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卜葬華人永遠墳場的著名人物

唐紹儀

唐紹儀(1862-

1938)在中國

近 代 史 上 可

說是個舉足輕

重的人物，曾

擔任過中華民

國首任內閣總

理。這樣的人

物長眠香港仔

華 人 永 遠 墳

場，可說有點令人意外。

唐紹儀，字少川，廣東香山唐家鎮人。唐

父巨川是上海的茶葉商人，唐自幼到上海

讀書，1874年官派留學美國，完成中學課

程後於1881年考入哥倫比亞大學，惟當時

清廷已決定召回留美幼童，唐無奈離美。

回國後，唐被派往天津的洋務學堂進修，

四年後入職天津稅務衙門。1889年，唐被

委任為駐龍山(朝鮮境內)商務委員，任上唐

紹儀表現出色的外交才能，並與當時駐留

朝鮮處理通商事宜的清廷要員袁世凱建立

關係。1896年10月，清政府正式委任唐紹

儀為中國駐朝鮮總領事。

1901年，袁世凱擢升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

臣，重用唐紹儀為天津海關道。期間唐辦理

接收八國聯軍佔領的天津城區、收回秦皇島

口岸管理權等事務，成就斐然。三年後，清

廷任唐為全權議約大臣，赴印度與英代表談

判西藏問題。自1906年起，唐紹儀先後被

委任為全國鐵路總公司督辦、稅務處會辦大

臣、郵傳部左侍郎、郵傳部尚書等職。

1911年武昌起義後，清廷任袁世凱為總理

大臣，唐受任袁內閣的全權代表，赴上海

與南方民軍總代理伍廷芳談判議和並達成

協議。後唐紹儀加入同盟會，並得到革命

黨人和袁世凱的推選及任命，成為中華民

國第一任內閣總理。然而袁世凱習性大權

獨攬，對唐推行責任內閣制，“事事咸恪

遵約法”甚為不滿，不久唐亦“徹悟袁之

種種行為，存心欺騙民黨”，遂憤而提出

辭呈，時任總理不足三個月。袁暴斃後，

唐力主恢復舊約法和國會，多次拒絕北洋

軍閥的拉攏利誘。

1917年8月，唐紹儀南下參加護法運動。

1919年初，北洋軍閥與護法軍政府談判議

和，唐擔任南方總代表，惟雙方終未達成

協議。蔣介石上台後，唐紹儀只以黨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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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自居，擔任一些閑職。卸下公職後，唐

定居上海法租界。

1929年，唐紹儀就任中山縣訓政實施委員

會主席，打算將中山縣建設成為全國各縣

的模範。1931年，唐兼任中山縣縣長，集

中精力實施建設模範縣的計畫。該計畫包

括基本建設、發展實業、加強農漁業和鄉

村建設、引進外資和發展教育諸方面，並

以開闢唐家無稅商港為重點。唐紹儀在任

為政相對清廉，革除官吏衙門陋習，被稱

為“布衣縣長”。可是唐卻遭到廣東軍閥

陳濟棠的排擠，三年後被逼去職。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唐紹儀並未轉移

後方。1938年9月30日，國民政府軍統特

務為了不讓唐紹儀為日人利用，在唐紹儀上

海寓所將其刺殺。唐遇刺後，部分國民黨元

老十分不滿沒有掌握唐失節確證，就將其殺

害。蔣介石下令付治喪費五千元，並將唐生

平事蹟存付國史館，以平息風波。

1938年10月唐紹儀靈柩運抵香港，本地報章曾廣泛報導。

唐紹儀逝世後，家屬本擬把其遺體運回唐

家灣安葬。靈柩於10月20日從上海運抵香

港，先暫存東華義莊以便擇地安葬。惟日

軍剛於同月發動廣東作戰，靈柩抵港翌日

更佔領廣州，唐的家鄉中山成為淪陷區。

在此情況下，把靈柩運回唐家灣遂顯得

困難，而家屬亦考慮到下葬後唐之墳塋或

可能遭人破壞，故最後放棄原籍安葬之打

算。後唐的長子唐榴主張葬於澳門，不過

繼室吳維翹卻希望卜葬香港仔華人永遠墳

場。幾經調停，母子仍相持不下，並往見

華民政務司理論，惟事件仍未得解決。其

後雙方為此進行訴訟，最後高等法院宣判

吳氏得直，1940年底，唐紹儀終於下葬香

港仔華人永遠墳場，一場歷時兩年的風波

始告結束。

蔡元培

蔡元培(1868-

1 9 4 0 )，字鶴

卿、仲申、民

友、孑民，浙

江紹興山陰縣

人。光緒十六年

(1890)庚寅恩

科貢士，但因

故未參加當年殿試，兩年後始參加壬辰科補

殿試，中二甲進士，點庶吉士。光緒二十年

(1894)散館授翰林院編修。蔡元培留心新

學，戊戌變法失敗後，使他深感清廷政治改

革無望，斷然離開翰林院，任紹興中西學堂

監督，提倡新學。

1902年，蔡在上海與章炳麟等成立中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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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學會，並擔任會長。同年秋又創立愛國學

