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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客家姓氏譜牒都自稱來自福建寧化石壁。廣

東珠江三角洲地區則廣泛流傳著源自南雄珠璣巷

的傳說。華北地區則廣泛流傳源自山西洪洞大槐

樹的傳說。四川地區則廣泛流傳著源自麻城縣孝

感鄉的傳說。過去學人對與「麻城縣孝感鄉」傳

說相關的「張獻忠屠蜀」和「湖廣填四川」的歷

1 如認為明初湖廣已陸續有

較多。

行縱深性及歷時性的研究。「傳統中國區域社會

得以形成和發生變化的」。2 分區域深入探討地方

具體人群的來歷以及「麻城縣孝感鄉」提法興起

域社會研究的目的。筆者所討論的地點在四川西

支楊氏宗族的世系及來源、「麻城縣孝感鄉」提

法興起的時間和在楊氏宗族內部和其他後來姓氏

人群中傳播的過程。

一、沿革及地理

3

據現存於上里鎮白馬泉寺的明代萬曆三十一年

1603 4 碑以

區的上里鎮、中里鎮及下里鎮在明代均屬「雅州

河北、包陳、七盤、上黃村、中黃村、下黃村、

上里頭、上里二、上里三、上里場、中里頭、中

里二、中里三、中里四、中里場、下里頭、下里

二、下里三、下里四、下里場」。5 

55

場向北15 6 向南15里至下里場。

上、中、下三里由北向南依次排列於四面

斷的、直徑300至400米不等的「饅頭山」。東西

兩條大山系相距20

一的平原與狹長平緩的坡地。發源於北面天臺山

40里

據現存於上里鎮白馬泉寺的明代弘治十八年

1505 7 

們在稻田中源源不斷地挖掘出大量的烏木。民間

「麻城縣孝感鄉」傳說與王朝正統

陳志剛

中山大學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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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約40 20

又稱之為「羅繩氹」。

二、楊氏世系考

鄉的時間判斷的重要依據。對這支楊氏世系考證

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即在於此。

楊」。《楊氏宗譜》8 

永曆十年十一月錄一次。

比時蜀未投誠也。

本朝康熙十二年冬月廿五日秀翹公錄一

次。

一次。

一次。

珣

各錄一次。

次。

矣。

次。

兄嘉升家錄一次。

一次。

1 5 8 6

1846

1996年編訂本。

要對楊廷富以前的世系作一番考證。查《楊氏

安。」從始祖楊桂芳以下到楊廷富及其一個兒子

在楊氏宗族墓地找到了楊志綱、楊廷富和楊環祖

1 7 5 7

重立的墓碑後面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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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的原墓碑尚能看清「大明」二字。楊思恭及楊

泥土下面。據「本朝康熙十二年冬月廿五日秀

宗譜》裏則記載得很清楚。《楊氏宗譜》從楊廷

的世系從始祖楊桂芳到楊廷富應該是最清楚的。

1586-1673

十八房之裔族繁不及備載」。《楊氏宗譜》詳於

單憑其次子「九生」後裔的《楊氏宗譜》的記錄

次子「九生」後裔楊廷富世系。長子「萬生」遷

圷村楊氏宗族即其後人。

筆者先前到廟圷村考察過「萬生」這支楊氏宗族

1790

會為七代。《楊氏宗譜》中楊桂芳到楊志綱亦為

1571

1570

間僅相差一年。又據現存於上里鎮白馬泉寺的嘉

1531 刹碑

記》9 

楊桂芳到楊廷富的世系是可信的。

《楊氏宗譜》主要由九代孫楊環這一支系的

見上文的「楊廷富世系考」。

1655

次。無考。

1673

1716

1 7 3 2

1762

1787

珣各錄一次。楊魁為第

1796

1841

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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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

榮。」

1 8 7 3

國仁。」

1873

考。

1895

1796

嘉瑞抄錄。「思義」一支世系至遲在光緒年間亦加

入到《楊氏宗譜》裏了。

三、「麻城縣孝感鄉」由碑入譜的過程

筆者在楊氏宗族墓地發現了《翰宇祖公墓

志》10

舉人欽考知州通家眷弟晏煒撰　功授閣劄都司僉

書銜盟弟范應樂書」。該碑則是楊體富於道光五

1825

欽命督師閣部、加升遊擊團練、鎮撫名

1647

1782

氏第十七代玄孫楊仲元、楊榮春以及雅州府生員

11

　　粵自

太祖桂芳原籍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苦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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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石司王現

