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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与香港 
 

严佳亮 
 

 
    7月 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 20周年。而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生的革命事业与香港有
着密切的关系。香港曾是中山先生早年求学之地，创建革命机关所在地、更是中国同盟会策划武

装起义的大本营；可以说孙中山先生的一生都与香港直接相关。香港没有忘记孙中山，为纪念孙

中山先生，香港建成了“孙中山纪念馆”。 
    在笔者工作的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文物馆第一展厅里，珍藏着一张已经有些泛黄的老照片
（“四大寇”照片）和一套孙中山行医时所用过的医疗器械（国家一级文物），这两套文物与孙中

山先生在香港学习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 
    “四大寇”照片 
    在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文物馆第一展厅有这样一张照片，那是 19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
初，孙中山求学由维新派人士何启为主创办的香港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学习五年期间

与同学所拍的合影照片。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期间，他结识了陈少白，尤列，杨鹤龄，四人理想

相似，志同道合，经常相聚一起，抨击朝廷，阐述革新抱负，被时人视为大逆不道，称为“四大

寇”。孙中山先生曾在他的《建国方略》中有过如下记述：“予在广州学医甫一年，闻香港有英文

医校开设，予以其学课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学校肄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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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放厥辞，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

者，在香港只有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

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

澳间之戚交交游，皆呼为‘四大寇’。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而这张“四大寇”照片正是孙

中山先生早期思想形成的重要见证，是中山先生与香港直接相关的重要文物。 
    孙中山行医时所用过的医疗器械 
    在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文物馆第一展厅有这样一套文物，是孙中山早年行医时所使用过的
医疗器械（一级文物）。 
    1887年 9月至 1892年 7月，孙中山在香港雅丽氏医院附属之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
学习 5年，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由教务长康德黎博士授予其行医执照。内称“肄业五年，
医学各门，历经考验，于内外妇婴诸科，皆通晓，确堪行世”。证书还有校长及 13 名教员、8 名
考试官和牧师的盖章。获临床医学学士学位。1892年 7月，孙中山应澳门镜湖医院之邀，在该院
挂牌行医，是该院第一位华人西医师。孙中山建议该院中西医联合施诊，互济不足，被院方采纳，

开创我国中西医结合之先河。同年 12 月，孙中山在澳门仁慈堂附近设中西药局。1893 年春，孙
中山又到广州设药局和医务所行医。可以说以西医西药施治，则从孙中山始。当时在澳门出版的

中文报纸《镜海丛报》多次刊登赞誉孙中山医术的告白，表彰其崇高医德，谓“不欲酌定医金，

过为计较”，又“在镜湖医院赠医，不受分文，以惠贫乏”，“凡外间延请，报明急症，随时速往，

决无迁延”。具名刊登广告者，均为当时澳门的知名人士。《镜海丛报》刊登有孙中山在澳门行医

和他早期革命活动的消息。完全可以这样说，香港是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的舞台。在香港期间他

学习西方科学，开拓了眼界，树立了革命的目标。 
    香港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舞台 
    孙中山先生曾说过“香港与香港大学乃我知识之诞生地”。在缔造和捍卫共和的斗争中，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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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把香港作为革命活动的主要基地，香港也就因其特殊地位而成为重要据点，发挥了它的积极

作用。香港是中山先生读书、居住及革命党人聚会的地方。其中与孙中山有关的景点就有香港大

学般咸道（孙中山母校：香港西医书院所在地）、百子里公园“革命起源展示区”、辅仁文社、“四

大寇”居所杨耀记旧址、杨衢云被暗杀地点、皇仁书院旧址、中国日报报馆旧址等。今天在香港

大学校园里，立有一尊孙中山纪念铜像，铜像边刻着一句英文，翻译成中文就是：香港与香港大

学乃我知识之诞生地。这是孙中山曾公开说过的一句话，显示出他对香港及香港大学的深厚感情。

在香港，还有其他地方记录着孙中山与香港的不解之缘。位于中环卫城道的孙中山纪念馆，展出

了 150多件珍贵展品，包括他习医时的答题试卷、由他当证婚人的结婚证书等；而位于上环海滨
的中山纪念公园，则有着孙中山铜像及“天下为公”的牌楼，铜像的地板上刻着孙中山在世界各

地曾经到过的地方，其中就有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