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立法會 CB(2)777/04-05(03)號文件 

 

立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改建甘棠第作為孫中山博物館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於「甘棠第」設立孫中山博物館的建議，以及

有關的籌備工作。  

 

背景  

 

2. 政府多年來一直考慮在香港籌建一所博物館，以紀念曾在香港求學和

孕育革命思想的孫中山先生。由於孫中山先生在香港的活動多集中於中西

區，位於中區城道 7 號的歷史建築物甘棠第可謂理想的館址。政府去年以

5,300萬元購入甘棠第，作為籌建擬議的孫中山博物館之用。  

 

本港需要一所孫中山博物館 

 

3. 孫中山先生是家喻戶曉的革命家，畢生致力推翻滿清，建立共和，功

勳舉世公認，不但受到海內外各地華人的敬仰，在世界上亦享有崇高的聲

譽。以他命名的博物館和紀念堂遍及內地的北京、福州、上海、南京、武

漢、廣州、一岸之隔的台北，以至日本神戶、新加坡、夏威夷等海外地方。 

 

4. 孫中山先生在香港接受中學和大學教育，並曾於此地孕育革命思想和

籌劃革命起義活動。孫中山先生視香港為重要的革命基地，並在香港成立興

中會總部。他曾公開表示香港是他革命思想誕生之地。有關孫中山先生的生

平事略見本文附件甲，當中重點介紹他在香港活動的事迹。  



 

 

2

 

5. 政府一直希望在香港籌建孫中山博物館來紀念這位一代偉人，並通過

介紹其在港活動的事迹，讓市民多了解他在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擬議

的孫中山博物館亦可與中山史蹟徑配套連繫，向公眾介紹孫中山先生昔日在

港活動的足蹟。  

 

甘棠第是否適合闢作孫中山博物館 

 

6. 多年來，政府考慮了多處地點，結果認為甘棠第最適合用作闢設擬議

的博物館。甘棠第位處中西區的中半山，中西區正是孫中山先生當年求學和

策劃革命活動的地方。甘棠第鄰近即為中山史蹟徑，各有關景點近在咫尺。

甘棠第建於一九一四年，原主人何甘棠(1866－1950)與孫中山先生有同窗之

誼，兩人均於一八八四年入讀中央書院 (即今皇仁書院 )。根據《西半山分區

計劃大綱圖》，該處屬「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因此把該址闢作博物館

符合有關規定。甘棠第建築樓面面積約  

2 560平方米，有足夠空間供博物館使用。  

 

7. 甘棠第瑰麗堂皇，屬典型的愛德華古典建築風格，是本港少數僅存的

九十年樓齡建築物。大樓的彩繪玻璃窗、遊廊、牆身的瓷磚和樓梯的柵欄至

今保存完好。整幢建築物內部結構極佳，無須進行大規模的維修或保護工

程，可節省不少時間和金錢。同時，甘棠第與中區之間有半山自動扶梯連

接，鄰近的堅道和羅便臣道公共交通甚為方便，因此該址是闢作博物館的理

想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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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的擬議設施  

 

8. 擬議的博物館將配置完備設施，使該館得以充分發揮各項功能。長期

展覽廳將介紹孫中山先生的生平事蹟與革命事業，並會重點提及香港當時政

治、社會和經濟情況等歷史背景。該館主廳將用作舉辦專題展覽，以及研討

會等其他博物館活動。館內除展覽外，將設置活動室，讓學生和小朋友在互

動的環境中學習；互動學習室和閱覽室配備多媒體節目，以增加市民對孫中

山先生和辛亥革命的認識；另有放映室，播放有關孫中山先生的紀錄片。整

項計劃並包括為博物館加設升降機、傷健人士洗手間、空調設備、保安系

統、消防裝置等現代化設施，我們在進行有關工程時，會盡量避免影響甘棠

第的文物價值。  

 

工程範圍和性質  

 

9. 甘棠第計劃的有關用地面積約 1 020 平方米，建築樓面面積約 2 560

平方米。工程範圍包括： 

 (a)  五個展覽廳暨演講室，以舉辦常設和短期專題展覽；  

 (b)  活動室； 

 (c)  互動學習室；  

 (d)  閱覽室； 

 (e) 兩個放映室；以及  

 (f) 其他輔助設施有辦公室、接待區、禮品店、會議室、藏品室，以

及供復康小巴上落乘客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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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地盤位置圖載於附件乙，樓層平面圖載於附件丙。現計劃於二零零五

年九月展開工程，二零零六年十二月完竣，並於二零零七年全面開放博物

館。  

 

公眾諮詢  

 

11.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以下簡稱康文署)於二零零四年六月就籌建孫中山

博物館成立榮譽顧問小組，成員包括孫中山先生嫡長孫、中西區區議員、大

學知名歷史學家。政府並就此事宜舉行一連串的諮詢會議，向博物館委員

會、博物館榮譽顧問、區議會、學術界和甘棠第附近的居民諮詢意見。各界

人士一致贊同設立孫中山博物館。他們就展覽內容、博物館服務和其他配套

設施提出的意見已獲整理和考慮。  

 

籌備工作  

 

12. 當局購入甘棠第後，康文署即與建築署磋商，積極展開籌建擬議博物

館的工作。為了豐富展覽內容，博物館館長職系人員曾遠赴中國內地和海外

物色展品，足跡遍及澳門、南京、上海、北京、武漢、廣州等地的博物館，

以及倫敦的資料館，從中找到很多與孫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有關的重要文

物，並就外借來港展出進行商議。當中的重點文物計有孫中山先生的試卷、

宣統皇帝(末代皇帝)的退位詔書、孫中山先生和宋慶齡女士的結婚證書等，

彌足珍貴。  

 