　　名邑庠生一十七代玄孫楊奇偉撰

楊奇偉撰文提出「太祖桂芳原籍黃州府麻城

1782

這支楊氏宗族裏入學的讀書人開始強調太祖桂芳

最早一個追溯祖籍為「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的例

的十七代孫庠生楊奇偉。

1 7 9 0

生」一支又立一通宗支碑12

1820

13

1845

墓碑14 

溯楊氏宗族淵源。現摘錄追溯楊氏宗族淵源的文

我楊氏湖廣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苦竹堡

  

加入了一段「祖諱筠松¡ ¡ 難以記錄」。其目的是

1 8 4 6

稽我始祖本係湖北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

憾乎。

「明初升任嘉定」的說法。祖籍「湖北黃州府麻

城縣孝感鄉」的說法與「始祖筠松」的說法第一

次出現於《楊氏宗譜》。

1 9 0 2

後。庶使祖宗慰而孫子安也。囊見家乘

神。第撰譜序略托始於漢代而直祖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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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事每有彌縫甚工而反流露不及。覺

「籲此不可妄斷臆說也。子如欲覓真根

教。」

光緒之二十八年歲在壬寅菊月九日 裔孫 

雅安縣學增廣生員儒齋士元撰

楊士元主要批評楊立程在處理「筠松為祖」

的問題上有「冒宗」之嫌。光緒年間羅繩氹既

它甚至令楊氏宗族內部的成員懷疑祖先是否為楊

桂芳。楊士元記錄他與同宗成員爭論祖先的話語

廣生員楊士元再次捍衛並推廣了祖籍出處地「湖

廣黃州麻城孝感鄉」的觀念。楊士元所謂「有古

1782

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的記載。

1782

1790

1820

1846

仕宗墓碑碑陰的宗支碑文時沿襲了楊奇偉的這一

1847

1 9 0 2

議》亦沿襲此說。楊氏宗族祖籍「湖廣麻城縣孝

四、「麻城縣孝感鄉」祖籍傳說的擴散

15 人數大增

56

38

第十七代二名。其中還有25

代以後。

1739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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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琳」18

這 種 現 象 至 少 可 以 作 為 乾 隆 四 十 七 年

1782

和追溯祖籍的原因之一來考慮。

吾蜀承平數十年矣。¡ ¡ 突於咸豐九年

動。¡ ¡

19

20

1 8 5 9

21 雅

安縣城東北翻蓮花山55

散」。22 

1 8 8 8

23 這種動亂造成水東鄉人心

姓。四川清初政府政策導向的「湖廣」移民很

李」24

1859

為重要。

25

式彙集。當中的 「祭鄉約文」提到「耶或此藍賊

1859

清明祭文

¡ ¡

¡ ¡

歆。

創作的。這篇「清明祭文」是作為一個固定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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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府學的生員。26 

籍湖廣麻城與科舉成功有著必然聯繫。這篇「清

籍湖廣麻城」的人群在羅繩氹的科舉考試中有著

格用這種格式的清明祭文。雖然我們無法探明到

底是掌握民間文本的讀書人傳播了和規定了「麻

規定了民間文本的形成與傳播過程。但科舉考試

一過程是非常清楚的。

27 

他姓氏追溯祖籍的現象相對增多。

400人左

右。

1 8 6 3

「許母楊老太君」題寫墓碑 2 8

氏¡ ¡ 29 其時間為

在明末。

400人左

右。

1871

30 而墓碑陰的「墓志分晰七房總序」

¡ ¡

應師氏¡ ¡

1873

到箭杆林的。墓碑顯示至遲同治年間黃氏與楊氏

700

人左右。

1894

炳林」給任文釗題墓碑31

¡ ¡ 」。從遷入羅繩

1895

任碧宗是明末清初從蘆山縣搬到水東鄉的。

400

人左右。

1941 32

20厘米就是水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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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來生疆¡ ¡ 邑入羅城景壩住居有年矣。茲者族

