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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處珠江三角洲南端，從古至今都是中國通向外部世界的前沿地區，既與中國 

內陸血脈相連，又與外在世界聲氣相通，因此，香港自從鴉片戰爭以後，一直以來都是

殖民地者拓展野心的橋頭堡，亦成了十九世紀華南地區不少華人安身立命的第二故鄉。

自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開始，香港華人社會的主體逐漸形成，1港英政府亦開始放棄其

華洋分治的政策，逐步吸納華人社會精英進入政府的統治架構，產生了所謂「政治共生」

（political synergy）2的現象，而華人亦慢慢孕育了他們對這片殖民地的歸屬感。3
 

 

香港立法局華籍議員的委任始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伍才（1842-1923）。但伍氏的

議席屬暫任性質，加上英廷一直不肯將伍才的任命轉為實任，故華人在香港立法局取得

永久議席要待第九任港督寶雲（G. F. Bowen, 1821-1899，1883-1885 在任）於 1883 年對

立法局的議席進行改組，才能成事，而首任華人永久議席議員便是本文的主角──黃勝。 

 

殖民地政府委任華人進入立法局的原因，是欲透過華籍議員掌握華人社會的想法，

但同時亦希望有關人士能從英國的角度去審視問題，必要時為殖民地政府的政策作出辯

解，以平衡來自華人社會的政治挑戰和壓力。這是華籍議員入局的最大政治作用。故當

寶雲向英國殖民地部大臣德比伯爵（Earl of Derby, 1826-1893，1882-1885 在任）推薦黃

勝時，便指出他「能以英國的角度審視中國事物，又能以中國角度審視英國事物。」4至

於黃勝獲委的具體背景，可從他的生平略歷中探知。 

 

1. 聚合華洋，溝通中西： 

黃勝，一名達權，字平甫，廣東香山人。1824 年生於澳門，1902 年卒於香港。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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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歲時5入讀馬禮遜紀念學校（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School），接受英語教育。其同

窗包括容閎（1828-1912）、黃寬（1829-1878）及唐廷樞（1832-1892）等與中國近代化

密切相關的人物。其後，他跟隨校長布朗牧師（Rev. Samuel R. Brown, 1810-1879）轉赴

美國麻省孟松中學（Monson Academy）就讀，一年後，黃勝以水土不服歸港。黃勝雖

未圓留學之夢，但西方教育卻強化了他的英語能力及西方文化知識，6成為日後發展的

基礎。 

 

回港後，隨《德臣西報》（China Mail）的主編蕭銳特（Andrew Shortrede, 

?-1858）學習印刷。自此，他一生大部份時間與印刷、出版及報業扯上關係。他曾出任

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印刷所主管，協助著名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出版刊物。其中最著名的是於 1853 年出版的中文月刊《遐邇貫珍》（Chinese 

Serial），這是香港第一份中文報刊。7黃勝又嘗於 1860 年，在香港《孖刺西報》（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的支持下，與伍廷芳創辦香港第一家中文報紙《中外新報》，報導香

港本土新聞、商業動態與及中國消息。8
1871 年，他與王韜（1828-1897）合辦“中華印

務總局”，除印行各種書刊外，還將香港先進的鉛字印刷器材呈於京師的總理衙門，支

援清朝的“西法印書館”的興辦。他還出資支持《循環日報》及《華字日報》的出版。

9通過黃勝的辦報的經驗與識見，殖民地政府能夠較易掌握華人社會的輿情與群情。 

 

2. 擔任清朝的公職： 

1864 年，得江蘇巡撫李鴻章（1823-1901）及江南製造局總辦丁日昌（1823-1882）

相邀，黃勝遂毅然離港轉赴滬，接掌上海廣方言館英文教習之職。10
 1873 年 5 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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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幼童出洋肄業局委員的身份，協助老友容閎帶領第二批留美幼童赴美。1879 年，出洋

肄業局幫辦一職出缺，容閎提議讓黃勝接任，但為駐美公使陳蘭彬（1816-1895）所阻，

改調他到三藩市中國使館擔任翻譯。仕途上的受挫令黃勝對中國官場心灰意冷，遂買棹

歸航，定居香港，結束了他長達十五年的宦海浮沉。黃勝雖然最終未能打進中國的政治

領導層，但卻增加了個人在香港華人社會的聲望。數年後，他被選為東華醫院主席，成

為香港華人社會的領袖。 

 

3. 政治忠誠： 

黃勝雖然失意於中國政壇，但這種失意的經歷對殖民地政府來說，反而成了某種政

治的可靠性。加上黃勝願意歸化英籍，亦進一步印證了他的政治忠誠。黃勝是於 1883

年 12 月 20 日獲准歸化入籍。11在獲悉黃勝歸化入籍後，殖民地部大臣德比伯爵迅即於

翌年 2 月委任黃勝入局，就是這樣，英國人委任了一個他們可堪信任的華人擔當立法局

議員。 

 

小結： 

事實證明，黃勝一直克盡厥職，忠心履行作為殖民地政府與香港華人社會之間橋樑

的角色。在長達六年的立法局議員生涯之中，港府總共召開了 170 次立法局會議，而黃

勝只缺席了 3 次，12出席率高達百分之 98.24，且有四年是全年都沒有缺席的，是同期議

員中出席率最高的一位。在黃勝入局一月後，寶雲已稱賞他“能幹”（ably），並能就華

人社會的問題，向港府提供意見及資料。13英廷對黃勝的委任標誌著香港華人參與殖民

地憲制機構的開始，也是第一代移居香港的華人，安身立命於香港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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