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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集郵人士翹首以待的「辛亥革命百周
年紀念郵票」今日發售，包括四張郵

票、小型張和內地、香港及澳門聯合紀念
套封。這套紀念郵票採用報紙版面設計，

以黑白圖文配上紅色標題，凸顯辛亥革命
關鍵人物和事件，展示當年重要歷史片
段，極具收藏價值。

郵票新聞形式展現史事
4枚紀念郵票以頭條新聞形式，

分別展現「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武昌起義」、「辛亥革命主要人
物」和「孫中山就任大總統」事

件。小型張則由兩枚郵票組成，內容有關孫
中山在港就讀的書院和三民主義。為紀念這
歷史里程碑，中國郵政、香港郵政和澳門郵
政，於同日發行聯合紀念套摺，把3地郵政為
此主題各自發行的郵票小型張，於套摺內以
相連方式並列。
香港古蹟處處，其中一處就是下白泥碉

堡。位於元朗下白泥55號的碉堡約建於1910
年，是香港唯一有確實證據證明與孫中山及
其革命黨人領導的革命運動有直接關係的建
築物。約1910年，廣州新軍之役結束，革命
人士以該址作為藏身之處，並以稻米磨坊和
煉糖廠作掩飾。興中會骨幹分子鄧蔭南於該
址興建碉堡，用以監視后海灣對岸屬清廷管
轄的地方。

今舉辦兩場碉堡導賞團
碉堡現已被列為法定古蹟，當局2011年下

半年於碉堡附近安放展示設施。由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舉辦的「辛亥革命百周年紀念活
動」，今日舉辦2場下白泥碉堡導賞團，有興
趣人士可於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正，以及下
午1時至3時正前，自行到碉堡外等候，名額
先到先得。

百展品彰顯革命精神
若想進一步了解孫中山及其追隨者在廣州

的情況，可以參觀正在孫中山紀念館展出的
紀念辛亥革命壓軸展「理想的追尋──辛亥革
命後的孫中山與廣州」。該展覽集中於辛亥革
命後孫中山在廣州3度建立政權的歷史，共展
出約100件展品，彰顯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後屢
敗屢戰的奮鬥歷程和革命精神。展品中有4件
真跡被廣東省文物鑒定委員會評定為「館藏
三級文物」，當中包括1912年7月的「中國同
盟會的會員證書」，以及「孫中山頒給朱定和
捐助軍餉的獎章和憑照」。

60幀照片見證民生面貌
透過鏡頭，可了解一個時代的發展，正

在孫中山紀念館展出的「辛亥革命──施塔
福攝影展」，展出60多幀珍貴的歷史照片，
記錄了清末民初的民生面貌，亦見證了革
命軍與清軍在辛亥革命前後的戰況，讓市
民可以一睹清末民初的民生面貌，以及重
溫不少歷史事件的重要時刻，例如：武昌
起義、中華民國的誕生等，加深對辛亥革
命史的了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聳
立在跑馬地香港
墳場、香港辛亥
革命烈士楊衢雲
的「無名墳墓」，
終於在辛亥革命

百周年前夕獲「正名」。百年來為免遭受破壞，楊
的墓碑只有「6348」的數目字。百年過去，康文署
終於替這個無名墓豎立說明牌，以配合紀念辛亥革
命百周年活動，讓市民更了解清末革命歷史，以及
這位革命人物的事蹟。另外，以「中國革命之源」
為主題的百子里公園預料今年底前可開放。
為楊衢雲豎立的說明牌為石質，配合墓園環境，

設置於墓旁。而為方便市民前往憑弔時更易辨識其
墓地所在，其位置已標示於香港墳場平面圖，並張
貼於香港墳場辦事處入口。

免遭破壞當年未刻姓名
楊衢雲（1861─1901）祖籍福建海澄，生於廣東

東莞，在香港接受教育及工作。1892年，楊衢雲與
好友謝纘泰等，在上環百子里創辦「輔仁文社」。
1895年，「輔仁文社」與孫中山創立的「興中會」

合併，楊衢雲獲推舉為「香港興中會」會長。同
年，廣州起義發動，事敗後楊氏出洋暫避。其後，
楊氏參與1900年惠州起義，事敗後返回香港。1901
年1月10日，楊衢雲於結志街52號2樓遭清廷派人暗
殺，中彈身亡，同月12日下葬香港墳場。為免墳墓
遭破壞，碑上未刻上名字。