社和愛國女學，創辦《俄事警聞》（後改名

《警鐘日報》），提倡民權，鼓吹革命。

1904年，蔡與龔寶銓等在上海成立光復

會，密謀武裝起義，並於次年加入同盟

會。1907年，在駐德公使孫寶琦協助下，

蔡前往德國進萊比錫大學聽課。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蔡元培取道西

伯利亞回國，不久出任南京臨時政府及北

京政府唐紹儀內閣教育總長。上任後，蔡

即提出摹仿西方教育制度，廢除讀經等改

革措施，惟不久卻因不滿袁世凱的專制統

治而辭職。1913年，蔡元培遊學德、法兩

國，從事教育、哲學及美學研究。1915年

與李石曾等組織留法勤工儉學計劃，次年

與吳玉章等組織華法教育會。

1916年，蔡元培回國，次年任北京大學

校長。期間蔡主力改革北大體制，創辦科

研機構，倡導平民教育，首行男女同校。

蔡元培採取“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

自由，兼容並包”的方針，大量引進新人

物，開北大學術研究、思想自由之風氣。

他還支持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贊成

文學革命，並倡導科學和民主，其努力終

使北大成為“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中

心。1923年，蔡因抗議教育總長彭允彝干

預司法而辭職，後赴歐居住。

1926年2月，蔡元培回國，後響應廣東國

民革命軍北伐。次年，蔡倡議改教育部為

大學院作最高學術教育行政機關，並在全

國實行大學區制。同年10月，蔡元培被委

任為中華民國大學院院長。1928年，蔡改

任國立中央研究院院長，並於杭州及上海

設立國立藝術院（現中國美術學院）及國

立音樂院（現上海音樂學院）。

九一八事變後，蔡元培一直奔走倡導抗

日。1932年，與宋慶齡、魯迅、楊杏佛等

人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反對國民黨的

特務統治。	

1937年8月，日軍開始攻擊上海，蔡元培

與妻兒先後從上海抵香港避難，寄居九龍

柯士甸道。寓港期間，蔡元培的健康狀況

雖然一直不佳，卻仍關心中央研究院的工

作，同時參與其他文化及抗日活動，並積

極支持香港的新文字運動。

1940年3月3日，蔡元培於寓所因頭暈失足

跌倒，後被送往養和醫院，兩天後不幸逝

世。3月10日，靈柩出殯，執紼者五千餘

人，送殯者更逾萬，當日全港的學校、商

店均下半旗致哀。同月24日，全國各地同

時舉行追悼大會。在中國現代史上，一位

學人如此受到各界各黨隆重紀念，可說空

前絕後。

蔡元培先生位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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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靈柩其後暫存東華義莊，根據當

