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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印刷、出版、设计业百年大事记：1900-1939 
资料来源:印艺301期/2009年1月 

「香港印刷典故」自2004年开始在本刊分期刊登，至今已跨越五个年头，发表超

过五万多字，涵盖了多个范畴，已大致全部完稿。这一辑「百年大事记」作为终结

篇，让各位老、中、青同业藉此温故知新，缅怀同业先辈之丰功伟绩，有余不尽，请

各位读者不吝赐教，提供更多数据以充实内容，本会日后将辑订为合订本发表。 

    1900年 

    《中国日报》创刊，是清末革命党人在香港办的报纸，它由孙中山先生旅居日本

时筹办的，该报社长是被称为「四大寇」之一的陈少白。 

    1903年 

    《 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创刊，创办人为兴中会成员谢缵泰

和英国人克宁汉Alfred Cunningham，初出版时称为《南清早报》，每月订阅费只须

港币三元。此报至今仍于香港出版，出版超过一百年。 

    1913年 

    永发印务创办，主要经营独特优质的印刷品及包装材料，其在香港湾仔登龙街开

业，大股东是南洋烟草公司。 

    1914年 

    商务印书馆于香港设立分馆。 

    1920年 

    香港华南洋纸商会成立。 

    永发印务于1920年搬往铜锣湾兴发街3号，扩建近四万呎厂房，成为一间大型综

合性印刷厂。永发除了印南洋烟草公司印件外，也是承印英美烟厂的「红锡包」及

「玉叶」等烟包，又向上海及日本聘请分色技师、分色吊牌及印制当时流行的对开招

纸画，如广生行双妹唛花露水及虎标万金油等。更在新加坡开设分局，承接南洋一带

业务，如梁介福及杨协成等。永发当时是香港印刷商会及香港印刷工会中，员工人数

最多的印刷厂，该厂的负责人简日祥先生，曾历任香港印刷商会监事长一职。 

    1921年 

    罗兰印刷机开始在中国开创业务。 

    1924年 

    香港商务印书馆设厂于香港西环坚尼地城吉直街，厂称「商务印书馆香港印刷工

厂」。 

    1925年 

    岑维休先生收购《香港华商总会报》，改 

名为《华侨日报》。 

    何东家族创办之《工商日报》创刊。 

    1927年 

    中华书局设立香港分局。 

    天主教慈幼会创立工艺院，于西营盘圣类斯学校开办职业训练，提供造鞋、洋服

及印刷等训练。 

    1933年 

    中华书局在九龙设立印刷分厂，印刷设备时称远东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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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 

    中华书局在香港设立分厂，业务是承印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发行的钞票（法

币），工人约二千名，主要是从上海招募而来。不少工友参加了工会，在厂内建立了

印刷工会「第三特别支部」。 

    1937年 

香港印刷业工会于6月成立，组织会员包括平版、活版和中华书局香港印刷厂等印刷

业部门及企业的工人。组织会址设于香港德辅道中51号3楼。 

    1938年 

    由胡文虎及胡文豹兄弟创办的星岛集团于8月1日首先出版了中文版的《星岛日

报》和《星岛晚报》。 

    香港印刷业工会举行了庆祝成立大会。香港印刷业工会领导全业工人进行了「减

时运动」，各厂工人分别和资方谈判，陆续达成协议。 

    香港印刷业工会领导中华书局印刷厂进行了三次斗争，由起初，印刷资方迫令工

人重签「临时工合同」，工人罢工抗议并要求签长工合同，斗争得到社会人士的支持

和调解，资方被迫同意工人要求。直至冬天，资方颁布新厂规，其中一条是：「厂方

有权解雇工人，被除者可得十天工资」，工人提出反对并选出代表交涉。而资方竟然

把工人先后选出的两批代表共六十九人开除，激发起全厂工人的义愤，进行了罢工和

绝食抗争，全厂工人团结一致，在全港各界的关注、支持下，成功取得了六十九人复

工的胜利。 

    1939年 

    香港印刷业商会创会，当时香港有200多家印刷同业，当中有150家加入此会。首

届执行委员会推举威信公司的刘富文为主席，另聘叶兰泉为名誉会长，开展会务。 

    《 成报》于5月1创刊，由何文法与何文台、汪玉亭及李凡夫联合创办。 

    香港印刷业商会出版之《香港印刷业商会会刊》于12月1创刊，期间因战事停

刊，于1947年8月1日复会后复刊。 

    香港印刷业商会成立后，香港印刷业工会和商会订立了协议，在印刷行内实行每

天工作九小时、星期日休息一天的规定。这次运动，不但缩减了工人的工作时间，并

为以后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奠下了基础，也为工会和商会沟通对话树立了良好的关系。 

    中华书局资方突然宣布解雇一千四百多人，原因是「印钞部印刷工作完毕」。工

人的反解雇斗争持续了八个月之久，解雇金从原来的两个月争取到六个月。期间获得

香港各界、海外侨胞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收到不少慰问信和捐款，给全厂工人极大的

鼓舞。事件结束后，部份罢工工人，在朱亚民带领下回到国内参加抗日斗争。 

    香港印刷业工会领导《南华日报》、《天演日报》、《自由日报》三间汪系报馆

的工人，开展了反对汪精卫汉奸集团卖国投敌的斗争。  

    1938年，正当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的时候，当年底，身为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由重

庆飞往河内，随即发出「艳电」公开投向日本帝国主义，1939年5月转到日本，策划

组织伪政府。（1940年回到南京组建了汪伪政权）汪精卫宣布叛国投日的时候，香港

有几间支持汪精卫宣扬投敌卖国言论报馆的工人，奋起反击，《南华日报》、《天演

日报》两报的排字工人，宣布由8月13晚起，举行反汪大罢工，两天后《自由日报》

的排字工人也加入罢工的行列。三报罢工工人，通电全国，声讨汪精卫投敌卖国的罪

行。斗争中不但得到香港和国内各方的支持，还得到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等人由

重庆《新华日报》转来的电报和慰问金。罢工工人在斗争中组织起来的力量，其中一

部分组成了「八．一三」回国服务团。由司徒维带领，回到内地进行抗日活动。（下

期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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