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三級 

歷史時期：中華民國 

課題一：辛亥革命與民初政局 

第二章：香港在革命運動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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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思維的傳播地 

- 香港因華洋交匯，很多近代西方思維，通過香港傳入中國。 

- 中國人透過香港，接觸到英國的政體、法律、習俗、學術文化等。 

- 在此環境下，產生了不少具新思想的知識份子，例如王韜、何啟、洪仁玕等人。 

 

二、革命思想起源地 

- 孫中山來港就學之初，眼見香港街道整齊、建築優美，與其家鄉差距甚遠，萌生革命想法。 

- 孫中山在港習醫期間，經常參加道濟會堂的聚會，建立了日後革命事業的人際網絡。 

- 孫中山與友人陳少白、尢列、楊鶴齡，經常聚集於楊鶴齡祖產商店楊耀記（香港中環歌賦街二十四號），議論中國時政，倡言

革命，鼓吹共和，聽者側目，時人稱他們為「四大寇」。 

 

 

 

 

 

 

 

 

 

 

 

 

 

 

 

 



三、革命事業根據地 

3.1. 策劃武裝起事 

- 1892 年，楊衢雲於今天香港中環結志街的百子里創立輔仁文社，楊氏及社員後來加入興中會，並任首任會長，因此有說輔仁文

社為興中會前身。 

- 1895 年，孫中山在今日中環士丹頓街 13 號成立興中會總部，以「乾亨行」掩護，並多次在此策劃武裝起事。 

- 1896 年，香港應清廷要求驅逐孫中山，但在一定程度上仍容忍革命黨人在香港活動，例如孫中山多次乘船於維多利亞港內與革

命黨人會面議事。 

- 1899 年，孫中山派陳少白在今日中環士丹頓街 24 號成立《中國日報》報館，後多次在此策劃同盟會武裝起事。 

- 1903 年，興中會會員謝纘泰與原太平天國將領洪天福密謀於廣州起事失敗。 

- 他們起事前於香港威靈頓街 24 號，設策劃基地，以「和記棧」水果檔作掩護。 

- 1908 年，同盟會香港分會成立，總部設於《中國日報》社長室內，負責籌備武裝起事。 

 

 3.2 支援革命事業 

- 因香港是英國殖民地，成為革命人士逃避清廷追捕的避難所，例如杏讌樓西菜館是 1895 年首次廣州起義後參與者的避難所。 

- 1909 年，同盟會在香港設立南方支部，處理革命活動事宜，例如集散軍火、經費，支援各地起事，宣傳革命理論。 

- 香港富商李紀堂利用「紅樓」接待革命黨人，並以農場為軍械倉庫，又在財政上全力支持革命活動。 

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