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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中 央 書 院  
 
 
 中 央 書 院 於 一 八 六 二 年 創 校 ， 是 香 港 首 間 由 殖 民 地 政

府 開 辦 和 全 數 資 助 的 學 校 。 校 名 於 一 八 八 九 年 更 改 為 維 多 利 亞

書 院 ， 再 於 一 八 九 四 年 更 改 為 皇 仁 書 院 。 中 央 書 院 為 市 民 提 供

高 小 和 中 學 教 育 ， 由 開 辦 至 一 八 九 ○ 年 庇 理 羅 士 女 子 中 學 落 成

的 多 年 間 ， 一 直 是 本 港 唯 一 的 官 立 中 學 。  
 
2 .  中 央 書 院 的 歷 史 遠 遠 超 過 一 個 世 紀 。 正 如 上 文 所 述 ，

校 名 原 為 中 央 書 院 ， 於 一 八 八 九 年 更 名 為 維 多 利 亞 書 院 ， 再 於

一 八 九 四 年 改 為 皇 仁 書 院 — —這 個 校 名 沿 用 至 今 。 在 過 去 的 歲

月 裏 ， 學 校 曾 多 次 遷 址 。 一 八 六 二 年 中 央 書 院 創 校 時 的 原 校 舍

位 於 歌 賦 街 ， 一 八 八 九 年 遷 往 鴨 巴 甸 街 和 士 丹 頓 街 交 界 處 面 積

較 大 的 地 方 ， 一 九 五 ○ 年 再 遷 往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對 面 高 士 威 道 現

址 。  
 
3 .  中 央 書 院 的 創 辦 歸 功 於 牧 師 理 雅 各 博 士 （ 一 八 一 五 至

一 八 九 七 ） 的 努 力 。 理 雅 各 博 士 是 傳 教 士 ， 也 是 漢 學 家 ， 以 從

事 中 國 經 典 的 翻 譯 和 註 釋 工 作 而 聞 名 。 來 港 前 是 倫 敦 傳 道 會 位

於 馬 六 甲 的 英 華 書 院 校 長 。 一 八 六 ○ 年 七 月 ， 理 雅 各 博 士 獲 委

任 為 新 成 立 的 教 育 局 委 員 不 久 ， 就 提 出 一 個 改 革 香 港 教 育 制 度

的 計 劃 ， 當 中 的 多 項 建 議 便 包 括 創 辦 由 政 府 管 理 的 中 央 書 院 。  
 
4 .  鑑 於 理 雅 各 博 士 在 教 育 局 的 影 響 力 甚 大 ， 而 當 時 的 總

督 羅 便 臣 爵 士 也 表 示 支 持 ， 因 此 創 辦 由 政 府 管 理 的 中 央 書 院 的

建 議 很 容 易 便 獲 得 接 納 。 一 八 六 一 年 一 月 總 督 批 准 有 關 建 議 ，

同 年 三 月 立 法 會 授 權 購 買 歌 賦 街 的 地 皮 興 建 校 舍 ， 中 央 書 院 遂

於 一 八 六 二 年 二 月 開 學 。 充 滿 幹 勁 的 教 育 家 史 釗 域 先 生 （ 一 八

三 六 至 一 八 八 九 ） 獲 委 任 為 中 央 書 院 首 任 校 長 （ 擔 任 此 職 至 一

八 八 一 年 ），同 時 兼 任 教 育 局 視 學（ 現 時 教 育 署 署 長 的 前 身 ）一

職 。  
 
5 .  中 央 書 院 的 創 校 標 誌 本 港 公 眾 教 育 的 發 展 邁 進 新 的

階 段 。 香 港 在 殖 民 政 府 統 治 初 期 ， 香 港 島 上 的 教 育 由 本 地 華 人

開 辦 的 幾 間 小 型 中 文 學 塾 提 供 ； 殖 民 地 政 府 只 是 在 一 八 四 七 年

才 開 始 向 部 分 早 期 開 辦 的 中 文 學 塾 提 供 資 助 。 當 時 的 公 眾 教 育

大 體 由 教 會 學 校 提 供 ， 教 會 學 校 實 際 上 並 沒 有 得 到 政 府 的 經 濟

援 助 。 中 央 書 院 的 創 辦 顯 示 政 府 既 有 意 對 教 育 進 行 世 俗 化 的 革

新，也 有 意 建 立 一 套 自 己 的 學 校 制 度，由 政 府 全 權 控 制。此 後 ，

政 府 的 教 育 政 策 是 教 育 限 於 世 俗 範 疇 ， 官 校 不 提 供 宗 教 教 育 ，

有 關 政 策 一 直 沿 用 至 今 。  
 
6 .  中 央 書 院 為 華 人 在 學 習 西 方 知 識 和 了 解 世 情 方 面 打 下

堅 實 的 基 礎 。 中 央 書 院 的 課 程 以 西 方 的 “ 世 俗 ” 教 育 模 式 為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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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 ， 以 各 種 技 術 和 科 學 科 目 作 為 教 學 重 點 。 舉 例 來 說 ， 課 程 引