百子里項目料年底開放
另外，市建局去年斥資4千萬元，活化中環百子

里項目，將於近日完工，預料今年底前可開放。百
子里項目去年開始動工，工程主要分為興建百子里
公園和美化結志街入口的垃圾收集站兩部分。公園
主題為「中國革命之源」，表彰香港與辛亥革命有
關的歷史。
公園設有「革命起源展示區」，內有一個由28枝木

條搭建而成的亭架，模擬20世紀中上環區的舊建築
物而建，高約4米半至5米半，木條上刻有由楊衢雲
所創辦的「輔仁文社」社綱。亭架內放置一個正在
「剪辮」的人形銅像，象徵革命成功後的新現象。
而公園另一部分，設有一條長約40至50米的「歷史
展覽迴廊」，共分4層，展示由1895至1903年期間與
香港相關的革命史跡，當中包括孫中山為遭清廷刺
殺的楊衢雲籌募撫恤金而撰寫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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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推郵票文物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辛亥革命為中國帝制時

代畫上句號，亦標誌㠥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誕生。這

個中國現代化的重要里程碑，其實與香港有息息相關

的連繫。而沿㠥介紹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昔日在港

留下足跡的「孫中山史蹟徑」，有助尋訪這段重要的歷

史片段。

串連孫中山港活動範圍
孫中山在港經常活動，1996年由中西區區議會設立

的「孫中山史蹟徑」，便把孫中山在港活動範圍串連，

成為香港市民與外地旅客憑弔孫中山革命事跡必到之

處。要數與孫先生相關的地點，除了其受洗的美國公

理會佈道所、與革命友人聚會議事的道濟會堂、接受

大學教育的香港西醫書院，以至香港興中會總會的所

在地乾亨行等，當中不得不提的，是陪伴他度過中學

時代的中央書院。

中央書院遺址將活化
孫中山早年在夏威夷接受教育後，18歲時，即1884

年在港入讀中央書院，至1886年離校。雖然中央書院

在孫中山離校後由歌賦街遷往荷李活道，但孫中山及

該校所培訓的其他社會精英，一直是香港的珍貴回

憶。孫中山就讀中央書院期間，曾出席該校新址奠基

禮。而荷李活道前中央書院遺址，亦即前荷李活道已

婚警察宿舍，則將會活化成名為「原創坊」的標誌性

創意中心。

與甘棠第主人結不解緣
另外，孫中山紀念館館址「甘棠第」原來背後有

㠥一段故事。孫中山雖然不曾踏足甘棠第，但他與

甘棠第原主人何甘棠卻結下不解之緣。何甘棠生

於1866年，與孫中山同年，兩人更為中央書院同

學。而何甘棠長兄何東更，曾襄助孫中山革命活

動。孫中山1923年2月從上海返廣州時途經香

港，便曾訪晤何東。現時博物館展出約100件藏

品，當中包括孫中山在1886年至1887年在廣州習

醫時使用的顯微鏡，以及孫中山於香港習醫的考

試答題卷等，非常珍貴。

楊衢雲無名墓終「正名」

紀念辛革活動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今天是辛亥革命百周年紀念

日。為紀念這個歷史上重要的日子，以及加深市民對辛亥

革命的認識，特區政府自去年底開始舉辦多項紀念活動，

透過介紹孫中山和其他革命先烈在香港的事蹟，展示香港

在革命運動上擔當的重要角色。如果市民想參與紀念活

動，今天亦有不少選擇：對歷史遺址有興趣者，可到下白

泥碉堡參加導賞團；喜歡欣賞文物者，可前往孫中山紀念

館欣賞約100件與孫中山有關的文物展覽，以及60張記錄

了革命軍的歷史相片；愛好集郵者，則不可錯過香港郵政

今日推出的「辛亥革命百周年紀念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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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2
月，興中會
在香港成立
總會。
資料圖片

