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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愛
國
始
於
心

奉
獻
踐
於
行

祖
籍
中
山
的
港
區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李

君
豪
自
幼
便
對
孫
中
山
的
故
事
耳
熟
能
詳

，
其
中
一
個
故
事
令
他
印
象
十
分
深
刻
：

﹁當
年
日
軍
侵
華
，
四
處
燒
殺
擄
掠
，
但

來
到
孫
中
山
故
居
時
，
卻
沒
有
損
壞
一
物

，
只
是
鞠
了
個
躬
就
走
了
。
後
來
國
共
發

生
內
戰
，
但
無
論
是
哪
個
黨
派
，
來
到
故

居
時
，
都
是
十
分
恭
敬
。
﹂
他
說
，
孫
中

山
不
僅
贏
得
國
共
兩
黨
的
高
度
認
同
，
就

連
外
國
侵
略
者
亦
對
之
抱
有
敬
意
，
可
見

孫
中
山
的
影
響
力
之
大
。

在
李
君
豪
眼
中
，
當
年
孫
中
山
以
一

腔
愛
國
情
懷
領
導
辛
亥
革
命
，
令
國
家
出
現
巨
大
變
化
。
當
前
中
國
面
臨

着
外
國
反
華
勢
力
的
圍
堵
，
國
際
形
勢
十
分
複
雜
，
同
樣
需
要
國
人
以
無

比
的
愛
國
熱
情
，
支
持
國
家
，
共
渡
難
關
。
李
君
豪
認
為
，
要
渡
過
這
一

難
關
，
需
要
全
球
華
人
的
團
結
，
處
理
事
情
須
以
大
局
為
重
，
他
呼
籲
本

港
反
對
派
放
下
成
見
，
以
孫
中
山
大
公
無
私
的
精
神
助
力
香
港
，
重
返
發

展
經
濟
的
正
軌
，
為
國
家
發
展
作
出
貢
獻
。

組
織
師
生
走
近
歷
史

深
入
了
解
偉
人
精
神

福
建
中
學
（
小
西
灣
）
助
理
校
長
李

偉
雄
是
孫
中
山
紀
念
館
的
導
賞
員
之
一
。

每
年
該
校
都
會
安
排
中
一
、
中
四
生
到
紀

念
館
參
觀
，
了
解
孫
中
山
如
何
由
一
名
醫

科
學
生
，
不
怕
困
難
起
義
，
成
為
矢
志
救

國
的
革
命
家
的
歷
程
。

他
說
，
孫
中
山
是
在
香
港
求
學
，
在

香
港
大
學
演
講
時
也
表
明
革
命
思
想
從
香

港
而
來
，
這
均
顯
示
了
香
港
與
他
關
係
密

切
，
帶
領
學
生
到
紀
念
館
，
有
助
認
識
孫

中
山
在
香
港
的
足
跡
，
藉
此
加
深
學
生
對

其
及
中
國
歷
史
的
認
識
。

仁
濟
醫
院
蔡
衍
濤
小
學
亦
有
安
排
學
生
參
觀
孫
中
山
紀
念
館
，
負
責

老
師
陳
迪
雯
表
示
，
為
配
合
小
五
的
﹁認
識
祖
國
﹂
單
元
，
除
了
課
堂
介

紹
外
，
學
校
亦
會
安
排
學
生
到
孫
中
山
紀
念
館
參
觀
，
希
望
以
此
加
深
學

生
對
孫
中
山
的
事
跡
及
思
想
的
理
解
。
校
方
早
前
更
帶
領
學
生
走
出
香
港

，
前
往
東
莞
進
行
有
關
孫
中
山
足
跡
的
歷
史
考
察
。

上環歌賦街，與孫中山走上革
命道路有着不解之緣。孫中山曾在
歌賦街44號的中央書院（皇仁書院
的前身）求學，學生時代的他，結
識了志同道合的摯友楊鶴齡、尢列
（原名尤列）、陳少白。滿清政府
統治下屈辱求和的社會現實深深刺
痛着四位青年的心，他們常在歌賦
街8號的楊耀記聚會針砭時弊，共
訴一腔愛國熱情，更秘密謀劃推翻
清政府、創立新國家，一時間被冠
以 「四大寇」的名號。