進 並 加 入 代 數 、 算 術 、 化 學 、 幾 何 學 和 地 理 等 科 目 ， 以 填 補 當

時 認 為 中 文 學 塾 以 傳 統 方 式 提 供 教 育 所 欠 缺 的 知 識 範 疇 。 因

此 ， 在 中 央 書 院 接 受 教 育 的 學 生 相 對 於 在 內 地 接 受 教 育 的 學 生

來 說 ， 對 世 界 更 為 了 解 ， 對 西 方 思 想 也 較 容 易 接 受 。  
 
7 .  中 央 書 院 相 當 注 重 和 重 視 英 語 教 育 ， 這 一 點 突 顯 了 其

創 辦 的 重 要 性 。 一 八 六 五 年 ， 中 央 書 院 把 英 語 列 為 高 級 班 必 修

課 ， 而 預 備 班 也 有 教 授 英 語 。 由 於 政 府 辦 公 室 和 洋 行 對 傳 譯 員

和 翻 譯 員 的 需 求 甚 殷，不 僅 香 港 如 是，中 國 各 通 商 港 口 也 如 是 ，

因 此 學 習 英 語 有 極 高 的 實 用 和 商 業 價 值 ， 英 語 教 育 遂 一 直 深 受

本 港 市 民 歡 迎 。  
 
8 .  此 外 ， 中 央 書 院 的 文 化 環 境 也 有 助 華 人 青 年 發 展 自 由

的 人 生 觀 和 更 具 世 界 視 野 。 書 院 最 初 只 收 華 人 男 生 ， 但 由 一 八

六 六 年 起 開 放 給 非 華 人 男 生 入 讀 。 其 後 年 間 ， 書 院 的 男 生 有 英

國 、 日 本 、 意 大 利 、 葡 萄 牙 、 美 國 、 菲 律 賓 及 其 他 不 同 國 籍 。

於 一 八 八 二 年 到 書 院 任 職 的 第 二 任 校 長 胡 禮 博 士 已 可 聲 稱 十 二

個 國 籍 的 男 生 在 其 統 率 之 下 。 一 八 八 九 年 ， 除 了 7 9 0 位 中 國 籍

和 歐 亞 裔 學 生 外 ， 中 央 書 院 還 有 1 3 1 位 註 冊 男 生 ， 分 別 屬 於 不

同 宗 教 和 國 籍（ 他 們 包 括 英 國 人、希 伯 來 人、德 國 人、日 本 人 、

穆 斯 林 、 葡 萄 牙 人 、 一 名 印 度 人 和 一 名 帕 西 人 ）。  
 
9 .  新 引 入 的 課 程 ， 加 上 稱 職 和 能 幹 的 校 長 ， 以 及 訓 練 有

素 的 教 師 ， 中 央 書 院 越 來 越 受 本 地 居 民 的 歡 迎 ， 申 請 入 讀 人 數

遠 超 於 收 生 限 額 ， 就 以 一 八 七 一 年 為 例 ， 中 央 書 院 的 學 生 人 數

佔 全 港 學 生 總 人 口 的 9 . 2 % ( 2 4 9 / 2 7 0 6 )， 一 八 七 七 年 的 比 例 更 升

至 11 . 4 % ( 4 5 5 / 4 0 0 3 )。  
 
1 0 .  中 央 書 院 的 重 要 貢 獻 是 為 社 會 培 育 精 英 。 書 院 的 畢 業

生 以 其 雙 語 才 能 和 跨 文 化 經 驗 為 香 港 和 中 國 服 務 ， 當 中 很 多 成

為 了 香 港 社 會 的 領 袖 人 物 ， 在 商 行 和 中 國 政 府 中 位 居 要 職 的 為

數 也 不 少 。 舉 例 來 說 ， 香 港 總 督 寶 雲 爵 士 在 一 八 八 四 年 的 授 獎

演 講 日 中 宣 布 ， 1 2 名 中 央 書 院 學 生 應 邀 出 任 中 國 朝 廷 的 官 職 。

此 外 ， 也 有 部 分 舊 生 在 推 翻 帝 制 和 建 立 共 和 的 革 命 運 動 中 擔 當

重 要 的 角 色 。  
 
11 .  中 央 書 院 不 少 舊 生 成 就 非 凡 ， 名 留 中 國 和 香 港 歷 史 ，

其 中 包 括 （ 按 英 文 名 字 的 字 母 序 ） 何 福 議 員 （ 一 八 六 三 至 一 九

二 六 ）、 何 啟 爵 士 （ 一 八 五 九 至 一 九 一 四 ）、 何 甘 棠 先 生 （ 一 八

六 六 至 一 九 五 ○ ）、 何 東 爵 士 （ 一 八 六 二 至 一 九 五 六 ）、 劉 鑄 伯

議 員 （ 一 八 六 七 至 一 九 二 二 ） 和 孫 中 山 先 生 （ 一 八 六 六 至 一 九

二 五 ）。 孫 先 生 早 年 在 夏 威 夷 讀 書 ， 於 一 八 八 四 年 入 讀 中 央 書

院 ， 當 時 1 8 歲 ， 其 後 在 一 八 八 六 年 離 校 繼 續 接 受 高 等 教 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