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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本部大樓 

香港大學成立於 1912 年，是香港最早創立的大學，而香港大學的本部大樓則是大學首座和最古

老之建築物，可說見證了港大開拓和發展的歷史。  

   1880 年當時的港督軒尼詩提出要興建一所大學，不過直至 1905 年，清朝政府進行教育改革，廢

除科舉制度，中國人熱衷於追求西方知識，留學生也與日俱增。到了盧吉任第十四任港督時，在 1907

年 12 月主持聖士提反書院的頒獎典禮時致詞說，香港尚欠一所大學。翌日他的演詞見於德臣西報，

德臣西報的社評認為這樣可以吸引中國學生就讀，增進中英的友好關係，擴大英國在中國的影響力。  

 當時居港的印度籍的商人麼地率先捐出十五萬港

元，太古、匯豐、怡和等商業機構出資贊助，海外華

僑和中國各地官員都熱烈響應。當時廣東省內居民募

捐，籌得二十萬元之多。總計當時來自國內的捐款約

六十五萬元，相當於募得款項的一半。  

   香港大學本部大樓於 1909 年奠基，並於 1912 年

落成。這座兩層高的大樓依山而築，建材以紅磚及花

崗石為主，屬古典復興式建築，集哥德、文藝復興及

巴洛克三種建築風格於一身。大樓整體設計強調精巧的幾何比例，以鐘樓為主軸，左右對稱均衡，且

以富有文藝復興風格的高大花崗石柱支撐。大樓正門入口有一條麻石所造的大樓梯，直達中央的大禮

堂，大樓的頂部設有玻璃上蓋，盡展古典式建築的氣派。頂部矗立鐘樓，四角則有塔樓，屬哥德式建

築的典型。大樓內有四個庭院，植有棕櫚樹；為配合香港的亞熱帶氣候，大樓二樓設有迴廊和陽台等，

以收通風和採光之效。牆身用紅磚牆及水泥牆塗以白粉而成，被稱為「結構彩繪」，華麗美觀。  

 日本攻打香港期間，本部大樓曾被英軍徵用

為臨時醫院，大樓也受到戰火波及，整座建築物

只剩頹垣敗瓦，傢具、門窗、樓梯、地板蕩然無

存。抗戰勝利後，南洋富商陸祐修建和擴建的工

程陸續開展，樓頂的玻璃上蓋取消了，禮堂的座

位則由五百增至一千，並定名「陸佑堂」，以紀念

這位南洋富商對香港大學的慷慨捐獻和借貸。此

外，大樓後面及兩側加建了新翼，原本只有兩層

的後座也改為三層，可用面積大為增加，以配合

香港大學的急促發展。時至今天,香港大學本部大樓用作文學院的課室和辦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