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後，孫
中山、陳少白被迫逃亡海外，尢列
也走避西貢各地，在南洋群島創中
和堂。楊鶴齡則潛伏於港澳，混入
煙館商場之中，秘密活動，宣傳革
命。1921年9月，孫中山在廣州任
非常大總統，聘請楊鶴齡為總統府
顧問，每月饋其五百元作為養老金
。他亦將越秀山南麓文瀾閣修葺一
新，邀請楊鶴齡、陳少白、尢列居
住。

如今的楊耀記，已經成為香港
「孫中山史跡徑」的重要節點，吸

引了無數有志青年慕名前往，在這
座見證中國近代革命脈絡的歷史古
蹟前，重溫崢嶸革命歲月，感受百
年前的革命熱情。

四大寇針砭時弊
密謀推翻清政府

﹁我
之
革
命
思
想
，
完
全
得
之
於
香
港
。
﹂
一
九
二
三
年
二
月
，
重
返
香
港

的
孫
中
山
面
對
香
港
大
學
師
生
作
公
開
演
講
時
由
衷
感
嘆
道
。
香
港
見
證
了
孫
中

山
的
青
春
年
華

│
他
以
優
異
成
績
完
成
大
學
學
業
，
與
志
同
道
合
的
革
命
摯
友

策
動
推
翻
清
廷
，
在
推
動
強
國
富
民
的
道
路
上
不
斷
求
索
。
從
學
子
到
醫
生
，
再

到
中
國
民
主
革
命
的
偉
大
先
驅
，
香
港
給
了
他
接
觸
不
同
階
層
的
機
會
，
其
改
革

中
國
的
理
想
和
抱
負
亦
在
這
裏
得
到
施
展
和
弘
揚
。
香
港
的
學
者
和
政
界
人
士
均

表
示
，
現
時
中
國
面
臨
貨
幣
戰
、
金
融
戰
、
科
技
戰
，
港
人
應
傳
承
和
發
揚
孫
中

山
的
愛
國
精
神
，
為
中
華
民
族
的
偉
大
復
興
砥
礪
奮
進
。

胸
懷
天
下
總
為
公

愛
國
青
史
勵
後
昆大

公
報
記
者

文
軒
、
周
宇
、
劉
家
莉
、
梁
靖
怡
、
鄧
泳
秋
報
道

一
八
八
三
年
，
從
檀
香
山
回
國
的
孫
中
山
途
經

香
港
作
短
暫
停
留
，
整
潔
的
市
容
衛
生
、
先
進
的
城

市
基
建
等
令
他
印
象
頗
深
。
同
年
秋
天
，
孫
中
山
入

讀
拔
萃
書
室
，
後
進
入
中
央
書
院
（
皇
仁
書
院
的
前

身
）
求
學
。
一
八
八
七
年
，
孫
中
山
入
讀
當
時
創
立

不
久
的
西
醫
書
院
，
五
年
後
以
優
秀
成
績
畢
業
。

革
命
思
想
從
香
港
得
來

著
名
香
港
史
專
家
、
香
港
嶺
南
大
學
榮
譽
教
授

劉
蜀
永
表
示
，
孫
中
山
在
香
港
讀
書
的
七
年
時
間
對

他
革
命
思
想
的
形
成
至
關
重
要
。
一
九
二
三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
孫
中
山
在
香
港
大
學
發
表
講
演
，
在
回
答