時的報導，負責喪葬事宜的有關人士原打

算待抗戰勝利後再把靈柩歸葬內地，惟最

後仍決定下葬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這位

中國近代文化巨人，自此長眠香港。

周壽臣

周壽臣(1861-

1959)，原名長

齡，香港黃竹坑

新圍人。十一

歲入讀中央書

院，接受西方教

育。同治十二

年(1873)	 ，獲

容閎選為第三批大清留美幼童之一，同時

被選中的還有唐紹儀、詹天佑、梁如浩等

人。次年周壽臣抵美，先進入溫斯第小學

(Winsted	 Local	 Grammar	 School)唸書，一

年後入讀菲立斯學院(Phi l l ips	 Academy)，

繼續學業。1881年，周壽臣與唐紹儀同時

考入哥倫比亞大學，不久清廷召回留美幼

童，周被迫返國。

回國後，周壽臣被派往天津海關，處理稅

務。後袁世凱總管朝鮮，周輾轉到其麾

下，十五年間，由最初的一名翻譯員晉升

成為署理仁川領事。

1898年，周壽臣到天津輪船招商局任副

幫辦兼西文翻譯。周上任後提出多項改善

建議，更因恰當處理“拳匪之亂”（義和

團）時期天津輪船招商局的業務，深得當

時總督盛宣懷的器重。“拳匪之亂”後，

周因代表津局向英美列強追討被佔財產有

功，於1903年獲提拔，出任關內外鐵路總

辦，官至二品。其後周氏還協助籌辦鐵路

學堂，培訓國內鐵路專才。1908年，周壽

臣奉調任“奉錦山海關兵備道兼山海關監

督”，負責管理於英法聯軍之役後開埠的

牛莊（今營口），直至滿清覆亡。

辛亥革命爆發不久，周壽臣選擇抽身而

退，與妻兒辭官返港。袁世凱特以贈與三

等嘉禾勳章，以資表揚。

1917年，周壽臣獲港英政府贈予太平紳士

銜；兩年後，成為潔淨局議員。1921年，

周氏被委任為立法局議員，並獲港督司徒

拔爵士推薦，加入香港大學校董會。周壽

臣其後積極推動港大創立中文學院，支持

中國文化研究，以扭轉政府過往鄙視中文

及華人文化的沿習。1935年，周氏參與成

立香港仔兒童工藝院，使失學兒童能夠學

一技之長，得以自立。周氏還身兼數職，

擔任多個慈善機構的要職，並大力推動廢

除一些他認為不合時宜的華人風俗和習慣

如“妹仔”制度和吃狗肉等。

由於周壽臣聲名顯赫，人際網絡廣闊，不

少中外商人均向他招手。周氏先後加入南

洋兄弟煙草、油麻地小輪、香港電話、香

港電燈等公司的董事局，其中以創立東亞

銀行一事最為人津津樂道。一直以來，香

港銀行業均操於英資外商之手，華人銀號

完全無法分一杯羹，這亦限制了華資企業

的擴張。1918年，周壽臣與一群華人商賈

成立東亞銀行，為華資企業提供資金。自

1925年起，周氏更出任東亞銀行主席，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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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擔任該職至逝世。此外，他亦涉足地

產界，發展半山及黃竹坑等地。

省港大罷工(1925-26)期間，作為華人領

袖，周壽臣應邀協助調停，並因表現積極

而獲港府賞識。1926年初，周壽臣獲英皇

冊封為爵士，繼何啟、韋玉、何東後成為

第四位本地華人爵士。5月，港督金文泰爵

士更委任周壽臣為香港史上第一位華人行

政局（舊稱議政局）議員。

年紀老邁的周壽臣決定於1936年退任兩

局議員，並獲英皇賜予終生享有“閣下”

（The	Honourable）*稱謂。國民政府亦授

三等嘉禾勳章予周壽臣，確立其華人社會

領袖的地位。

*按官方慣例，在任行政及立法局議員皆可

在其名字前加上“The	Honourable”尊稱，

惟當他們離任後，則不能再使用這稱謂。

1941年底，日軍佔領香港，周壽臣在別無

選擇的情況下，與羅旭龢等人成立由日人

主導的“香港善後處理委員會”，處理糧

食、治安等問題。1942年2月，磯谷廉介

受派來港出任總督一職，他上任後隨即解

散該會，並以“香港華民代表會”及“香

港華民各界協議會”代之，自此“兩華

會”成為日方與華人的溝通橋樑。周壽臣

受任為“香港華民各界協議會”主席，以

自身的特殊地位，協助華人生活，減輕市

民的困苦。日軍投降後，港英軍政府迅速

恢復周氏“爵士”的稱謂，這亦反映周壽

臣在日佔時期，並沒有做出有損香港整體

利益的事情。

二次大戰結束後，聲高譽隆的周壽臣與何

東一樣，在古稀之年仍積極推動社會的教

育及公益，報章及社會人士均稱兩人為	

“Grand	Old	Men	 of	 Hong	 Kong”，以示

尊崇。

1959年初，周壽臣安詳地離開人世。喪禮

於周氏府第“松鶴居”舉行，執紼者人數

高達二千。除港督柏立基爵士及一眾軍政

高官外，參加者還包括各國使節、中外官

紳名流，以及各社團領袖。周氏遺體其後

下葬離其出生地不遠的香港仔華人永遠墳

場，這也為他傳奇的一生劃上句號。

1953年英女皇伊莉莎白二世登基，周壽臣(右三)及何東(右

四)以香港華人代表身份，列席由港督葛量洪爵士主持的電台

廣播。

區德

區德(1840-1920)，

又名區澤民、區衍

德，廣東南海人，因

女兒下嫁何啟長子何

永貞，故與何啟有著

姻親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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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德為香港地產及零售業早期先驅之一，	

