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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的誕生

十九世紀初，香港華人社會充斥着傳統男尊女卑的觀念，

女性常常成為被剝削的對象。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創

立，就是香港婦女不甘被角色定型、發揮女性領袖才能的

一項明證。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
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
行。」彌迦書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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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的誕生

女青服務廣傳中國

十九世紀初，有關婦女權益的思想從西方傳播到東方，為女青年會運動在中國

扎根播下種子。 1890年，中國第一所女青年會學校——弘道女中——在杭州成立，

1908年中國第一個城巿的女青年會則在上海成立，之後，各大城巿及鄉鎮亦相繼成立

女青年會，包括廣州、天津、成都、北京、南京、杭州、武漢、廈門和西安等。香港

基督教女青年會（Hong Kong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 W. C. A）於

1918年籌備， 1920年正式成立，為中國第七個市會。

英國殖民統治香港時期，英國人只為了滿足其對外貿易的需求，基本上對港人及

香港的發展沒有任何承擔，因此早期香港的教育、醫療，甚至地區治安等，一概由外

國教會以及本地華人社團主理，政府甚少參與。這個時期，香港政府並沒有設立任何

社會福利政策，靠賴家庭、街坊、教會及其他非政府組織提供主要的社會服務，當以

上群體或組織未能提供某些服務時，政府才會介入，填補空隙，以緊急的實物援助形

式供給市民（香港聖公會， 2014年）。由 1841年開埠至 1920年左右，以人為本的社

會服務及慈善工作，例如教育、醫療及福利，主要是通過不同的非政府組織負責管理

和提供服務。

基督教女青年會運動的起始

1855年英國倫敦出現一個基督教女青年會運動，受到當時歐洲工業革命及克里米

亞戰爭（1853至 1856年）的影響，大批年青女子離開家庭到工廠謀生，或隨護士南丁

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到戰場服務，自此開展了婦女就業。當時一位熱心婦女

金耐德夫人（Lady Kinnaird）察覺到這個需要，開辦了一間婦女宿舍，使一些遠離家

庭的女子得到一個「家外之家」。另外一位熱心基督徒羅拔女士（Emma Robarts）經

常集合婦女們舉行研經班及祈禱會，為女青運動奠定基礎。至 1877年，兩會合併稱為

基督教女青年會（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簡稱 Y. W. C. A.）。自此，

基督教女青年會在世界各地相繼成立。 1894年基督教女青年會世界協會（World Y. W. 

C. A.）在倫敦成立，當時最早加入的會員有英國、美國、挪威及瑞典四國的女青年會。

1975年起世界協會改以瑞士日內瓦為基地。

1939年創辦港粵基督教女青年會九龍辦事處，設於九龍彌敦道。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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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宣告成立，總辦事處設於上海，其時全國