聲¡ ¡

景家並沒有幾人入學。以此推想寫碑文之人並非

城縣孝感鄉」寫下去。

侵入那些通過科舉產生讀書人且保有宗譜的姓氏

的宗譜。如中里胥氏33

34

氏35

易通過撰寫碑文者滲透到他們的碑文裏。上里楊

1850

36 筆者亦到

水東鄉文人並非如「現代學術體制規範」下的

想而知。

的那戶人家。楊思華的父親與楊文晧是

親兄弟。現在他們八兄弟發下來的人口

28

14

14個字輩

們是正宗楊六郎的後代。」老人在的時

從那裏搬過來的。後來楊思全又把最後

興。」37

五、結論

正是有了八甲楊氏後人名山縣庠生楊奇偉、

貢生楊奇芳、上里楊氏後人雅州府學廩生楊福基

的觀念普及於水東鄉。水東鄉的讀書人已基本認

同祖籍能具體到「麻城縣孝感鄉」是具有優越感

明該姓氏科舉入學有人。通過科舉入學的讀書

這些科舉考試入學人群對清王朝賦予他們「士」

的身份以及權力的一種炫耀。

1 8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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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使用於水東鄉各種禮儀場合。「清明祭文」中

城」的認可。沒有宗譜且祖籍沒有具體到「孝感

「麻城縣孝感鄉」的「祖籍」亦無處生根。目前

一種叫做「袱簿子」的世系冊子來代替宗譜。將

一過程。

在清代的水東鄉逐漸擴散。明代世居其地的八甲

的觀念。在水東鄉接受「麻城縣孝感鄉」的祖籍

加強了水東鄉人對清王朝正統認可的潛意識。

在人員遷徙流動極大的四川確立正統統治地位的

標誌之一。這可能就是為什麼在四川很多地方均

有「麻城縣孝感鄉」傳說的原因之一。

註釋

1 

2006

發表於1947

1980

1987

1997

2005

2 

2004 8 9。

3 

22

4  2008年12月26日上里鎮白馬村抄錄並拍照。

5 

3

叢書西部地方第28

1969 72。

6 

2002 94 303。

7  2008年12月26日於上里鎮白馬村抄錄並拍照。

8  2009年1月9日於中里鎮建強村拍照。 

9  2008年12月26日於上里鎮白馬村抄錄並拍照。 

10   2008年12月28日於上里鎮廟圷村抄錄並拍照。

11  2009年2月13日於上里鎮治安村抄錄並拍照。

12  2008年12月29日於上里鎮廟圷村抄錄並拍照。

13  2008年12月29日於上里鎮廟圷村抄錄並拍照。

14  2008年12月29日於上里鎮廟圷村抄錄並拍照。

15 

2004

16  

9 213。

17 

9 214。

18 

9 215。

19 

7

縣誌輯38

581-58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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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4

94 353。

21 

1956

4期。

22  

卷13

23   2008年12月30日於上里鎮四家村抄錄並拍照。 

24 

《 中 國 野 史 集 成 》 4 2

1993 488。

25  2009年1月15日於中里鎮鄭灣村拍照。

26  

頁27。

27 

448。

28  2009年2月8日於上里鎮白馬村抄錄並拍照。 

29  2009年2月8日於上里鎮白馬村抄錄並拍照。

30  2008年12月25日於上里鎮箭杆林村抄錄並拍照。 

31  2009年1月3日於上里鎮四家村抄錄並拍照。

32  2009年1月9日於上里鎮共和村抄錄並拍照。

33  2009年1月12日於中里鎮鄭灣村拍照。

34  2008年12月19日於上里鎮四家村拍照。

35  2008年12月17日於上里鎮四家村拍照。

36  2008年12月18日於上里鎮五家村抄錄並拍照。

37  2008年12月21日於上里調研之筆記。

2009年2月17日在中里鎮建強村抄

2009年2月17日在中里鎮建強村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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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滅敬為重建竊以祖宗雖遠祭祀不　　公諱環字世循本里人氏世居本里為