1878年已在中環開設昭隆泰百貨店，經

營傢俬、洋雜、珠寶、和攝影器材等生

意，百貨店所在的昭隆街，即從公司名

字得來。1908年，區德出任東華醫院總

理。

該計劃的重心是建造一座名為“啟德濱”的

花園城市。與以往華人聚居地如上環、油麻

地相比，這座城市非常現代化，居住環境和

設施相當優越。自1914年起，區德本人出

任公司的董事局主席，公司辦事處即設於昭

隆泰百貨店樓上。不過何啟卻於這一年突然

去世，有關發展因而一度受阻。後經過兩

年磋商，填海計劃終於獲得英國殖民地部及

港府批准，並於1916年底開展工程。同一

年，區德亦以八十高齡於上海在他創辦的療

養院逝世，遺體後來運回香港安葬。

區德逝世後，遺囑其中一項是捐款一萬元

於啟德濱興建一所學校，太古洋行買辦莫

幹生亦捐助一萬元贊助。學校於1926年在

曹善允主持下建成，校名從區德的別名澤

民和莫幹生的名字中各取一字，定為民生

書院。在此之前，區德亦在香港大學籌建

期間捐助一萬元，成為最早響應興建大學

的本地商人之一。

九龍灣填海計劃首期工程完成後，隨即興

建住宅。數年間，原屬鄉郊市集的九龍城

出現一番新景象。可惜有關計劃後期卻因

一連串的工潮（特別是發生於1925及1926

年間的省港大罷工）及經濟不景等原因導

致停滯不前；地價下滑對房屋的銷售帶來

不利的影響，資金的周轉漸漸出現困難。

第二期填海最後並未能如期於1925年完

成。工程其後於1927年勉強完工，不過公

司已沒有能力進一步開發九龍灣。除已發

展的住宅外，其餘的新填地由政府收回，

第三期填海工程（九龍灣中部）其後由港

府完成。

約1910年位於中環德輔道中的昭隆泰百貨店。

辛亥革命後，隨著大批華人湧入香港，何啟

於1912年向區德及數位友人提出九龍灣填

海及房地產計劃。其後區德聯同韋玉、周壽

臣、曹善允、周少岐、伍朝樞、區權初、黃

廣田及莫幹生等，籌組以他及何啟名字而成

的“啟德營業有限公司”，開始與港府磋商

九龍灣填海計劃。這項計劃是香港歷史上首

個全由華人提出、規劃及投資的基建工程，

在當時有著重要的意義，可說是香港華人邁

進現代社會的一次重要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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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世知名的啟德機場。

