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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記錄．記念

說起「上海人在香港」的故事，已在香港註冊為慈善團體的上

海總會不能不提。

我加入上海總會已四十餘年，認識了不少「世叔伯」和「中青

代」，他們的其中一個共通點，是自稱為「上海人」。其實他們大部

分的祖籍都在江浙一帶，或在上海出生、就學，或是生活和工作，

與上海有着密切的關係，然而又因各種不同原因離開上海來到香

港，並且在香港展開人生多姿多彩的篇章。在他們成長、成功的經

歷中，因為不約而同地加入「上海總會」這個平台，凝聚在一起，

同聲同氣，同心同德，將自己成功的「紅利」回饋社會，回饋國家，

讓更多社會基層大眾，更多有需要的年青學子得到支援與幫助，實

在是極難能可貴，值得頌揚的好事情。

《上海人在香港 | 人物誌》一書滙集了 40 餘位上海人在香港發

展的故事。他們雖然年齡不同，職業不同，經歷不同，但每個人的

人生軌跡，折射出香港不同行業興盛和衰退的經歷。他們支撐並養

活了一個家庭，一個企業，甚至一個行業，也創造了香港各行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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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奇跡；他們勤奮努力，克勤克儉，充分發揮聰明智慧，支持着香

港社會的發展和進步。這本書讓他們回憶過往的輝煌歷史，將他們

的人生故事記錄下來，彙集成冊，算是這部分上海人來到香港之後

的點點「歷史印記」，待我們後輩在「尋根思源」的時候，可以在這

些小故事中了解、追憶和深思一二，也可以感受這班在香港的上海

人難能可貴之處，讓後人留下一點「記念」。

我們希望儘可能平實地將他們的經歷真實嚴謹地清晰描述出

來。著名腸胃科專家沈祖堯教授知悉此事後，慎重地推薦了當時在

中文大學任教的歷史學家何佩然教授為這批上海人進行口述歷史

記錄，本書大部分文章便是由她執筆而成。聯合出版集團成員出版

社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也不遺餘力，不厭其煩地為文章進行編輯

修改、設計排版，使本書得以順利出版，在此一併表示衷心感謝。

同時值得記錄的是，為了配合當前香港基層社會的需求，為了

支持教育和扶持貧窮基層，上海總會系列慈善基金、教育基金也已

在本年度隆重推出，本會同仁：竺銀康、周德明、范思浩、高叔平、

李德楨、李和聲、曹其東等善長仁翁積極響應，紛紛解囊施援，我

們深受感動和鼓舞，謹在此銘記表彰，並致以誠摯而深深的敬意。

本書付印前，上海總會永遠名譽會長、家父李和聲先生不幸逝

世，壽享 95 個春秋，緬懷先人的身教言傳，為人做事，定然激發

後輩們慎終追遠，踔勵奮發，篤行不怠。

謹將本書獻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3 周年紀念，香港特區回

歸 25 周年紀念，上海總會 45 周年紀念。

祝願我們國家強大昌盛！香港特區「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安

定繁榮！

 李德麟
 2022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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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 19 世紀開埠以來，一直是遠東最繁華的經濟與商貿

中心，「十里洋場」的聲色犬馬聞名歐美。這樣一個城市，亦聚集

了大批近代中國的資本家，不論是在寧波、紹興，或是無錫、蘇州

等地方出生的，都匯聚於此，從事金融、保險、印刷、洋行商貿等

多種行業。上海的特殊地位，使其在日本侵華前期，華界淪陷之

際，租界依然繁榮。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上海這座僅存的繁榮孤島亦告淪陷；國

共內戰席捲全國，上海經濟崩潰。連番戰事，使大批中國人不得不

南下避禍，不論是營役求溫飽的小市民，還是曾經叱咤風雲的大商

家，都選擇了香港作為他們的避風港。

此時的香港，還未成為國際大都會，與曾經輝煌的上海不可同

日而語。

1945 年香港重光，百廢待舉，適時吸納了南來的人才，這個城

市從此奠下騰飛的基礎。一個族群遷徙而來，一個個微小的個人在

此奮鬥，聚集起來，便開創了一個大時代，使香港躍升國際都市，

上海｜香港：由族群
遷徙書寫的大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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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亞洲四小龍」的佳話，其後更成為與紐約、倫敦並稱的「紐