﹁於
何
時
及
如
何
而
得
革
命
思
想
及
新
思
想
﹂
時
，

他
說
：
﹁我
之
此
等
思
想
發
源
地
即
為
香
港
。
﹂
劉

蜀
永
指
出
，
香
港
對
辛
亥
革
命
運
動
產
生
過
全
方
位

的
影
響
，
不
僅
是
孫
中
山
革
命
思
想
的
產
生
地
，
也

是
革
命
黨
人
建
立
革
命
組
織
、
發
動
武
裝
起
義
、
從

事
革
命
宣
傳
和
籌
集
革
命
經
費
的
重
要
基
地
。

一
八
九
五
年
二
月
，
孫
中
山
回
港
成
立
了
香
港

興
中
會
總
會
。
總
會
同
年
發
起
廣
州
起
義
，
五
年
後

又
發
動
惠
州
起
義
，
雖
均
以
失
敗
告
終
，
但
香
港
成

為
了
義
士
們
退
居
留
守
、
保
存
實
力
的
重
要
基
地
之

一
。
一
九○

五
年
同
盟
會
在
東
京
成
立
後
，
孫
中
山

曾
多
次
透
過
同
盟
會
香
港
分
會
和
南
方
支
部
統
籌
策

劃
系
列
革
命
，
香
港
繼
續
成
為
他
發
動
革
命
的
策
源

地
以
及
海
外
籌
餉
的
樞
紐
地
。

揚
中
山
精
神
傳
和
諧
能
量

﹁許
多
人
開
玩
笑
說
，
中
山
人
最
擅
長
的
就
是

搞
革
命
，
因
為
孫
中
山
先
生
是
偉
大
的
政
治
家
和
革

命
家
，
一
生
中
策
動
至
少
十
次
武
裝
起
義
，
徹
底
推

翻
了
延
續
上
千
年
的
中
國
封
建
王
朝
。
但
比
較
少
人

知
道
的
是
，
孫
中
山
先
生
也
是
現
代
經
濟
建
設
理
論

的
探
索
者
和
實
踐
者
。
他
在
一
百
多
年
前
提
出
了
振

興
中
華
的
方
略
，
被
稱
頌
為
﹃中
國
現
代
化
事
業
的

偉
大
開
拓
者
﹄
。
﹂
全
國
政
協
常
委
、
香
港
中
華
總

商
會
會
長
蔡
冠
深
頗
為
認
真
地
告
訴
記
者
。

身
為
中
山
鄉
親
，
蔡
冠
深
認
為
：
﹁孫
中
山
先

生
一
生
追
求
中
華
民
族
復
興
，
尤
其
注
重
敞
開
國
門

，
吸
收
引
進
國
外
的
先
進
思
想
、
文
化
、
科
技
和
人

才
，
這
對
於
今
日
中
國
仍
然
有
巨
大
的
現
實
意
義
。

﹂
為
此
，
近
年
來
，
他
致
力
推
動
和
挖
掘
孫
中
山
文

化
，
更
在
日
本
舉
辦
了
高
規
格
的
紀
念
孫
中
山
與
今

日
亞
洲
研
討
會
。
每
年
全
國
兩
會
期
間
，
他
都
會
在

政
協
提
出
有
關
弘
揚
孫
中
山
文
化
的
提
案
，
並
得
到

國
家
相
關
部
門
的
重
視
和
支
持
，
二○

一
六
年
，
孫

中
山
先
生
誕
辰
一
百
五
十
周
年
，
國
家
舉
行
了
隆
重

的
紀
念
活
動
，
這
裏
面
，
也
有
他
的
一
份
貢
獻
。

此
外
，
二○

一
六
年
時
值
新
中
國
成
立
六
十
七

周
年
，
蔡
冠
深
以
基
金
會
的
名
義
，
首
次
將
孫
中
山

大
型
交
響
曲
引
入
香
港
。
蔡
冠
深
表
示
，
時
下
有
部

分
香
港
青
少
年
對
國
家
了
解
不
足
，
對
香
港
本
身
存

在
的
一
些
社
會
及
經
濟
難
題
有
不
同
看
法
，
而
音
樂

