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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歷史

副刊
History

在民國成立後，孫中山先生一度出任臨時大總統，至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始正
式解職，離開南京。至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前，孫先生在民國
年間曾數次踏足香港，其中可以一九一三年七月爆發的二次革命作為分水嶺。

香港歷史博物館館長 陳成漢

孫中山請辭臨時大總統後，專注發
展中國的實業，並一度與袁世凱維持合
作關係。孫中山到訪上海、武漢和福州
後，於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早上由
福州乘坐「泰順號」抵達香港。不過孫先
生此趟並沒有登岸，僅在船上接見數百
位商會團體代表。不足一個月後，孫先
生於五月十八日乘九廣鐵路（見圖一）
抵港，至二十二日離開，其間入住中環
畢 打 街 的 香 港 大 酒 店（Hong Kong
Hotel，見圖二）。五月二十日中午，
孫先生曾於港督府與護督施勳（Claud
Severn）進行非官方的私人會談，並與
施 勳 、 署 任 輔 政 司 金 文 泰（Cecil

Clementi）及定例局議員何啟等人合照
（見圖三）。

兩度搭九廣鐵路來港
施勳在一九一二年二月二日獲委任

為港府的輔政司，在原任港督盧吉
（Frederick John Dealtry Lugard）於三
月十五日離港後，至新任港督梅軒利
（Francis Henry May）於七月四日來港
履新前，由施勳出任護督，任期由一九
一二年三月十六日至七月三日。換言
之，在孫中山訪港時，施勳是以港府首
長的身份接待孫先生。一九一二年六月
十五日至十八日，孫中山再度乘九廣鐵

路來港停留三天，同樣入住香港大酒
店，其間曾在香港四邑商工總局及上環
必列者士街六十八號公理堂發表演說。

袁世凱繼任為總統後，踐踏共和制
度，既逾越國會直接向五國銀行團洽借
巨額貸款，更派人於一九一三年三月二
十日晚刺殺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
一九一三年六月下旬，孫中山南下策動
「二次革命」，因而再次有短暫的香港

之行。六月二十日，孫中山由上海乘坐
英輪 「阿卡迪亞號」（Arcadia）抵港，
但沒有登岸活動，當日下午逕赴澳門，
探望病危的女兒孫𤥻（見圖四）。到了
六月二十三日，孫中山再度來港入住香
港大酒店，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談及宋教
仁被刺一案。另據時已出任港督的梅軒
利致英國殖民地部的密函，在六月十四
日被袁世凱免職的廣東都督胡漢民於六
月底來到香港，入住西摩道三十一號。
到了七月八日，前江西都督李烈鈞在孫
中山的授意下，率先在江西宣布討袁，
及後湖南、四川、廣東、安徽、福建先
後宣布獨立反袁，但二次革命旋起旋
滅。孫中山於八月二日乘船離開上海，
再度流亡日本。港英政府於同年八月明
令不歡迎孫中山、黃興及胡漢民等人在
香港居留，自此孫先生長期未再到訪。

孫中山流亡日本後，仍陸續派人來
港建立革命機關，重組始自一九一○
年、由海員建立的聯義社（見圖五），
負責購運軍械、傳遞密件、接應內地革

命等任務。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六年間，
由孫先生在日本東京成立的中華革命黨
至少於往來香港的十四艘輪船上建立分
部組織，並先後委任十九名海員擔任輪
船的分部長。參加聯義社的海員，亦同
時加入中華革命黨。

應邀在港大發表演說
一九一七至一九二四年間，孫中山

為恢復依民國元年頒布的《臨時約法》
而成立的國會，在廣州高舉 「護法」的
旗幟。其間陳炯明雖曾叛變，但孫先生
在半年內已收復廣州，並於一九二三年
二月十五日乘坐美國郵輪 「傑弗遜總統
號」（President Jefferson），從上海啟
程，經香港重返廣州。二月十七日約下
午七時三十分，孫中山在中環卜公碼頭
登岸，重返差不多闊別了十年的香港，
並入住半山干德道九號國民黨籍四邑商
人楊西巖家中。二月十八日，港督司徒
拔（Reginald Edward Stubbs，見圖六）
出於粵港兩地民情的考量，在港督府設
非官式午宴，歡迎孫中山。其後司徒拔
在提交給英國殖民地部的報告中，以一
九二二年海員大罷工為例，表示香港的
繁榮與廣東密不可分；為了香港的利
益，港府必須與廣州當局保持良好關
係。二月十八日下午，香港首富何東亦
宴請孫中山，討論如何重組廣州政府。
二月二十日上午十一時，孫中山應邀在
香港大學大禮堂（今陸佑堂）發表公開

演說。當日出席人士包括：港府輔政司
兼香港大學副校長施勳、香港富商何東
及其兒子何世儉，以及港大師生和教育
團體代表等四百餘人（見圖七）。孫中
山在演講中，提及他的革命思想源自香
港。二月二十一日清晨，孫中山登上
「香山號」啟程前往廣州，結束了他歷

時四天在港行程，這亦是孫先生最後一
次在香港登岸活動。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孫中山離開廣
州，前往北京商議和平統一。同月十三
日，孫先生偕夫人宋慶齡等人登上 「永
豐號」軍艦（見圖八），離開廣州北
上，取道香港。十四日， 「永豐號」抵
達香港鐸也碼頭（即金鐘海軍船塢）對
開海面，待泊碇後，孫中山轉乘日輪
「春洋丸」（Shinyo Maru），其間並

沒有登岸。孫中山伉儷在 「春洋丸」甲
板上的倩影（見圖九），被香港電影之
父黎民偉拍攝下來，並剪輯成《勳業千
秋》的活動影像，見證了一代偉人孫中
山與香港的不解之緣。

「孫中山一百五十周年誕辰紀念系
列」 之四，圖片由香港歷史博物館提供

▲司徒拔是香港第十六任總督，任
期為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五年，是
其中一位向孫中山示好的港督

▲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日，孫中山在香港大學大禮堂（今陸佑
堂）演說後，與港大師生在本部大樓外合照。坐在孫中山左面的
是港大學生會會長何世儉，即香港富商何東的兒子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孫中
山偕宋慶齡在香港轉乘日輪「春洋
丸」前往上海，然後取道日本到北京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從廣州乘坐圖示的
「永豐號」 軍艦到香港，該艦在孫先生逝世後改名為 「中山艦」 ，
以茲紀念

孫中山在民國年間的

香港足跡
▼九廣鐵路於一九一一年
底全線通車後，孫中山於
一九一二年五月十八日及
六月十五日兩度乘搭該鐵
路的列車從廣州來到香港

▲孫中山於一九一二年及一九一三年來港期間，均入住中環畢打街的香港大酒店

▲一九一二年五月二十日，孫中山於訪港期間，在
港督府與護督施勳（左坐）進行非官方會談。後排左
一是定例局議員何啟，右一是署理輔政司金文泰

▲一九一二年，孫中山與
兩位女兒合照，左面是翌
年在澳門病逝的孫𤥻 ▲孫中山題贈聯義社的「博愛」條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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