其後數年間，九龍灣填海計劃的命運卻以

意想不到的方式發展下去。隨著內地及國

際形勢出現轉變，英國政府及駐港英軍均同

意香港必須盡快建立空軍基地，而啟德濱的

新填地，隨即被視為興建機場的唯一選址。

1927年3月，皇家空軍啟德基地(Royal	 Air	

Force	 Kai	 Tack)成立；三年後，機場基本工

程完成，香港自此進入航空時代。

作為世界著名機場和香港地標，啟德機場

源於一項不成功的地產發展項目，而何啟

和區德的名字，卻因此意外地長存香港，

這大概是兩人從沒想過的。

事。1904年，廣州農田失收，馮親自來港

購米，救助饑民。數年後，馮氏定居香港。

1912年，馮氏出任東華醫院首總理。1918

年又任保良局首總理，同時成為東亞銀行

創辦人及股東之一。次年任團防局總理，

更連任四屆，並兼任華商總會司庫。1925

年，獲港府授太平紳士銜。除東亞銀行

外，馮平山獨資或合資開設的商號尚有穗

安銀鋪、岐豐行、兆豐行、南生行、維吉

銀號、亦安銀號等。

1914年馮平山到歐美各地考察商務之餘，

亦注意外國的教育發展，相對之下，香港

教育事業仍較落後。馮返港後即倡辦漢文

學校，也就是官立金文泰中學的前身。馮

氏對教育的貢獻，可謂“年事愈高，意志

愈堅”。1923年，馮平山擔任香港大學永

遠值理，並捐出五萬元作大學基金。除港

大外，馮氏亦大力支持在港及其家鄉興建

義學及職業學校，更於1927年建議港大開

設漢文科。經他及多位紳商大力捐獻，港

大於同年設立中文學院。馮其後更斥資十

萬元興建中文圖書館，以發展中國學術文

化研究。

剛建成不久的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

馮平山、馮秉芬

馮平山(1860-1931)，原名朝安，廣東新會

人。少年時隨父往暹羅從商，初在當地一間

蘇杭雜貨店當店員，二十三歲返鄉經商，六

年後開設“安記藥材店”售賣藥材。

1892年，馮平山開始參與廣州的公益事

業，成為當地方便醫院及一些慈善機構的董

39

第五章



中文學院成立後，除了培養中文人才外，

對中文的研究，更帶來一片新風氣。大學

為紀念馮平山的貢獻，遂把圖書館以他的

名字命名。馮平山的兩名兒子秉華及秉芬

(1911-2002)，均為中文學院的首屆畢業

生，馮秉芬更於1930年出任香港大學中文

學會的首任主席。該學會的宗旨以“溝通

中西學說，別其異同，辨其得失”。

席等。馮秉芬先後獲委任為市政局議員

(1951-60)、立法局議員(1959-65)及行政

局議員(1962-72)，並曾獲多個海內外勳銜

和獎項，並於1971年獲頒授爵士勳銜。

馮氏歷任東亞銀行及多家公司董事，其妻

為東亞銀行創辦人之一簡東浦的女兒，

在政治及經濟上均舉足輕重。1972年當

馮氏卸任行政局議員時，英女皇以其在接

近四十年對社會的貢獻，特別批准他與周

壽臣爵士一樣，可以繼續享有使用“閣

下”(The	Honourable)的特權。

利希慎

利希慎(1879-1928)，名廷羨，又名輯世，

原籍新會，生於夏威夷。其父利良奕是最

早期赴美當礦工的華人之一。後回港經

商，又兼營公煙(鴉片)，財富漸漸累積，成

為顯赫的利氏家族的奠基人。

1930年香港大學中文學會成立師生及有關人士合影，前排左

五為馮平山，左七為主席馮秉芬，第二排右三為義務司庫馮

秉華。

利希慎與長

子利銘澤。

馮去世前雖曾表示不用葬儀，不過逝世後

港府仍以軍樂送殯，以表揚其在港的貢獻

及善行。

馮平山於1931年去世後，馮秉芬即接手打

理其父創辦的十數間洋行，更於1938年成

立馮秉芬集團。大戰前後馮一直積極參與

聖約翰救傷隊工作，獲該會頒授長期服務

獎章。

與父親一樣，馮秉芬對社會公益，尤其是

教育及青少年工作方面相當熱心，除了出

任香港大學及中文大學的校董會成員外，

馮氏創辦或襄助近二十間中小學，並任中

華基督教青年會董事及愛丁堡獎勵計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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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早年在外受教育，利希慎能操流利英

語。十七歲隨父回港後，利氏入讀皇仁

書院繼續學業，畢業後一度留校任教，

後任職匯豐銀行。不久，利氏辭職並往

馬來亞及緬甸工作，於仰光期間服務於

一間船務公司，獲派為駐香港經理。之

後在父親資助下開辦南亨船務公司，開

始自立發展。

父親死後，利希慎與兄弟繼承父業，從

澳門輸入並轉口鴉片（當時還可作合法

買賣）。至1920年代，利氏家族開始在

港涉足航運及地產。1923年，利希慎以

三百八十萬元購入東角（即銅鑼灣）鵝頭

山（又名東角山，即後來的利園山）一帶

的土地，該物業奠定利氏家族在港物業發

展的基礎。利希慎後來在鵝頭山附近再購

地多幅，使他擁有的土地增加至十五畝。

鵝頭山原屬怡和公司“大班”的花園住

宅，利氏曾於上址興建一座遊樂園（“利

園”之名因此而起），家族聲名自此遠

播，並進而成為香港的“世家”。

1928年，利希慎在中環威靈頓街遭人開槍

暗殺，兇手逃去無蹤，該案其後一直成為

懸案。

二次大戰後，隨著利園山的開發以及土地

價格的飆升，利氏後人遂成為巨富。到了

今天，利氏家族的影響仍可從利園山一帶

的名字感受得來︰利園山道、希慎道、蘭

芳道、白沙道、啟超道、新會道、恩平

道、開平道、新寧道（新寧乃台山舊稱）

和利舞台等，所有這些名字均取自利氏家

族、又或其四邑家鄉和人物。這些道路的

開闢，無疑使銅鑼灣的地貌及景緻出現重

大的改變。

莫藻泉、莫幹生

莫藻泉(1857-1917)，原名鎏章，字冠鋈。

莫氏出身世家，父仕揚早年曾任職廣州

十三行之一的同順行，故不乏與洋商周旋

的經驗。後莫仕揚成為美商瓊記洋行(Heard	

&	 Co.)的買辦，並兩度出任東華醫院主席。

像父祖輩一樣，莫積極捐資納官，獲資政

大夫（正二品，捐官的最高品位）等官

階。

莫藻泉早年得太古洋行買辦吳協栽培（吳

氏則曾獲莫仕揚大力提攜），及至吳氏去

世，從1890年起至1917年間，莫出任太

古洋行香港總買辦一職。這段時期，太古

洋行正值大展鴻圖，航運、糖業及船塢等

方面的業務均有長足的發展。莫藻泉長袖

善舞，往往把握自己的優勢以發展家族企

業，獲利豐厚。
約1910年從高處遠眺銅鑼灣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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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藻泉在香港出任的公職包括華商總會值