會
作
為
一
項
文
化
活
動
，
希
望
能
弘
揚
孫
中
山
精
神

，
將
和
諧
共
贏
的
正
能
量
，
傳
遞
給
香
港
同
胞
，
同

舟
共
濟
，
去
共
同
創
造
香
港
更
美
好
的
明
天
。

放
眼
未
來
，
蔡
冠
深
認
為
，
孫
中
山
文
化
的
挖

掘
還
大
有
可
為
。
他
建
議
，
可
在
中
山
市
成
立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孫
中
山
文
化
交
流
中
心
，
負
責
大
灣
區
孫

中
山
文
化
交
流
的
聯
絡
協
調
，
並
延
伸
到
大
灣
區
相

關
的
人
文
交
流
工
作
。
同
時
以
孫
中
山
文
化
為
重
要

載
體
和
媒
介
，
配
合
﹁一
帶
一
路
﹂
倡
議
，
開
展
國

內
外
的
文
化
交
流
與
合
作
。

面
對
西
方
圍
攻
奮
起
抗
爭

對
於
風
雲
激
蕩
的
歷
史
，
國
史
教
育
中
心
行
政

總
監
邱
國
光
認
為
，
香
港
社
會
的
開
放
，
給
了
年
輕

的
孫
中
山
吸
收
知
識
、
學
貫
中
西
的
良
好
社
會
空
間

，
可
以
說
，
香
港
成
就
了
一
代
偉
人
。

香
港
歷
史
學
會
會
長
、
前
香
港
大
學
中
文
及
歷

史
系
榮
譽
教
授
呂
元
驄
表
示
，
孫
中
山
學
貫
中
西
，

為
人
極
富
人
格
魅
力
，
但
他
最
突
出
的
是
，
對
當
時

中
國
和
世
界
形
勢
的
清
楚
認
識
，
﹁他
看
到
滿
清
政

府
的
腐
朽
不
堪
，
西
方
列
強
的
恃
勢
凌
人
，
知
道
必

須
奮
起
抗
爭
，
才
能
扭
轉
國
人
命
運
。
而
這
也
正
是

源
自
他
在
香
港
孕
育
的
救
國
之
志
。
﹂

▲17歲時的孫中山
資料圖片

◀歷經百餘年，孫
中山故居依舊屹立
不倒 資料圖片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中華
總商會會長蔡冠深：

孫中山一生追求中華
民族復興，尤其注重敞開
國門，這對今日中國仍有
巨大的現實意義。

孫中山香港活動軌跡

香港歷史學會會長、前香
港大學中文及歷史系榮譽
教授呂元驄：

對於美國近年在貿易
上不斷向中國施壓，港人
應發揚孫中山的愛國精神
，團結起來，一致對外。

著名香港史專家、香港嶺
南大學榮譽教授劉蜀永：

香港在思想、組織、
軍事和財政等方面對辛亥
革命運動產生過全方位的
影響。

投身革命
1895年1月以後
孫中山由檀香
山回到香港，
集過去志趣相
投的朋友及輔
仁文社成員籌
建革命組織，
其後往來於香
港和廣州之間
，策劃廣州起
義

中學教育
1883年11月-1886年夏
17歲的孫中山，剛從生活了5年的檀香山
回到家鄉，接着便到香港求學

習醫時代
1887年-1892年7月
1887年孫中山在雅麗氏醫院附設
的西醫書院接受醫學訓練，1892
年7月以全校之冠的優秀成績畢業

▲1912年5月20日，孫中山（前
右）訪港期間，在總督府與署理
港督施勳（前左）進行非官方的
私人會談 資料圖片

▲1923年2月20日孫中山在香港
大學與師生合影 資料圖片

▲孫中山曾說過： 「我之
革命思想，完全得之於香
港。」 圖為位於西營盤海
旁東邊街的中山紀念公
園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