可不誠子孫雖蕃一本不可不親凡屬　　八甲里長職司木鐸廣行教化樂於修

公之子孫春秋拜掃禮毋或缺還當長　　善喜好佈施生於萬曆丙戌亡於康熙

相仁讓永敦雍睦毋失一脈淵源之意　　癸丑身歷二代壽享九十生有五男派

皇清乾隆廿七年壬午三月十二日立　　流四支後裔繁昌良有以也茲因墓碑

明代墓碑

吉立日三初月一十年五慶隆

2009年2月17  

2008年12月29日在上里鎮廟圷村抄

錄並  

2008年12月29日在上里鎮廟圷村抄

錄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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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均能見到。如湖北孝感一帶的「打花鼓送瘟

安。位於贛江中游的江西吉安縣曾經盛行一種稱

異曲同工之處。由於不同的文化傳統、地理條

式的具體過程也有差異。但是儀式的結構基本上

　　

　　「燒船

　　

家　　

為社區提供新春社交慶典場域。

吉安縣的「喊船」儀式在當代基本上已經

料。筆者在吉安縣橫江鎮馮先生手中看到了該鎮

侯家村「喊船」儀式文本1 6月28

象是均已年過80的侯氏夫婦2

式文本和田野訪談資料對喊船儀式做了些考察。

侯家村位於橫江渡東五公里的西龍山南麓丘

村。3

解放初期約有50

能有80至90 30年代內戰的原

的村落都是只有十來戶。

「鬧元宵」。對於「喊船」儀式最早開始的時

侯道達老人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

一、「喊船」儀式的由來

帝無論出現什麼後果都不要責怪他。皇帝答應

然喧鬧聲頓時停止了。當皇帝命人到地下室查看

道教儀式與民俗文化

　　對江西省吉安縣侯氏家族「喊船」儀式的考察

黃天娥

中山大學歷史系



田野與文獻　第五十五期　 2009.4.15第14頁

「喊船」。

二、「喊船」儀式的過程

準備工作由宗族成員和道士分別進行。

宗族確定頭人。「喊船」儀式是從接神那一

般都不會動用宗族公產。

頭人一職由房份內的成員輪值。4 侯家有五

3 0

頭人在新年前就要準備好各種「喊船」時所

道士預備船畫。「神」是從道士那裏「接」

heng

便於固定。住在距離侯家五、六里石塘邊村的蕭

回村舉行這一儀式。

需要派出一支隊伍去道士家。這支隊伍由族長、

到侯氏宗祠　　敘倫堂。敘倫堂是一座四進的建

薩及娘娘菩薩上香。

族長選出的四個識文斷字的中青年人負責。他們

歌。上文提及的侯先生就曾經連續幾年被族長選

部分的唱詞。由五、六人組成的鼓樂隊也在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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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儀式正式開始。

5天符都天總

賽頭人候某某　某某　等茲屆上元令

6

 請起諸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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艌不成船。

打艌卻要油灰艌

艌

房長、紳士及頭人中選出代表對全體宗族成員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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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柳義8 

只有三郎身在9 

有五娘身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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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長的率紳士及頭人更換船畫前的祭品及齋飯。

念四次。

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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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送頭人侯敘倫堂

起神頭人侯某某

謹同中霄弟子侯某某 某某

合唱「吃了飯罷去河頭」那段。「四稍」稱之為

頭人更換香案前的三牲及齋飯。「五稍」稱之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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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他再次在船畫前擺放香案。康老爺、福主

12 所以這個儀式要

花很長時間。

13 

之前殺雞、殺豬時留下的雞毛、豬毛等帶到船畫

三、對「喊船」儀式的分析

式中扮演祝福者和觀眾的角色。村中供奉的康王菩

一起「參神」及「送神」。村中的諸神是儀式中不

護一方平安。

「喊船」是民俗化的道教儀式傳統。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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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一點為天師是得到皇權許可下引導人們進行

吉安縣各個村落的天師道的道士們在家中建了不

神」的離去而遠離村落。人們相信儀式可以禳災

這儀式是屬於道教傳統。

福主南平大王及本地頗有影響力的康王菩薩、娘

的民俗活動。

於貽誤了投胎時機。祠堂這一地點已經隱喻鬼魂

「大神」亦能順著船歌中「路引」所指示的方向

宗族組織的安排下有條不紊地進行。宗族成員對

是他們和他們的社會圈子共同的慶典。在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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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顯示自身實力的舞臺。儀式成就了一次又一