理、東華醫院總理(1901)及保良局總理

(1905)等，在其家鄉香山“凡鄉中公益之

舉，如設義倉、修廟事、立學堂、培植風

水樹木、防虞竻竹、莫不慨然擔任”。

莫藻泉大半生於香港生活、工作，去世後

卜葬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成為莫氏家

族在香港落地生根的第一代。

莫藻泉去世前已

立有遺囑，把生

意及遺產等交予

長子幹生。莫幹

生(1882-1958)生

於香港，皇仁書

院畢業，因此英

文能力遠比父祖

輩為高，更能適

應買辦的工作。

莫幹生於1917年承繼父親太古洋行香港總

買辦的職務後，洋行各方面繼續發展。至

1928年，太古洋行的業務超越歷史悠久的

怡和洋行，並躍居各洋行之首。莫氏家族

成為這個英資集團的中流砥柱，而其家族

成員在太古更盤根錯節，並積累了巨大財

富。

正當太古洋行業務欣欣向榮之際，卻漸漸

萌生削弱莫氏家族影響力的念頭，除增加

買辦向公司繳交的保證金及降低買辦經手

的佣金外，又大力壓縮辦房的業務。1929

年，洋行借故查賬索償，打擊莫幹生，加

上其他或大或小的事端，莫感到意興闌

珊，乃於1931年自動請辭。自此太古洋行

亦取消了買辦制度，以經理制代之。

莫幹生離開太古後，專心發展家族生意，

同時出任大新公司及九龍巴士的董事，並

加入啟德營業有限公司，開發啟德濱。

大概由於早年曾接受正規西式教育的原

故，莫幹生對文化教育的推動非常熱心，

除捐款與香港大學設立太古機構工程學院

外，與區德先後捐出一萬元在九龍城設

立一間學校，也就是後來的民生書院。此

外，莫氏亦捐助過聖保羅書院和聖士提反

中學，還在母校皇仁書院設立獎學金，獎

勵後進。另一方面，與祖父輩一樣，莫幹

生於1917年任東華總理。四年後，莫被委

任為太平紳士。1958年，莫幹生逝世，翌

年獲追頒MBE銜。

鄧志昂、鄧肇堅

鄧志昂(1872-1932)，原名貫，號景雲，

祖籍南海縣九江鄉，年少時隨家人來港定

居，後創辦鄧天福銀號，發展頗具規模，

莫幹生

約1920年太古位於鰂魚涌的糖廠(前方)和船塢(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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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其“慈善大家”的地位。1924年，鄧

肇堅以二十三歲之齡受推舉為東華醫院總

理，1928年成為歷來最年輕的東華醫院主

席，任內主持興建東華東院。1927年，

鄧肇堅任保良局總理，五年後出任主席，

於任內把保良局總部遷至禮頓道現址。港

督金文泰爵士在1929年委任鄧氏為太平

紳士，三年後香港大學委任其為校董會成

員。1934年，英國政府頒授MBE勳銜並委

任其為團防局委員。1937年，鄧肇堅受任

市政局議員。二次大戰期間，鄧氏為勢所

迫，一度出任由日人授意成立的華民各界

協議會委員。

1965年鄧肇

堅以東華三

院永遠顧問

身份於文武

廟主持秋祭

典禮。

與倫敦渣打銀行往來業務；此外，鄧氏亦

為宜安燕梳公司主席。

鄧 志 昂 熱 心 公

益，1905年任

東華醫院主席，

亦是廣華醫院創

院值理，並曾出

任保良局及華商

總會值理之職；

此外，受港府委

任為太平紳士。

1920年代，鄧響

應港督金文泰的

呼籲，支持並捐建港大中文學院，推動中

文教育。中文學院成立時，因經費短絀，

沒有專用課室，鄧志昂捐出六萬五千元興

建學院院舍，奠定學院的永久基礎，其後

又捐助該院各項設施，學院因而得以在

1931年落成使用。一年後，鄧志昂於其位

於中環歌賦街的寓所逝世。

鄧肇堅(1901-1986)早年先後入讀皇仁書院

及聖士提反書院，1919年為幫助父親打理

鄧天福銀號業務，沒有繼續學業，同年成

為香港中華總商會會董。

鄧肇堅從商後把父親的銀號打理得井井有

條。除銀號外，鄧氏亦有其他商業投資，

包括保險、渡輪等。1933年，他與雷氏

家族合組九龍巴士公司，並獲得專利權。

1949年以後，更先後入股油麻地小輪、恆

生銀行、友聯銀行及美麗華酒店等。

二次大戰前，鄧已積極投身公益事業，確

鄧志昂

終其一生，鄧肇堅獲各國頒授的勳銜達十

多個，1985年更獲英國爵士勳銜，以表彰

其在聖約翰機構服務五十年的貢獻。

以鄧肇堅命名的建築物、機構和學校今天

遍佈港九新界，鄧氏可說是二十世紀香港

慈善事業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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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少伯