倫港」大都會之一。

成立於 1977 年的香港上海總會，於建會 45 周年之際，時任理

事長李德麟全力策劃，推動了這項訪談計劃，委託香港中文大學歷

史系的何佩然教授，訪問 40 餘位上海總會創會會員及資深成員，

透過他們的經歷，記錄了這批離滬來港的上海人，如何在新的地方

奮鬥發跡，最終與這個小漁港一起成就傳奇。

上海總會會員、本書受訪者之一的金耀基教授指出，上海族

群對香港社會的貢獻和影響，以 1950 年代最為突出。我們在資料

中可以發現，二次大戰後南來香港的上海移民，可算是當時全亞洲

最國際化的族群，而且不少都是擁有雄厚資本的老闆級人物，部分

名字如今已是香港人耳熟能詳的，甚至是傳奇性的人物，例如 1948

年來港的世界船王包玉剛；1949 年有南豐紡織創辦人陳廷驊、航

海業巨擘董浩雲；紡織大王王統元亦於 40 年代末來港；著名實業

家安子介於 1938 年來港發展，香港淪陷期間曾移居重慶， 1949 年

重返香港；1950 年來港的則有出身紡織世家的唐翔千。

實力雄厚的資本家來港表示此地的可作為，他們全力興辦企

業，帶來的除了資本，還有技術，部分甚至攜同器材南下，為香港

的輕工業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根據香港浸會大學榮休教授陳慎慶

的研究數據顯示，香港的人口從 1945 年的 60 萬，激增至 1950 年的

220 萬（Changing Church and State Relations in Hong Kong, 1950 —2000 ，與

梁潔芬合著）。大量新移民來自中國內地，當中蘇浙滬一帶的移民

數量更是不容忽視。

後來香港經濟開始騰飛，繼而躋身「亞洲四小龍」之列，為了

此地發展作出貢獻的，並不只有那些被提及的傳奇人物，還有更多

對於大眾來說，並不太熟悉的名字。

如 1948 年來港的鄒星培，來港後先從事黃金買辦工作，其後

於 1950 年代進軍製衣行業，成衣出口至歐美等地；1951 年來港的

周忠繼，與其他上海實業家一樣，來港後從事紡織行業；曾捐助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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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中文大學和聲書院的李和聲， 1950 年來港後先從事黃金經紀工

作，其後涉足的行業包括製衣、塑膠花、股票金融等；其他如繼承

家業的張浩然、榮智權等亦有從事紡織業。翻查記錄，香港戰後的

紡織業自 1947 年開始重新有廠家設廠後，至翌年已有逾千家工廠，

至 1957 年，紡織業從業員逾 15 萬人。而紡織、染廠、製衣等上下

游工序，形成了一條龍的完整產業，當中上海商人因擁有資金與更

先進的技術，於 50 、 60 年代成為香港紡織業的領頭羊。

或許我們可以稍作澄清，香港人所稱的「上海人」，並不只是

來自「上海」這個城市的，而是泛稱來自浙江、江蘇等地的移民。

其中一個原因，是上海作為戰前中國最繁榮的城市，不少浙江、江

蘇人往上海發展，戰亂時期他們都不約而同南下香港，因此形成了

一個「泛上海」的概念。香港上海總會的會員，亦多是蘇浙滬籍的

移民，或其後人；近年則打破地域界限，有其他籍貫人士入會。

戰後香港的經濟騰飛率先以輕工業為代表， 50 年代冒起的是

紡織業，並於 1967 年達至高峰，其時的工廠達一萬多家，從業員

逾 45 萬人。製衣業則於 60 年代開始於本地製造業中冒起，全盛時

期從 70 年代持續至 80 年代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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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書中接受訪問的上海總會會員中，便有不少是從事紡織與