13. 為豐富館藏，康文署在二零零四年五至八月展開徵集行動，搜集與孫

中山先生和其他革命志士有關的文物。結果獲得社會各界積極支持，反應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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烈，短短四個月內損贈文物達數百件之多，當中包括墨寶、手稿、信札、紀

念品、郵票、鈔票等。重點藏品將在博物館展出。  

 

14. 其間，香港浸會大學歷史系獲委託進行一項研究計劃，重點研究香港

如何成就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以及近代中國的發展進程。預計該項研究

計劃於二零零五年三月完成，研究成果極具參考價值。  

 

 

財政影響  

 

非經常開支  

 

15. 有關博物館的建築工程、屋宇設備、渠務和外部工程、土力工程、展

覽裝置、博物館設施，以及家具和設備等開支總額預計為 9,130萬元。  

 

經常開支  

 

16. 有關博物館每年的經常開支約為 670 萬元，將由民政事務局的營運開

支承擔。 

 

每年收入  

 

17. 博物館的日後收費建議向現時康文署轄下各博物館看齊，即標準門

票、團體門票(20 人或以上)、優惠門票的收費分別定為 10 元、7 元和 5 元，

預期每年的門票收入將有 60 萬元。按照現行的做法，博物館逢星期三免費

入場，學校和非牟利機構預約團體參觀全年豁免入場費。此外，禮品店將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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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少量租金收入。每年的總收入預計將達 63.6 萬元，等於博物館經常開支的

9.7%。  

 

推行計劃  

 

20. 我們預計擬議的博物館改裝工程和展品裝置工作約需時 16 至 20 個月

才能完成。為配合孫中山先生 140 歲冥壽，我們的目標是在二零零六年年底

完成有關工程，使博物館可局部開放作系統測試和各項教育活動之用，並為

二零零七年全面對外開放作好準備。 

 

未來路向  

 

21. 我們將於二零零五年二月十六日和三月四日，就此項博物館計劃分別

向立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和財務委員會，申請上述所需撥款。  

 

 

 

民政事務局  

二零零五年一月  

 

 

 
c : \ l e g c o  p a n e l \ h a _ p a n e l - 4 f e b 0 5 - d r s u n m u s  ( c h i n e s e ) - 3 1 0 1 0 5 a . d o c  

 



附件甲  

 
 

孫中山先生生平事略  
 
 
(一 )  出生與學習  
 
 
孫中山幼名帝象，學名文，字德明，號逸仙，一八六六年

十一月十二日在廣東省香山縣出生。一八七八年，孫中山

隨兄赴檀香山讀書，開始接受西方教育。一八八三年，孫

中山來港入讀拔萃書室，後轉讀中央書院 (今皇仁書院 )，
並完成中學教育。一八八七至一八九二年期間，孫中山在

香港西醫書院接受西方醫學的專業訓練。一九一一年，香

港大學成立，香港西醫書院併入該校為其醫學院。孫中山

在港期間積極研究西方政治和軍事理論，並經常與友人議

論時局，因此香港是啟發和孕育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地方。

一九二三年二月二十日，孫中山訪問香港大學，在發表演

說時他表示： “我心情有如歸家，因為香港與香港大學是我
知識誕生之地。 ”  
 
 

(二 )  創辦革命組織  

 
一八九四年年初，孫中山上書改革失敗，適逢中國於中日

甲午戰爭中落敗，令孫中山極感憤慨，益信非革命無法救

國。一八九四年十一月，孫中山在檀香山聯合華僑成立興

中會。三個月後，孫中山返港，與楊衢雲、謝纘泰租用中

環士丹頓街十三號作為興中會的總部，並以 “乾亨行 ”商號
作掩飾。一九零五年八月，孫中山聯合興中會、華興會和

光復會，在日本東京成立同盟會，宗旨是“驅除韃虜，恢

復中華，創立民國，平均地權 ”。同年，孫中山派馮自由、
李自重到香港籌組同盟會南方支部，會址是革命黨人在港

創辦的《中國日報》報社。  
 
 
 
 
 
 
 



(三 )  在港組織革命起義  

 

一八九五年至一九一一年間，孫中山不斷領導武裝起義，

香港則一直是策劃反清活動的基地，當中包括廣州之役、

惠州之役、潮州黃崗之役、惠州七女湖之役、廣州新軍之

役和廣州黃花崗之役。作為英國的殖民地，香港一直是反

清革命黨人聚集的地方、策劃和籌備起義的中心、出版革

命刊物和報章以宣傳革命思想的基地、以商貿為藉口偷運

軍火和籌集經費的基地、招募國內外革命新血的中心，以

及起義失敗後革命志士容易藏身的避難所。一九一一年辛

亥革命後，孫中山獲推選為臨時大總統，其後與袁世凱妥

協，辭去大總統一職。孫中山在往後的日子繼續為革命事

業操勞，至一九二五年三月十二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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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B附件乙 
 

擬建孫中山博物館地盤位置圖  
Location Plan of the Proposed Dr. Sun Yat-sen Museum 

 

 



Annex C附件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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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建孫中山博物館樓層平面圖  

Layout Plan of the Proposed Dr. Sun Yat-sen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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