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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了，今年是孔聖堂八十周年紀念。香港的確忽略了孔聖堂的歷史價值，

幸好丁新豹博士在港台節目特別介紹聖堂的歷史，使香港人多些了解孔聖堂。 

自清末以來，外患日亟，政局動盪，繼而辛亥革命，軍閥割據，中原大戰等

相繼發生。香港是英國政府殖民地，成為國內外舊學宿儒，新學西潮的聚集發展

場地。寓居香港學者，不少以挽世道人心為念，建立與儒家思想有關的學會，如

孔聖會、中華聖教總會、孔教學院等，與各地孔教組織互為呼應，期以儒學重振

中國人心，使香港成為承繼傳統道德文化的僅存之地。至大陸易幟，六十年代發

生「文化大革命」，儒家的道德價值觀，被貶同泥滓，讀書人被稱為「臭老九」。

香港很多團體亦因流風所及，不敢宣揚儒家思想。當時的孔聖堂就是其中一間堅

持儒家思想，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教育下一代的機構。 

孔聖講堂之興建，首先在民國十七年(1928)，由曾富(「曾富洋媒公司」創辦

人)建議成立孔聖講堂，以推行儒家思想為重心。簡孔昭(「廣東南洋兄弟煙草公

司」創辦人簡銘石的後人)捐贈十二萬多方呎土地興建堂址，其初意為仿內地文

廟之制，建大成殿以奉孔子四配十二哲、兩廡先賢及櫺星門、泮池等以為海濱鄒

魯，正人心而厚風俗。然後以事局變動，世界經濟不景而放棄原案。 

孔聖堂位於加路連山道，依山建築為宮殿式，有大禮堂花園及運動場，故孔

聖堂是一個孔學團體組織，孔聖講堂是一座大禮堂，可容納千人。簡孔昭捐地十

二萬英方尺為堂址後，曾富、葉蘭泉、雷蔭蓀、盧湘父、馮其焯、區廉泉、鄧肇

堅、劉星昶、譚紹康、周竣年、羅文錦、顏成坤、何東等募捐，擬集款二十萬元，

擴展堂務。由周壽臣(香港望族，東亞銀行創辦人之一，被英國封為爵士)負責成

立籌備委員會及統籌運用建築費，初只籌得經費半數，大殿兩廡無力建築。當時

參與籌建孔聖講堂計劃，還有陳煥章(前清進士，曾任袁世凱總統顧問)。陳氏並

在南洋奔走，為建堂籌款。單從參與籌款活動的名單已知，當時香港名流商賈多

參與其中，共同推動儒家文化。 

1928 年 5 月 21 日在上環東街口杏花酒樓聚會，即席推曾富、尤列(與孫中山

先生同被清庭視為四大寇之一)、何東、劉毓芸、曹善允、李亦梅、陳公壽、黃

季熙、李景康等十一位籌備員籌建孔聖堂，並由尤列起草宣言。孔聖堂草創於此，

我有感而發，寫了一詩〈孔聖堂乙未八十周年紀念有感之一〉： 

新學西來欺道統 群儒艱苦續陲巔 貧窮至死黨榮耀 批鬥摧殘誤治平 

三面墓林餓鬼叫 十年煙雨血絲纏 痛翻舊史驚歧路 收拾殘羹理孔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