製衣業的。另一個對香港舉足輕重的行業是玩具及塑膠業， 1948

年來港的竺銀康、丁午壽等，都是行業裡具代表性的實業家，他們

分別於 60 年代及 70 年代創業打天下，我們都可以從他們的經歷，

看到香港工業的發展軌跡。 70 年代香港塑膠業興盛，港產塑膠花

佔全世界塑膠花貿易的 80%，我們除了知道李嘉誠的發跡史，書

中還點出了如李和聲，或竺銀康等涉獵塑膠行業的上海人在默默耕

耘；丁午壽的「椰菜娃娃」玩具風靡全美國的 80 年代，其時亦是香

港玩具業的全盛時期。

個人與生活的城市是一個共同體，每一個受訪者的發跡史，

都是成就這個大時代的吉光片羽。車越喬從事科學儀器，高叔平從

事鐘錶行業，方劉小梅的丈夫方杰，從紡織業跨界至電子產業；竺

銀康在從事塑膠業前是印刷業的專家，曾攜帶上海印刷廠的器材來

港，成為本地彩色印刷的領軍人物。這一批上海人都在香港不同行

業中留下貢獻。

如今作為國際金融都會的香港，金融業的發展亦可見到上海人

的努力與貢獻。像鄒星培、李和聲、董偉、鄭仲河等，在南來香港

之前已在上海金融業擁有一定資歷與知識，來港後從事有關行業更

是得心應手。在他們的故事中，我們可以組織出香港金融發展的部

分歷史，例如上海商人與香港黃金貿易市場的關係，甚至香港交易

所的成立，亦可遠溯至 1970 年代上海商人及其他華資公司，與英

資公司之間的角力。

1969 年華資企業為主的遠東交易所（俗稱遠東會）成功打破

英資企業把持的香港證券交易所（俗稱「香港會」）的壟斷局面；

1971 年在李和聲等人的推動下，以黃金貿易公司為主的金銀證券

交易所（俗稱金銀會）亦成立，成為繼遠東會後另一重要的證券交

易所；其後陳普芬創立「九龍會」（九龍證券交易所）。俗稱「四會」

的四間證券交易所，為香港的金融行業發展奠下基礎。 80 年代「四

會」合併成為香港交易所，這個過程，本身便記錄了本地發展成為

國際金融都會的軌跡，而上海商人在當中所起的角色十分重要，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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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成立已有一百餘年歷史的金銀業貿易場及「金銀會」的發展，

是香港金融發展史上的重要一筆。根據資料顯示，到了 80 年代，

仍然有不少銀行的中高層都是上海人，可見上海族群在行業中的影

響力。

而香港命脈之一的地產業，上海人的身影亦到處可見，例如出

身浙江、有「北角地王」之稱的王寬誠，還有李惠利、金如新、周

德明、榮鴻慶等，均在不同行業發展之時，亦涉獵地產投資。

無數人的努力可以開創時代，時代亦為所有人提供了發展的

機會。上海人在 50 年代左右南下香港，是避凶自保的本能，不想

卻與香港這個城市一同走在時代的前端；80 年代左右中國改革開

放，也有一批上海人趨吉北上，成為中國開放時代的弄潮兒。如曹

光彪、曹其鏞及曹其東父子，其於香港開創港龍航空已成佳話，其

家族企業於 1978 年中國改革開放後，已率先北上，於內地不同城

市開展業務；1951 年來港的手套大王周德明，也於 1979 年便北上

設廠；車越喬及從事鋼鐵生意的姚樹聲、姚祖輝父子等，亦先後於

90 年代北上闖蕩。北上的在港上海人，同樣以個人經歷，親歷及見

證另一個輝煌時代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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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南下，成為香港崛起的其中一股力量；改革開放後上海

