛教庵堂。记者日前所见，现代建筑不锈钢门
上有“永善庵”三个字，庵外可见纪念牌匾。 
  在“孙中山史迹径”15 个站中，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就是士丹利街 24 号的中国日报报馆
（第 14站）。报社旧址现为香港赫赫有名的陆羽茶室，是香港的一个文化地标，老一代文人最钟
情的地方之一。 
  （深圳特区报香港 10月 8日电） 
  “孙中山史迹径”沿途 15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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