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3

孫
中
山
先
生

         

與
澳
門
的
點
滴

文
：
月
亮

小而美的澳門有不少先輩的足跡，在歷史的長河裏，它是孫中山先生幼年

前往海外的過道、早年行醫、進行革命活動及與家人團聚的地方，如鏡湖醫院、

中西藥局，以及位於文第士街 (Rua de Silva Mendes) 的故居等等。後來，澳

門政府還在關閘附近，為紀念孫中山先生而興建市政公園，而氹仔中部，北端

由宋玉生圓形地起，南端至亞利雅架圓形地，全長 770 米的路段就被命名為孫

逸仙博士大馬路 (Avenida Dr. Sun Yat Sen)，以向偉人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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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中山（文，字載之，號逸仙，1866－ 1925）出生於 1866 年 11 月 12 日，

廣東香山翠亨村人（即現今中山市），在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長大。由於澳門

與香山縣土地相連，其父母亦曾在板樟堂從事手工業，1878 年 5 月前往美國檀

香山時首次在此漫步 ，澳門可以說是孫中山的第二個故鄉。

 孫中山 12 歲時經澳門轉赴美國檀香山留學，5 年後回國，同年又經澳門到

香港繼續學業，他在香港學醫期間，常經澳門返鄉。1892 年醫科畢業後，他選

擇在澳門鏡湖醫院以義務醫席行醫，成為澳門第一位華人西醫；更於同年不久

後的 12 月開設中西藥局（現已不存在）。

 中西藥局也成為了孫中山與自由黨人聚會商討革命的地方。他一邊行醫，

一邊籌備救國活動，澳門成了志士的活動據點之一，不少人認為，澳門是其革

命藍圖的孕育地。1894 年，孫中山離開澳門，從此走上革命道路，此後澳門也

成為他和革命黨同志活動、避難和往來的重要地點。澳門與孫中山有太多歷史

牽連，蘊藏了不少革命業績和情感，而他的家人包括元配夫人盧慕貞女士，自

辛亥革命後，亦留在澳門居住，而他後來也來過此地。

偉人與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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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 年 6 月 20 日，孫中山及眷屬又從上海乘船抵達澳門，其後，至 6 月

23 日才離澳去香港。其時，其元配夫人盧慕貞、兄長孫眉、知己陳粹芬已在

澳門居住，孫夫人初期居住在風順堂街 4 號，晚年一直居住於文第士街一號，

直至辭世。大屋是一幢三層高的西式建議，於 1918 年建成，據說由孫中山兄

紀念館和紀念公園

鏡湖醫院

 澳門鏡湖醫院是孫中山最早行醫的地方，在醫院大門口立著高達 3 米的孫

中山銅像，是於 1986 年由澳門民間自發捐款鑄造，其特別之處是孫中山身穿醫

生袍、戴著聽診筒，以紀念偉人在澳門留下的濟世印記，這在兩岸四地眾多銅

像中確是罕見。

 孫中山到鏡湖醫院行醫後，他不僅醫術高明，還義務為澳門的民眾服務。

對於貧苦大眾到來求診，他還會贈醫施藥，故深受老百姓愛戴。

 1912 年 1 月 1 日，孫中山於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他於同年

4月1日辭職後，再於當年5月22日經香港來澳門，下榻於盧廉若家“春草堂”，

他的來臨受到澳門各界的歡迎，以署理總督馬楂度為首的澳門政府、主教及紳

商名流等舉行了一系列的歡迎活動。孫中山除了在“盧園”與百多名中外各界

人士合影外，還探訪了飛南第 ，重臨鏡湖醫院，以及出席馬楂度總督設於陸軍

俱樂部的歡迎酒會，直到同月 27 日才與兄長、元配夫人、長女及次女前往家鄉

翠亨村。

1

1 飛南弟（Francisco Hermenegildo Fernandes 1863-1923)，世居澳門的土生葡人，孫中山的摯友。孫中山在

香港西醫書院就學時，飛南第在香港法院任翻譯，兩人相識，逢成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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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孫眉出資興建，也有一說是來自 1917 年間許崇智隨孫中山來澳門到文第士街

探望孫夫人時的饋贈。除孫夫人外，長子孫科及其子女亦曾居於此，當時被稱

為“孫府”。

 1925 年 3 月 12 日，孫中山逝於北京。3 月 29 日，其追悼會於鏡湖醫院

禮堂舉行，有二萬多名澳門居民親臨致祭，各校組織參加悼念的學生多達七、

八千人。

 1930 年，二龍喉兵頭花園後方軍火庫發生爆炸，位於附近的“孫府”亦受

到波及，事後，澳門政府作出賠償。當時任職廣東省民政廳廳長的孫科，在政

府賠款的基礎上，另加 9 萬銀元為母親重建居所，並於 1932 年落成。重建後的

“孫府”，由一座較為低矮、簡陋的中式兩層磚屋，變為具伊斯蘭建築風格的

大宅，孫夫人於 1952 年也逝世於此，並葬於氹仔墳場。大宅亦於 1958 年被改

為紀念館，同時對外開放，館內展出與孫中山革命事跡相關的物品，包括一些

照片、真跡、書信，以及孫夫人穿過的衣物等亦珍藏館內，讓遊人緬懷過去的

歲月，以及澳門與孫中山先生關係的點滴。

 澳門關閘附近的紀念孫中山先生市政公園，規模宏大，遍佈綠樹，佔地廣

達 7 萬平方米，公園與珠海、拱北隔河相望，入口處擺放了孫中山先生身穿西

裝，持著手杖的銅像，氣宇軒昂，此像是北京中山學院於 1990 年為紀念孫中山

先生誕辰 124 周年而贈送給澳門的。

 澳門在近代歷史上飾演著中國人看世界的窗口的角色，它實在太重要了，

這亦正是我們致力尋找其文化底蘊的理由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