人北上，亦為中國經濟騰起注入強大的資本。時代的更迭中，我們

都可以看見上海人的身影。

作為一個移民城市，香港人口自戰後開始膨脹，當中上海人佔

了相當重要的份量。這些上海人尋求生活之餘，亦慢慢形成了地緣

組織，如上海總會。

上海總會 1977 年成立之時的名字是「上海聯誼會」，顧名思

義，是以聯誼作為主要目的。其後組織卻不止步於聯誼，成立初期

已開始參與本地慈善活動，如助學、扶老等，逐漸成為今天組織的

主要發展方向。 1982 年正式更名為「香港上海總會」，定位亦更加

清晰地走向非牟利慈善團體。

時任理事長李德麟說，在這個 45 周年才去寫這一批上海人，

是有點遲了。他略帶惋惜地表示，有許多早期來港的上海人都已辭

世，再也無法在歷史中留下他們的事跡。

自上世紀 40 年代末來港的上海人，每一個獨立個體的拚搏，

都是建設香港的一份微小力量，然而當一個族群的力量凝聚起來，

卻可以產生巨大的影響力。這些上海人也許藉藉無名，卻在此城默

默耕耘。上海總會邀請專家合作，以總會的動員能力邀請上海人接

受訪問，最後挑選了具代表性的訪談，結集而成此書。雖然本書無

法涵括所有來港上海人的故事，亦有許多人無法參與這個計劃，但

從書中 40 餘位上海人的奮鬥，我們可以見到近代中國的動蕩，香

港的蓄勢崛起，及改革開放後中國的欣欣向榮。

一個上海族群的個人簡史，串連一個時代滬港兩地的風雲。此

書既作人物記錄，亦是呈獻給讀者的時代變遷史。

是為記。

《上海人在香港 | 人物誌》編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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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代上海南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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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寧波到上海
鄒星培現年 98 歲，祖籍浙江， 1924 年生於浙江寧波市， 1948

年移居香港。父母皆為寧波人。家中共有七兄弟姐妹，五男二女，

他排行第二。原籍上海的太太為從事保險業朋友的女兒，二人在香

港認識， 1958 年結婚。兩人育有五名子女，大女在 1959 年出生，

今年 63 歲；最小的女兒則在 1966 年出生，今年 56 歲。兒女現居

於香港並擁有自己的家庭，彼此各有各忙，很少聚首一堂。

亂
世
中
崛
起　

從
中
國
走
向
世
界

職

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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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總
會
副
理
事
長
鄒
星
培
先
生
。

教 育 背 景

鄒星培年少時在寧波曾分別接受過傳統私塾和新式學校的教

育，其 5 歲至 7 歲期間（1929—1931 年）在私塾學習千字文、三字經

和尺牘等， 7 歲入讀寧波市一私立小學，接受新式的基礎教育。後

來由於戰亂關係，無法完成小學，被逼輟學。

加 入 上 海 金 融 界

13 歲時（1937 年）因戰亂，從寧波逃至上海，居於上海南市

區的法租界（現南市區依黃埔江東西岸，分別併入黃埔區和浦東新

區）。上海的租界與天津、廣州等城市一樣，在抗日戰爭初期，歐

美國家仍然擁有治外法權，由西方國家管轄，政局相對較安全和穩

定。由於戰亂和家道中落，鄒星培抵達上海後，並沒有繼續升讀中

學，只能外出謀生。 15 歲起（1939 年）在一家股票公司任練習生，

主要負責股票買賣交易落盤、買賣和掛牌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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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抗日戰爭期間，上海仍是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股票交

易買賣正常運作，交投甚為活躍。上海股票市場主要使用中文，鄒

星培雖然沒有完成中學教育，但仍能勝任相關工作，並得到許多工

作機會。其每月工資約為 400 元，由於當時幣值不穩定，通貨膨脹

嚴重，流通貨幣包括儲備金、法幣、關金券等，工資亦曾以不同類

型的貨幣支付。與此同時，父親和弟弟亦移居上海並在銀行上班，

一家的收入尚算穩定，收入達中上水平。

南下香港經營黃金和股票買賣
1945 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因爆發內戰，大量上海人南下香港

從事黃金貿易生意。 24 歲（1948 年）的鄒星培在上海朋友介紹下來

到香港，協助打理順隆行的黃金買賣生意，辦公地點位處皇后大道

中。自 1946 年起，在香港進行黃金買賣需要持有牌照。（1946 年 4

月以前，有意在香港金銀業貿易場經營黃金買賣者，需要有至少一

家金行擔保並繳納保證金 5000 港元方可獲發牌照；但在 1946 年 4

鄒
星
培
於
晚
宴
上
與
同
行
嘉
賓
合
照
，

前
為
李
達
三
先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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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以後，金銀業貿易場為限制會員數目，便停止發出新的牌照。）

