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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受匡生平事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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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生平簡介

	 孫受匡（1900–1965），原名孫廣蘇 18，字壽康，後

以「受匡」之名從事寫作和出版。原籍廣東東莞，生於

1900年廣州（農曆正月初六出生），早年移居香港，曾在

中上環區亞畢諾道及山道居住。孫受匡父親孫兆平，從事

船務生意，熱心公益，清末光緒癸巳年（1893）曾與周少

岐 19、盧佐臣 20、余偉賓、馮明生等發起組織「駐港東莞

18� 孫壽康於 1965 年 7月 2日在港逝世。據 1965 年 7月 25 日在《工商日報》

� 刊登的訃文，孫壽康原名孫廣蘇。訃文以「孫敦厚堂」名義刊登。

19� 周少岐（1863–1925）廣東東莞人。香港著名華商周埈年父親。畢業於中

央書院，曾任船政署，深得航運相關知識，其後經商。曾參與創辦聖士提

反書院和香港大學。歷任香港立法局議員。網頁：https://www.bmcpc.org.

hk/filemanager/common/doc/resource_center/hill_scenery/hill_scenery_

chapter4.pdf，擷取日期：2021 年 1 月 8 日。鄭宏泰、高皓著《白手興家：

香港家族與社會 1841–1941》（香港：中華書局，2016）頁 73–76。

20� 盧佐臣原名盧紹勳，熱心公益，1884年為東華醫院主席，1931 年連同廣華醫

院及香港銅鑼灣的東華東院改名為東華三院。網頁：https://www.tungwah.

org.hk/about/our-origin/，擷取日期：2021 年 1 月 8日。

  █ 孫受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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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義堂」聯絡鄉誼。該會於 1930年遷入干諾道西會址，

改名為「僑港東莞工商總會」，負責「管理東義堂資產與

業務，建校育才，安葬先友遺骨，歲時祭掃，運送先友支

骨殖回鄉」21 等公益事務。

 孫受匡受學於聖士提反書院（St. Stephen's College）22。 

            

       

            
█ 聖士提反書院外景 ( 西邊街 )23

21� 葉沃林《駐港東莞東義堂事略》（香港：駐港東莞東義堂，1931）;《香港年

� 鑑 1958》第十一回《僑團史略》（第九篇）四（香港：香港華僑日報，

1958），網頁：https://www.iwiki01.com/55ba68c7bdbf01f3/#1，擷取日期：

2019 年 6月 28 日。

22� 聖士提反書院於 1901 年創校，開辦初期，約 1903 年，在西環般含道與西邊

街交界租地辦校，即現時英皇書院的對面；1924 年遷往薄扶林；1928 年由

香港總督金文泰（Governor�Cecil�Clementi）主持赤柱新校奠基禮，1930 年

赤柱校舍正式開始使用。該校之創立，源於八位華商及社區領袖，包括何啟、

曹善允、周少岐、黎季裴、會督霍約瑟（Bishop�Joseph�Hoare）及吏長班為

蘭（Archdeacon�Williams�Banister）等，致函當時的香港總督卜力（Governor�

Henry�Arthur�Blake），要求開辦一所英文書院予華人子弟就讀。1903 年只

有六名宿生和一名走讀生，第二年學生增至 100 人，1921 年增至 230 人。

23� 《香港聖士提反學校章程》，St.�Stephen’s�College�Prospectus（香港：聖

士提反學校，1917?），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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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該學校早期保存的入學冊顯示，該校學生較多為

華商領袖子弟，居於中、上環等地區。學校架構和課程

模仿英國公學優質教育，每日下午為學習漢文時間，需

修讀《大學》、《論語》、《中庸》、《左傳》、《宋

明經義》等書，歷史科包括共和歷史；其他科目全部用

英語授課 24。 所以孫受匡中、英文皆精，為日後寫作及

出版事業打下良好基礎。

1919年「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孫受匡於同年約

7月，即與其他學校學生發起創辦義學，名為「策群義

學」，除政府小量資助外，全賴各校學生募集，並由高

年級學生擔任老師，只聘請幾位受薪老師任教。

據《陳君葆日記》1965年 7月 26日的記載，陳君

葆 25 說孫受匡是他的學生，也提到「五四運動」對香港

的影響：「1920年，我在聖士提反中學教書，孫壽康是

我的學生，因知他是策群義學創辦人之一。策群義學完

全由香港中學生辦起來的。事情是這樣：『五四運動』

爆發於北京，影響到香港，也發生了一次學生持傘遊行

24� 同上，頁 11。

25� 陳君葆（1898–1982），字厚基，廣東省香山縣人，後隨父移居香港。曾赴

新加坡、馬來亞工作。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回國。1934 年受聘於香港

大學。1936 年任馮平山中文圖書館長兼負中文系教席。柳亞子曾以蕭何、蘇

武、馬融、阮籍、孔璋等漢魏晉唐名人比擬他。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至四十

年代初，與當時到香港的中國政要及文化界知名人士，有廣泛的接觸和密切

的交往，其中包括宋慶齡、李濟深、黃炎培、郭沫若、柳亞子、許地山等。

抗戰期間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中英文化協會香港

分會」、「香港新文字學會」等。1947 年獲英皇喬治六世授予勳銜表揚在香

港淪陷期間盡力保護馮平山圖書館及香港的珍貴文獻。著作計有《水雲樓詩

文稿》、《漢譯伊斯蘭真義》，文章散見《星島日報》、《華商報》、《華

僑日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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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傘上大書『振興國貨』四字標語作掩護愛國運動，