四、餘下的思考

提供社交場合。

析。14 

15

據是《道藏》中的《道法會元》中所記載的〈神

靈遣瘟送船儀〉。16 

藏》中記載的儀式已經有很大區別。後者是純粹

侯氏宗族「喊船」的民俗活動及其經濟活動的關

註釋

1   

宗族第三房的堂號。現在這本儀式文本保存在吉

安市青原區胡忠堂手中。儀式文本主要組成部分

2   侯先生生於1923

氏生於1925 1948年嫁入侯家。

3   

1987

4   在此本侯家儀式文本中就保存著本村三房的頭人

5    

6   

7   

她們不要附在人身上。

8    

9    

10   

11  

洲、城江山及營前是禾水邊的地名。

12  

的具體內容。

13  

14  

1993

該文章詳細記錄了江南一些地方送瘟船活動的

1 5  

2002 85。

16 1988

220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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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867

底卜昌村王氏聯合鄰近鄉村為抵禦捻軍的襲擾而建

重修祠堂碑記、修廟記及有關王氏賑災的碑記等

等。本文嘗試用搜集到的相關文獻對若干碑記加以

一、從《王氏家廟記》談起

1876-1877

歷捻軍襲擾後不久的卜昌村中曾組織附近鄉民

抵抗捻軍的王氏族人再次在災荒中發揮了重要

作用。王大溫、王大文、王惟圖、王惟欽及王惟

1880

大溫等人立碑以答謝王家的義行。1 早在光緒五

1879

奉旨賞加鹽運使銜。2 

　　王氏家

3

夫之廟有三。溫家自高祖以來繼禰為小

剏

恧焉。於是思成

芘

乃不辭而為之記。

誥授光祿大夫賜進士出身經筵日講起居

注吏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實錄館總裁

國史館副總裁總理各國事務管理戶部三

庫稽查京通十七倉大臣加三級毛昶熙撰

晚清亂世中的華北鄉村

　　博愛縣寨卜昌村若干碑記釋讀*

宋永志

中山大學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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誥授修職郎候選訓導陳震書

詔封通奉大夫欽加鹽運使銜賞戴花翎山

東候補道加一級隨帶加二級五孫大溫暨

子侄惟
熙
聰
誠
　惟

功
修
楹
　侄孫

肯
琴
印
堂　侄孫

壽
琴
鑒
廉

堂　 

侄曾孫其

炳
昌
浚
恕

立石

光緒七年歲次辛巳嘉平月上澣谷旦 

族人守約刻字

自己修建家廟的理由。碑記中王大溫稱自己為五世

合清代品官家廟的規格。據現存光緒三年所修王大

也就是王大溫所說的「自高祖以下為小宗」。王問

的冶鐵和鐵貨製造中心　　山西的澤州、潞安二

重要的商品集散地。王氏自王問安曾祖王敖開始經

4

二、《創建大王廟碑記》所見之鄉村整合

咸、同之際的懷慶府地方社會一直在動盪之

1853

5 

1867

其襲擾的目標。此時的卜昌村王氏先後捐鉅資修

司職銜的王啟俊及其子弟帶領周邊村落的村民數

俊等人便聯合喬卜昌、油王卜昌等村共同修築寨

6

7

已酉科拔貢侯選教諭東周張慶元撰

邑庠生員安昌韓五雲書丹

總理會首
花翎同知王大溫
藍翎都司王俊升
　　　　王成士

　幫辦會首
理
衛
從
千　

問王
漢然
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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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儒
九王
全士

　同知
王全智
王大倫
王明夏

　
　　王克勤
　　王長年
同知王惟欽

　
王克寧 
王 守 卿
馬鳳儀 

大清同治六年歲次丁卯季冬上澣之吉立

　　　　　　　　　　　 石工王守約鐫

運河及黃河一帶的市鎮鄉村多有其祭祀廟宇。明

8 作為河內縣最大的商業

曾出資修繕。同治年間地方上的亂事打破了鄉村

更深入的調查來解答。

地方上的社會危機隨著捻軍的戰敗而得以

1874

1765

9

詔封通奉大夫賞戴花翎知府升銜部選分

府裔孫大溫沐手撰文並書丹

總理首事裔孫
部選分府
候選同知
從 九

　
大溫
大有
成士

　
候選同知大倫

長年　
　　　克甯　

　