香港的股票市場主要由香港交易所（俗稱香港會）的洋人經紀

操控，內地來港的「上海幫」無法參與股票買賣。因此帶同資金來

港的「上海幫」，積極購買黃金交易牌照並參與香港的黃金炒賣，

從中賺取可觀的利潤。 1940 年代末至 1950 年代，香港禁止黃金在

市場上自由買賣，對黃金出入口設有限制，不少實體黃金是從倫

敦買入，經澳門走私偷運到香港。由於實體黃金付運需時，市場以

「紙黃金」做買賣契約。所謂「紙黃金」是一種黃金買賣合約，買方

憑合約可以換取實體黃金，倘若賣方不能即時兌換實體黃金，需要

支付利息方可延遲結算交貨。

在 1947 年至 1949 年，即解放前夕至朝鮮戰爭爆發前，大量黃

金從內地走私到香港，使香港的黃金貿易非常興旺。鄒星培聯同

上海商人趁此機遇，在香港的黃金市場中大量購入由本地華資金行

「廣東幫」恒生銀號發行的紙黃金，然後在短時間內向恒生銀號要

求提取黃金現貨，礙於黃金現貨供應有限，後者被逼透過支付額外

利息和平倉費用來換取時間，一眾上海商人從中獲取可觀的利潤。

1949 年，香港黃金投機狂熱，近乎失控，故金銀業貿易場曾經停市

截價，以冷卻市場氣氛。

1950 年代中至後期，上海人在香港開辦的黃金貿易公司大約

有十多家，鄒星培無法記得當年其他貿易公司的名字，只知道自己

服務的順隆行是較為有規模的公司。踏進 1960 年代，香港的黃金

貿易亦日漸走向下坡，鄒星培亦被逼轉型。

往日本經營製衣業
28 歲時（1952 年）鄒星培在上海朋友的介紹下，往日本東京發

展。到達日本後他首先從事了三年會計工作，從日本人身上學懂

了企業和人力資源管理技巧，並將之成功應用在其製衣工廠的業務

上。在日本生活和工作時，亦成功自學日語。 31 歲（1955 年）回到

香港，從事香港與日本間的進出口貿易，由日本進口布料，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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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成衣。二戰後朝鮮戰爭爆發，日本因其地理位置，成為美軍戰