韋少伯(1894-1944)，原名開潛，廣東三水

人，法屬安南（今越南）堤岸僑商，著名中

成藥“二天油”的創製者。父名敬莊，在安

南執星相業，母越籍。韋少年失學，曾於商

店當雜役，後跟父回鄉生活，年長婚後返安

南，於堤岸廣東街開設“二天堂”藥房。

二天堂藥房主要配製二天油，血中寶和佛

靈油，其中以二天油最具盛名，與當時街

知巷聞的“六神丸”和“萬金油”齊名，

安南人更奉之為靈丹妙藥，故得以雄據安

南製藥界。韋少伯其後再展鴻圖，於金

邊、河內、南洋各埠、香港及廣州等地增

設分店或經銷代理，嗣後更在廣州及香港

設廠生產，成品行銷國內。

南，韋均經常資助教育事業，此外亦協助僑

胞排憂解難。1932年北江水暴漲，三水魷

魚崗堤圍崩潰，堤內盡成澤國，韋少伯用電

船運載大米回鄉救濟災民。韋氏亦曾捐巨款

予廣州方便醫院及香港保護兒童會等慈善機

構，並在港島巴丙頓道創辦太和醫院。

1937年中日爆發全面戰爭，韋氏義憤填

膺，多次捐款抗日。1941年底香港淪陷，

韋少伯避居澳門，不幸於1944年病逝該

地，終年五十歲。

葉蘭泉

葉蘭泉(1868-1946)，原名灝明，號瀚群，

原籍廣東鶴山。葉少時就讀皇仁書院，畢

業後任海泊般鳥輪船辦房，往來南洋、荷

屬印度尼西亞、廈門等地。後葉蘭泉受聘

於何東，駐印尼泗水辦理糖務，其後洋商

屈臣氏公司聘其為該公司漢口分行買辦。

四年後，葉氏返港經商，先後出任祥和棧

秘魯莊監督、中國國貨公司董事及廣萬隆

炮竹廠（當時香港唯一的炮竹廠）總經理

等職。1919年，葉蘭泉創立鶴山商會，前

後任該會主席二十七年之久。葉氏還參與

華商總會的重組，且任司理達十八年。不

過葉氏生前死後最為人津津樂道的，要算

是其高尚的愛國情操及救災恤災的善舉。

1914年，國民政府建立才兩年，葉蘭泉即

代表國民政府在港勸募公債二十餘萬元。

次年華北發生水災，時任東華醫院首總理的

葉蘭泉登高一呼，募得款項十萬元賑災，國

民政府其後頒授四等嘉禾勳章予葉蘭泉以作

1930年二天堂在中環皇后大道中開業，報章詳加報導。

韋少伯僑居海外，長居堤岸，因藥業顯赫一

時，被推舉為廣肇幫（廣州府及肇慶府）僑

領。商業上的成功為韋氏帶來巨大的財富，

不過對早年貧寒卻未忘懷，不論在家鄉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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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成立的