遊行極守紀律，但巡行者仍被逮往『差館』，旋亦被釋

出。其後這班愛國青年便辦起『策群』來，歷若干年以

後（原文：似復）停辦，或被勒令解散，則不得其詳。

這是學運的一小股力量，不可埋沒，因孫（原文：傷）

壽康同學而及之。」26 聖士提反書院文物保育及推廣小

組的《導賞員訓練手冊》亦有提聖士提反中學學生參與

興辦義學之事。27 除辦義學，又於 1922年出版《策群》

雜誌。雜誌內有孫受匡幾篇文章，其中一篇〈香港學生；

學「生」乎？學「死」乎？〉28， 說香港學生「何嘗不有

消極之救國運動乎，今之破天荒露頭角于香港，為中國

儲蓄人才，為貧民教育子弟，為平民教育之先鋒隊，非

策群義學乎，非香港卅六校學生所辦之策群義學乎」。29 

該雜誌又邀請香港大學文學院賴際熙 30撰文〈為港中國學

生設立策群義學代勸各界捐助〉，說「教育者文明之母，

進化之原也。故晚近各國，咸以力求教育進步，擴張學

26� 《陳君葆日記》卷 5，1962–66〔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2004〕，頁 422。

27� 聖士提反書院文物保育及推廣小組 Cultural�Heritage�and�Promotion�Club�

Year�2012 － 2013 年度《導賞員訓練手冊》（香港：該組，2012），頁

13。網頁：https://issuu.com/chpcssc/docs/oct12docentmanual_without_

map，擷取日期：2018 年 4 月 5 日；聖士提反書院網頁：www.ssc.edu.

hk，擷取日期：2018 年 4月 5日。

28� 《策群》，1922 年 1 月第 1 期，頁 15–20。

29� 同上，1922 年 1 月第 1 期，頁 15。

30� 賴際熙（1865–1937），字煥文，號荔垞，廣東增城人。1911 至 1932 年受

聘於香港大學文學院，在任期間，極力推動成立獨立中文組，中文學院於

1929 年正式成立。賴氏於 1935 年退休。方駿〈賴際熙的港大歲月〉，《東

亞漢學研究所》，第 2號，2012 年，頁 282–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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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為立國之根本。我國興學以來，造就富者之校，為

數較多。而造就貧者之校絕少。起知一國之內，富者少

而貧者多，富者游學有資，無藉旁人之扶植；貧者負笈

無力，必須先達之栽培。」31我先在此引述陳君葆的日記

及香港《策群》雜誌所言，是為證孫受匡在中學時代思

想所受的教育氛圍，及日後一切文化活動植根之所在。

中學畢業後，孫受匡為穗港航運買辦。1923年，時

年 23歲，出版第一本百餘頁的作品《熱血痕》及同年再

版的《熱血痕說集》32， 乃小說及散文合集，收錄孫受

匡短篇小說三篇，計為：一、〈巾幗英雄，鐵血女子〉；

二、〈飛揚宇宙．五色國旗〉；三、〈最後奮鬥．不容

少懈〉。另附〈論衡〉散文兩篇：一、〈香港學生；學「生」

乎學「死」乎〉；二、〈學生應具之精神及宜盡之責任〉。

31　《策群》，1922 年 1 月第 1 期，頁 77。

32��《熱血痕說集》（香港：虞初小說社，1923）。

█ 《熱血痕說集》封面� █ 《小說星期刋》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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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孫氏也從事寫作，在 1924年至 1925年出版

的《小說星期刊》擔任特聘撰述員，撰寫連載小說《恨

不相逢未嫁時》等。

孫受匡可能在辦義學期間，有感香港售賣新文化、

新思潮書刊的書局不多，外來書籍價錢又昂貴，故與其

他學生成立「亞新書局」。以學生辦的合作社模式的書

局，可以說是創香港歷史的先河。詳見第一章第四節。

孫受匡受「五四運動」思潮及新文學運動的影響，

於 1927年創辦「受匡出版部」。出版部取名「受匡」可

能與「壽康」兩字同音。孫受匡當時行走省港輪船，為

東安輪船公司買辦，利用晚間輪船行走省港兩地空閒時

間寫作，又聯絡兩地作家。「受匡出版部」主要出版新

文學作品，1927至 1929年短短三年間，共出版新文學作

品 22種，33 包括省港作家共 23人（見表），出版新文

學書籍，作品除了小說、散文、新詩外，亦有不少譯著，

數量之多，應為當時香港出版界之冠。

33� 22 種只計算找到原書或根據《民國時期總書目》（北京：書目文獻出版

社，1985–1995）、《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3）、陳建功《唐弢藏書・圖書總錄》（北京：北京市文化藝術出版社，

2010）、各圖書館出版或網上圖書館目錄的資料為準。在「受匡出版部」出

版的書內廣告頁所列出並未包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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