已有 12個城巿女青年會及 80多個校會。《廣州基督教女青年會成立一百周年紀念特

刊（1912-2012）》中有以下記載：「1938年 8月廣州淪陷，本會（即廣州女青年會）遷

往香港，承香港男青年會撥借九龍會所一部分為辦事處，並與香港女青年會合組穗港

聯合辦事處，集中人力物力組織隨軍服務團，徵集衣物藥品運往戰區。該年，隨着會

員遷澳門者日多，本會駐香港九龍辦事處分設辦事處於澳門新馬路， 1941年 12月，

香港淪陷，本會駐香港九龍辦事處董事幹職相繼內遷。」

在香港淪陷時期，香港女青年會總幹事單德馨及多位董事幹事先後疏散離港。單

桂林基督教女青年會成立大會留影

德馨疏散到桂林，發動當地婦女組織桂林基督教女青年會，開設宿舍，成為許多香港

家庭的臨時居所，並為不少從香港到桂林的婦女提供援助。當時香港女青年會關閉了

11個工作區，只剩下般含道總辦事處。後又被日軍佔用了部分女青宿舍，未能及時疏

散的宿員幸而有驚無險。其時香港各處糧食短缺，每人每天只配給六兩四錢的米糧，

饑荒處處。 1942年 6月日本政府頒佈條例，着令各機構依次復業。幹事黃玉梅與會

長胡素貞權請 10位董事登記復業，盡量善用環境舉辦各種補習班和學術講座、救護傷

亡、靈修證道、消費合作、分區訪問等事工。幹事黃玉梅與同工郭鳳軒埋頭苦幹，經

過三年零八個月的黯淡時光。

1947年，首次於杭州舉行四年一度的基督教女青年會世界協會理事會，當時香港

由本會會長譚紉就及總幹事單德馨代表出席。

本會立會之初為中國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屬下之地方巿會，而全國協會則與世界協

會聯繫。自 1950年代的政治因素影響，本會與全國協會失去聯絡。 1979年 9月，本

會申請加入世界協會為甲組會員，獲理事會通過接納，此後本會正式直屬女青世界協

會，享有全部權利及義務，包括選舉權、被選權及表決權等。

1980年代中國實施開放政策，內地與香港的交往與日俱增。本會與全國協會恢復

聯繫，本會董事及同工曾先後多次到訪全國協會及上海、北京、天津、南京、西安、

廣州等地巿會。本會青社部亦推動青少年國情教育工作，得到全國協會的協助，舉辦

不同類型的內地體驗及交流活動，加強香港青少年對祖國的認識，培養其民族意識；

另一方面，全國協會曾組織內地 10個巿會人員到訪本會總會所及部分服務單位，認識

本會服務，互相交流經驗。 1990年代中期，天津及廣州女青曾派出管理人員到本會不

同服務單位培訓及實習。 1991年華東水災期間，本會透過全國協會的聯繫及協助，發

起賑災，籌款捐助災民重建家園，並且捐款在安徽省鳯陽縣興建兩所敬老院及小學，

表達本會對祖國同胞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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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思想阻礙女性發展

在 1910至 1920年代的香港，華人傳統習俗和思想根深蒂固，納妾和奴婢制度通

行無阻，受到男尊女卑的中國封建觀念影響，本地女性地位低微，女性的需要、權益

和意見根本不受重視，甚至常常淪為被剝削的對象。傳統的中國家庭父母普遍認為，

婦女的責任不外乎養兒育女和侍候翁姑，加上婦女一般婚後甚少外出工作，因此無接

受教育的必要。在中國重男輕女及「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思想影響下，受教育的本

地婦女比例極少。 1843年英國聖公會的傳教士隨英軍到香港宣教，並開展各種福利工

作，結合傳道、醫療、辦學及救濟活動。初期開設女子識字班，於 1860年開設女子學

校，教導婦女讀《聖經》及讀書識字。其後陸續開辦聖保羅女書院、協恩女校、聖保羅

小學、拔萃男校等。本會早在 1915年籌創時期，已聯繫幾所教會女子學校，開始為本

地少女舉辦聖經班及康體活動，並相繼在英華女學校、聖士提反女校、聖保羅女書院

及維多利亞女校成立學校女青年會，開展少女教育及培育女性領袖的工作。

當時不斷有內地的農村婦女湧入香港，但礙於資源有限，香港婦女教育服務仍然

匱乏，婦女文盲的問題嚴重。一方面，低下階層貧窮婦女面對各種限制，無法改變個

人命運，另一方面，社會上少數家境富裕及曾受教育的婦女，則感到個人視野和生活

圈子狹窄，希望能發揮個人才華和領導才能，增強個人的獨立自信，提升自己在家庭

和社會的地位。

1910年代初期，不少中國內地青年女子申請庚子賠款公費出洋留學，多取道香

港。當時香港作為主要商埠，不少商人單身居港，他們成為妓寨的主要客源，同時亦

有不少少女由內地被販賣來港當婢僕或妓女，故一般長輩不放心青年女子僑居香港的

旅舍。本港一位熱心教會婦女服務的馬霍慶棠女士，常作東道，慇勤招待來港的內地

青年女子，令她們倍感心安。霍氏常隨先生到廣州和上海處理商務，聽聞兩地設有基

督教女青年會，並開辦女子宿舍，她渴望在港設立類似組織，服務人群。於是召集幾

位同道，即胡素貞校長（聖保羅女書院）、馬霍絮如女士及李吳鑾絃女士，經常聚集研

經禱告，在創會之前先尋明上主的引導。

香港首個婦女團體

1915年開始，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在香港各基督教女子中學推動學生青年

會工作，1916年本會四位發起人向女青年會全國委員會申請派員來港協助籌辦工作。

1917 年蒙加拿大女青年會全國協會派黎理悅女士（Miss Nell E. Elliott）來華協助本

會，她先到廣州學習中文及粵語，於 1918年到港後出任總幹事，蒙胡素貞校長借出堅

道聖保羅女書院一課室作為女青年會籌辦所，同年正式啟用。 1919年聘單德馨女士為

幹事，由女青年會全國委員會安排，到上海總部受訓三個月，秋間回港後與黎總幹事

一同進行本會籌創工作。

經過兩年籌備，中國第七個巿會——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於 1920年 3月 10日

舉行成立典禮，成為本港第一個婦女團體。其時租用堅道 59號兩層樓為會所，董事共

12位，會員 81位、同工 2位，由發起人馬霍慶棠女士任首屆會長。 1927年單德馨女

士出任總幹事，為首位華人總幹事，黎理悅女士出任顧問總幹事。

1937年中國發生蘆溝橋事變，日本入侵東北三省，本會領導會員開展戰時服務工

作。 1938年全面抗戰期間，本會動員全體會眾聯絡各界社團，開展救濟流亡學生的工

作，更聯合港九各廠商於聖保羅女書院舉辦中國貨品展覽會（工展會的前身），提倡港

人罷買日貨，並徵集人力、物力與財力資助抗戰。 1940年香港女青組織隨軍服務團，

翌年聯合各社團發動全面抗戰工作，是年 12月 8日太平洋戰事爆發，本會救傷隊出動

工作，在槍林彈雨之下扶傷救死，晝夜不息，直至 1941年 12月香港淪陷。 1945年

香港重光，香港女青各工作區的工作逐漸恢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