　　 幫辦首事　
從　　九全士
典　　籍嗚夏
甲子舉人廷選

　
監　　生
監　　生
東河分州

　
作謀
歲雲
惟欽

　

典籍
監生
　　

　
克立
綱勤
丕清

　
九香
作哲
守德

　
　鎔
生貴
秉義

仝立

大清同治十三年歲次甲戌季春之月中浣

穀旦

這在當時的河內縣鄉村是很普遍的現象。祠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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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王大溫又修建了支祠　　

的權勢與榮耀。

四、結語

期華北一個普通鄉村在捻軍襲擾前後所發生的變

化　　

加擴大了王氏在地方社會的權威。透過卜昌村的故

部變化的背後所存在的機制有了更深刻的體會。

1997 144下。

3  

封贈之碑及此碑均存王氏宗祠內。

4  

5  

碑存博愛縣石佛堂。

6  

翎同知銜特授湖北荊州直隸州州同青臣王公墓志

昌村王氏宗祠內。

7  

存寨卜昌村王氏宗祠內。

8  

註釋

* 2007年8

港人文社會研究所、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

學院客家研究所協辦的「2007年歷史人類學全國

昌村作調查。本文的寫作即基於是次調查所收集

1

「王大溫」。王大溫在光緒七年曾與江南士紳

10

光緒初年華北災荒及江南士紳在懷慶府義賑的研

2005 5 114-14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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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2期。

9   

《歷史人類學學刊》

2009年4
論文

1.  

2. 明清時期徽州宗族的發展和義田　　  

3. 「藝術家」的塑造　　  

4.  

 　

書評

1.  Susan GREENHALGH, Just One Child: Science and Policy in Deng¡s China  

2.  Xiaobing TANG, Origins of the Chinese Avant-Garde: The Modern Woodcut Movement

    

3.  Nicolas STANDAERT, The Interweaving of Rituals: Funerals in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4.  Dorothy KO, 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5.  　　  

6.  Patrick HASE, The Six-Day War of 1899: Hong Kong in the Age of Imperialism 

       

7.  Sui-wai CHEUNG, The Price of Rice: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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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重重。醫官早已特別地指出太平山區的衛生

1 科大衛

2 從而可

的角色與責任承擔。

一、衛生與名譽

當中更涉及多個衛生層面。下列就是香港開埠以

來第一個60

時間 病症/問題 主要地點 重點處理方法

1843年 發熱病毒 黃泥涌村
恢復使用山頂別墅

及植林政策

1849年 排水渠道瘀塞 太平山區 維修與清潔

1857年 性病 妓院
制訂性病條例

1858

1877年 家畜的衛生 太平山區
制訂公眾衛生條例

1887

1882年 臭味投訴 下環區 查維克報告

1894年 鼠疫 太平山區 成立公立醫局

香港政府最早期面對的挑戰便是發熱病毒。

James Legge 3 於1843

引致死亡病例而被棄置。4 Bruce Shepard也有同

18

Da vi d 

J a r d i n e

谷」。5 渣甸公司因為疫病襲擊而被迫放棄此鉅額

病及死亡個案。Bruce Shepard報告指出英軍傷病率

1848、1850、1851、1854。6 故而

報告及 。7 

港政府的統治威信。

二、風土病的啟示

緊急處理。港督軒尼詩於1881

1866-1872

1872-1877 8

1883-1887 1884

維多利亞城的衛生政策

　　殖民者統治手法的演變與士紳社會的自治

黎傑長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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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數千株合適在亞熱帶環境生存的澳洲品種樹