香港中華廠商聯

合會的首屆理事

會，前排左起黃

少山、葉蘭泉、

羅旭龢、周埈

年、陳如山。

表揚。同一年，廣東亦發生水災，除募款督

賑外，葉更主張並親自參與修築堤道，以絕

後患。今天位於肇慶端州區的五君祠（原稱

三君祠、建於1922年），便是當時鄉民為

紀念當年奮力救災的葉蘭泉及另外兩人而建

的。其後的華北五省旱災（1921年）、潮

汕風災（1922年），葉氏莫不悉力救賑，

甚至親臨災區，協同救濟，並因此再獲授三

等嘉禾勳章。

省港大罷工期間（1925-1926年），香

港工潮四起，葉蘭泉積極參與調停，事件

最後經多方斡旋，罷工終告平息。港府因

葉氏致力公益事業，在1928年授予其名

譽勳章，以誌其賢。其愛國之情亦反映在

九一八事變（1931年），當時任職日本大

阪商船公司辦房的葉蘭泉在得悉事變後，

隨即憤而辭職，可見其愛國的深切。

1934年，葉氏與香港工業界倡組“中華廠

商聯會”，初任副主席，旋任主席，並於聖

保羅書院組織第一屆廠商出品展覽會（工展

會前身），以推廣本地及內地工業製品。

香港淪陷後，葉蘭泉經營的工商設施全

遭破毀，百般無奈之餘，葉皈依九龍慶佛

堂，潛心鑽研佛道。1945年日本投降，

葉蘭泉隨即與鶴山同鄉會同仁組織難民救

濟會，於港九廣設飯站，救濟無可依靠的

留港難民。次年，葉蘭泉以七十八之齡逝

世，其生前友好和有關團體包括何東、周

埈年、東華三院、中華廠商聯會、鶴山商

會等，隨即發起追悼大會，以表達哀思及

懷念葉氏對香港及內地的貢獻和善行。

關祖堯

關祖堯(1907-

1971)，祖籍廣

東開平，生於香

港。早歲畢業於

拔萃男書院，後

赴英國倫敦大

學取得法律學

位。1931年，

先後在英國和香港取得執業律師資格。回

港後，除開設律師事務所外，關氏亦擔任

恆生銀號、香港鋼管公司、銀聯保險公司

及工商日報等董事之職。

1941年日軍侵港前，關祖堯一度獲港府

委為糧食統制處糧倉主任，惟香港不久

即告淪陷。戰後初期，關獲臨時軍政府任

命為軍事法庭副庭長，專門審訊日本戰

犯。1946年5月，楊慕琦爵士復任港督，

民政恢復，關祖堯改任首席裁判司。同

年12月，港府委任關為太平紳士。1950

至1951年間，關祖堯擔任香港律師會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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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祖堯一直熱心參與社會事務，自1948年

起擔任多個委員會的成員，並參與創設香

港房屋協會。從1956年起，關祖堯開始投

身政界，於該年出任市政局議員，1959年

任立法局議員，至1961年更出任行政局議

員，並於1966年取代利銘澤，成為行政局

首席華人非官守議員。

在行政局供職期間，關祖堯仍身兼多項公

職，當中包括貪污問題諮詢委員會及賭博

政策委員會主席等。而由關氏提交的賭博

政策報告書，數十年來不單影響著港府的

賭博政策，甚至對港人的生活方式，也帶

來一定的衝擊。報告書開宗明義反對賭博

合法化，提出賭博合法化不只不會減少賭

博活動，反而替嗜賭者大開方便之門而造

成社會問題；對於外圍賭博如賽馬，政府

應盡早制定法例規管。

教育方面，關祖堯曾出任香港大學的校

董。1961年6月，關祖堯連同利銘澤、

富爾敦勳爵和鄭棟材等，獲港督柏立基爵

士委任為香港中文大學籌備委員會成員，

並由關氏出任主席，為中大創校作籌備。

期間，他曾代表中大校方，成功與政府達

成協議，在馬料水撥地二百七十三畝，

以作為中大校址。中文大學在1963年正

式成立後，關祖堯更獲推舉為首任校董會

主席，並續任至1971年逝世為止。1964

年，關祖堯獲中文大學頒授榮譽法學博士

學位，成為首批獲中大頒授榮譽學位的人

士之一，以答謝他對中大創校所作的貢

獻。

關祖堯因熱心社會事務，於1959年獲授

OBE勳銜，六年後再得CBE勳銜；及至

1969年元旦，更獲封為爵士。

1971年12月7日早晨，關祖堯在行政局會

議中突然心臟病發，雖經醫護人員搶救，

可惜返魂乏術，終年六十四歲。剛上任不

久的港督麥理浩爵士發表悼文，形容他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絕不畏縮，其盡

瘁工作，竟迄其最後一分鐘始休”。關祖

堯去世後，行政局首席華人非官守議員之

職由簡悅強接替。

今天位於葵涌的祖堯邨，是以關氏的名字

命名，一方面因為他參與創立房屋協會，

另一方面亦藉著命名，紀念他對香港的貢

獻。
1960年代電台直播賽馬的情形。當時社會對賭博全面合法化

的聲音不少，惟由關祖堯任主席的賭博政策委員會認為不應再

擴充合法賭博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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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克競

黃克競(1906-1996)，原籍廣東新會，香港

出生。童年時居於泰國，至十一歲返港，

入讀聖士提反書院。畢業後，黃氏投身樹

膠製品工業，後曾作多方面嘗試，包括電

子、紡織、塑膠乃至造船工業等。

香港淪陷期間，黃克競離港逃難至廣州。

戰後黃氏返港，以百折不撓的精神，重新

投入工業生產。1957年，黃氏毅然放下發

展穩定的塑膠業務，大膽嘗試製造光學儀

器，創辦寶源光學儀器公司。寶源光學的

製品其後遠銷海外，漸漸打破德國和日本

等國家對相機及望遠鏡市場的壟斷；與此

同時，黃氏亦於歐美及日本開設分公司以

推廣業務。

為回饋社會及支持香港工業教育，黃克競

曾捐助黃克競工業學院的創設及香港大學

工程學院黃克競樓的興建。在此之前，黃

氏亦曾出任東華三院、保良局、中華廠商

會等總理及會長之職。基於對香港工業發

展的貢獻，港府分別於1968年及1981年頒

授OBE及CBE勳銜與黃氏。

戰後香港工業發展成功，一方面固然要歸

功於來自內地的移民勞工和資本家，不過

如果沒有像黃克競這些有遠見且富開創精

神、踏實苦幹的本土工業家，香港工業發

展的歷程可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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