略物資的主要供應地，使日本戰後經濟迅速起飛，為香港與日本的

貿易提供了很好的機會。

34 歲時（1958 年）與上海友人在香港開辦製衣工廠大路實業有

限公司，成衣主要的出口地為美國和歐洲，以女性時裝為主，包括

上衣、外套等。由客戶提供設計，然後在香港製作。大路實業最初

在荃灣租用 6,000 呎的廠房，後來亦設有染紗廠及織布廠，為成衣

製造提供了織布、漂染以及縫製的「一條龍」服務。而其所使用的

棉紗則主要在香港採購。當時的三間工廠：福源（織布廠）、協和

（漂染）以及大路（製衣廠），共僱用六百多名員工，當中以製衣廠

的工人人數最多。鄒星培的生意很好，貨如輪轉，基本不存在產品

積存貨倉的問題。

由於管理得宜，其製衣的生意亦相當不俗，業務遍及歐美各

地，及至 1980 年代時，其營業額每月可達約 2,000 萬美元。 1970 年

代至 1980 年代是製衣業的全盛時期，亦是鄒星培賺取利潤最豐厚

的年代。到了 1990 年代，隨着香港加工工業成本上升，工業北移，

他便把自己的成衣出口配額出售套現，淡出成衣出口的生意。他認

為經營製衣業最困難的是尋找和留住客戶。至於成衣出口的生意，

如何應付全球經濟危機，他認為必須安排六個月以後的生意額，

如果一早便洞悉市場的需求，接好訂單，面對經濟危機，亦能平穩

過渡。開拓市場是整盤生意成敗的關鍵，也可為公司準備後備的資

金。由於懂得未雨綢繆，加上獨具眼光，訂單充足以及懂得選擇可

靠的美國客戶，故生意從沒有受過任何經濟風波的衝擊。自己的成

功之道是做到老，學到老，願意學習及實踐所學。

香港上海總會與上海地緣網絡
鄒星培認為戰後來香港的「上海人」，是一個泛地域的概念，

不少來自華東地區，例如江蘇及浙江一帶的移民在香港皆被視為

「上海人」，因此所謂「上海人」並不一定來自上海市。



019鄒 	星培第一章　時代中國

1977 年成立的上海聯誼會（香港上海總會前身）的規模很小，

以同鄉會的形式成立，與香港東華三院這本地華人團體本質不同，

大家到上海聯誼會主要是消遣。鄒星培是蘇浙同鄉會和上海聯誼會

的創會會員， 1977 年的入會費只需 500 元。他同時亦是由香港紗

廠創辦人王統元所創立的寧波同鄉會的創會會員。為了提高總會

的知名度及吸引更多人參加同鄉會的活動，香港上海總會近年開始

積極參與社會慈善事務，例如捐助香港中文大學。鄒星培表示自己

對香港上海總會的發展沒有特別的期望，只希望總會能繼續其慈善

工作。

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馬臨和沈祖堯均為上海人，也是香港上

海總會的會員。鄒星培與沈校長及其父親皆為好友。他與上海人和

廣東人皆有合作，但是合作生意的仍然以上海人為主。與本地廣東

商人交流的最大困難是語言問題，因為他本身不會說廣東話，而且

廣東話比較難學，因此很難說一口流利的廣東話。他雖在寧波擁有

3,000 呎大宅，但自己仍喜歡住在香港，因為能與各個同鄉會的同

鄉多交流和以同鄉會組織作為交流消遣的地方。

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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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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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背景及學歷

家 庭 背 景

歐陽純美於 1924 年在湖南長沙出生及成長，父親曾接受高等

教育，思想開明，鼓勵女兒讀書；母親是北京協和醫院第一批畢業

的護士。家中有一妹（1934 年出生）。在她記憶中，小時候沒有在

上海居住過， 7 歲時（1931 年）曾隨父親乘船到上海遊玩，品嚐大

閘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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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丈夫王劍偉（1912 年出生）是香港上海總會的創辦人，出任

第一屆至第八屆理事長（任期 1978—1994 年）。兩人育有一女王緒

玲（1963 年出生），現出任香港上海總會理事，居於美國。丈夫在

家大多說上海話，自己則說普通話，女兒以廣東話溝通。

女兒幼時入讀聖保羅男女中學（St. Paul’s Co-educational College），

歐陽純美身為在職婦女，沒有太多時間兼顧女兒的學業，唯有聘請

補習老師為女兒補習物理科，令她的成績大為進步。

適逢 1980 年代末香港出現移民潮，為了女兒的學業，舉家移

民到美國。女兒在彼邦升讀高中，其後升讀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簡稱 UCD）的獸醫課程，可是女兒

因怕蛇而轉讀脊醫課程。歐陽純美及丈夫因未能適應美國的生活，

二人遂返回香港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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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內 地 接 受 教 育

歐陽純美 10 歲（1934 年）入讀由美國基督教傳教士開辦的女

子寄宿學校遵道會小學，及後升讀長沙福湘女中。小學學習科目有

中文、數學、珠算等，沒有英文科目；中學時代學習湖南話、珠算、

體育、美術、家政等，並由女性傳教士任教英文科目。

1937 年其 13 歲時，長沙受抗日戰爭影響，她逃到湘西山區遠

離戰禍，在沅陵中學（女子中學）繼續學業。雖然只是中學生，她

自願到災場拯救被日軍炸傷的傷者，導致其中一隻手指至今仍留有

傷痕。

由於生於醫學世家，除了母親是護士外，姑母是醫生，舅父是

冀魯大學醫學院醫生，姨母是全國知名的婦產科醫生，姨父亦是全

國知名的耳鼻喉科醫生。因此，歐陽純美對醫科感到興趣，並考獲

獎學金入讀貴陽醫學院 1 ， 1946 年（22 歲）醫科全科畢業。

懸壺濟世

來 港 初 期

1949 年中國解放後，歐陽純美被派遣到廣州嶺南大學醫學院

婦產科工作。 1953 年， 29 歲的歐陽純美在工會協助下來到香港，

在聖公會傳教士的醫療中心（即港中醫院 2 的前身）、位於西營盤國

家醫院轄下傳染病醫院當醫生助理。由於她只持有內地醫科學歷，

不獲香港醫院承認其資歷，一直只能擔任助理之職。

除了透過努力工作獲得經驗外，她明白到要在香港正式當醫生

1 貴陽醫學院成立於 1938 年，是中國最早的九所國立高等醫學院校之一。

2 港中醫院於 1966 年由一群醫生成立。港中醫院大樓原屬聖公會物業，原名叫 Stanton 

House，為紀念聖公會首名殖民地牧師 Vincent John Stanton 而命名，因戰亂變成傳教士避

難所，曾接濟不少由廣州來港的嶺南大學醫學院畢業生，後來租給他們辦醫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