■說明牌可讓市民更了解清末
革命歷史。 資料圖片

■左起：楊
鶴齡、孫中
山、陳少白
和尢列，聚
首一堂談革
命。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孫中山推翻封
建帝制的革命思想在香港開始形成，當時他
經常與楊鶴齡、陳少白及尢列論說時事，被
稱為「四大寇」。其後，孫中山於1895年及
1905年在香港成立香港興中會總會及同盟會
香港分會，香港成為武裝起義的重要基地。
從1895年成立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的16年
間，孫中山等人共發動10次武裝起義，當中
6次在香港策劃及組織。回顧孫中山在香港
的足蹟，主要集中於港島中西區。

求學見聞激發革命思想
孫中山1883年從美國檀香山返國，中途路經

香港，對香港社會留下深刻印象。同年秋季，
孫中山再次到香港展開求學生活。至1885年，
他曾於拔萃書室、中央書院（即皇仁書院）肄
業。1883至1885年，中法發生戰爭，孫中山目
睹香港華人罷工、罷市抗議法國侵略，對比滿
清政府屈辱求和，激發革命思想。

與友談革命號「四大寇」
1886年夏季，孫中山入讀廣州博濟醫院附設

的醫科學校，次年得知香港西醫書院開辦，有
感香港言論較自由，於是再次到香港讀書。其
間，孫中山與楊鶴齡、陳少白、尢列談革命，
4人被冠以「四大寇」稱號。6年後，孫中山畢
業後，曾前往澳門及廣州行醫，1894年在美國

檀香山成立興中會。

中環設香港興中會總會
不過，美國檀香山與中國相隔太遠，未能

發揮革命基地影響力，孫中山與其他志同道
合人士遂先後回港，並於1895年2月12日，
在中環士丹頓街13號乾亨行成立香港興中會
總會。成員除了「四大寇」外，還有孫中山
好友鄭士良、陸皓東、區鳳墀及香港輔仁文
社楊衢雲、謝纘泰等人，由楊衢雲出任總會
會長。
香港興中會總會成立後，先後於1895年及

1900年在廣州及惠州起義。1896年初，當時香
港政府禁止孫中山在港居留。孫中山只好多次
乘船進入香港水域，在船上會見及指揮在港的
革命黨人士。1905年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孫中
山繼續以香港為起義策源地。

返國途中多次路經香港
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孫中山正身處

美國宣傳革命及籌募經費。同年12月21日，
孫中山返國途中路經香港，其後仍多次進出
香港。較多人熟知是在1923年2月17日再來
香港，與港督司徒拔午宴，並於20日到香港
大學公開演講。1924年11月14日，孫中山北
上共商國事，再次途經香港，也是最後一次
踏足香港。

沿孫中山足跡 漫步「革命路」
■左為蔣麗芸；右為
周浩鼎。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曉晴）為紀念辛亥革命百
周年，民建聯製作了一套「紀念辛亥革命百周年動
漫」，並已於本月7日上載民建聯網頁，希望可以生
動手法介紹辛亥革命，使青少年能從歷史中學習。
該套動畫全長約4分30秒，以動畫形式概括敘述辛

亥革命經過：晚清3次改革（洋務運動、百日維新
及晚清改革）及立憲運動失敗後，孫中山等愛國志
士，先後成立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組織。孫
中山其後提出「三民主義」理論，並組織發動多次

武裝起義。最終於1911年10月10日發動的武昌起
義，成功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歷史，故事簡潔易
明。

經教聯審核 藝校生繪製
故事內容由民建聯根據史實撰寫，經資深教育工

作者、民建聯監委及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審核，再
由廣東省華南農業大學藝術學院學生繪製。製作者
參考多項資料，如歷史老照片等，把辛亥革命前期
滿清政府腐敗無能、民不聊生的景象以動漫形式表
達出來。
民建聯指，希望以青少年容易接受的手法認識

辛亥革命歷史，並期望他們透過短片認知歷史，
從歷史中學習。動畫除了在民建聯網頁推出外，
亦有提供超連結，歡迎全港學校下載。為迎合潮
流，動畫亦有上載YouTube供瀏覽。市民稍後更
可透過智能手機程式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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