Eucalyptus 9 麥

重威脅沒有免疫力的居港洋人。政府耗資推動植

三、性病與貪污

Norman Miners

1858年通

過第12 10

發牌制度去管制妓院。總註冊官為發牌局的負責

人。首先持牌妓院必須集中於維多利亞城的東

承擔醫療費用。

William T. Bridges

立法控制妓業衍生的魔鬼。11 

1854-1859

心如何執行此法令。12 

殖民地政府官員質疑一紙的法令無法整理衛

1859年的案例證實官員的憂慮。當年夏

¡ HMS Chesapeke¡  艦上士兵在香港

獲得48 195

不能再執勤。13 

Dickson

James Hope 14 匯報香港警察

現不符合紀律人員的要求。第二是警隊陷入腐

15 

隊的角色就是關鍵。

敦政府建議立法進行管制。1864

蓋範圍包括所有英國本土設有海、陸軍基地的市

的衛生。16 

17 於是理藩院大臣指示香港政府修訂

1867

病條例。邁樂文指出香港的新例賦予香港警員更

18 　

香港的性病條例就是英國傳染病法例的藍

露香港警察的素質及其執法不力等問題。例如按

Cha r l es 

May 19 

就如Henry J. Lethbridge

充斥於政府的各個階層。20

1891-1898 1861年引



田野與文獻　第五十五期　 2009.4.15第30頁

21 並且大力清洗警隊的貪瀆份

1866 22 高

間接演變為直接。23

1857年至1894年是要合法化院

1900年至1933

散。24 

們沒有強化吏治的決心。

是5 1、華人是7 2 25

會衛生問題。　

率高達百分之四十。26 寬免政策的原因是華人的反

27 於是衍生

無積極理會華人社區的需要。Geoffrey R. Sayer指

他們自行處理死亡、疾病及衛生事宜。28 此類樣情

繞不斷。

四、查維克報告

1882

War Office

Canton Bazaar

早於1 8 7 4

來英廷的再度干預。於1881

Osbert Chadwick

視衛生問題。

是支配整個衛生政策的大方向發展路線圖。29

1883年成立

潔淨局、1887年通過公共衛生條例、1883年收回

30 劉潤

的金錢利益矛盾。31 

大。32 Shelton Hooper

來歐、華籍的業主分別向政府抗議。33

種種拖延的情況令查維克報告只是一個空中

James J . Keswick

1894

生變革才正式執行。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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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陽奉陰違地架空查維

壓。36

邁樂文認為潔淨局的董事會議組成就是問題

潔

嚴格的控制。更何況是動用巨大公帑改善華人社

五、寶雲的手法

向立法局的官式發言得知。38 他指出財務的首要問

1,095,005

程、銅鑼灣填海工程、為新中央市場的購置土地

173,959元。

39 自

然可以立即消弭英軍的投訴壓力。此處理方法如

1849 1848-1854

渠道口。40 

Geoffrey R. Sayer

理死亡、疾病及衛生事宜。41 

殖民地政府承認港島的原住民及其他華人可以維

持享受中國法律與習俗的統治。42 

1894 43 

府唯有以另一種策略去應變來維持政策的定位。

Cecil C. Smith

人買辦、商人等合資。例如集資47,000

15,000元作日後的運作經費。44

45 

華商組織各環的公立醫局。

六、政治融合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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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華人社區。46 

華醫院最終要接受經過西醫訓練的華籍醫生作

political integration

1920

繫。48 

要漸漸強化對華人團體的控制。

1909

生負責管理華人醫院或公立醫局。49 

「政治融合」政策的衝擊。西醫學院及警員學堂

說是十分微薄的。此類政策一直被奉行。如1909

34,100

2,000

94%。50 

政府實行此政策也要付出相當的代價。以下一則

¡ ¡ 51

52

¡ ¡

¡ ¡ 又本院多

圓七毫壹仙¡ ¡ 該院進支數目大綱如

仙、演戲籌款三千八百九十五圓三毫一

仙、銀行利息工百一十二圓零六仙、舊

日屋租一百四十五圓三毫、進政府助銀

壹千四百圓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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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還

變。

採用一種遙控手段。從以下這則〈東約公立醫局

開幕紀事〉54 

尤篤。今日與諸

云云。」隨由莫若濂將銀匙敬獻蒲撫華

座。¡ ¡

瑞山、聯泰、和利、天興、惠記、謙

泰、鄭西屏、傅奕朋、三和、譚俊、勝

卿廿五圓、葉賓五圓、該院掌院費士倞

醫生廿五圓、何隸生年捐壹百圓。聞該

協助只是免費撥地及撥款1 , 400

是脫不出港府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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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港有行

府亦應為協助者也。試舉可稱頌之一而

公立醫局亦開辦多間。今廣華醫院又已

均屬華人所¡ ¡

育。55

1907-1912

功完成地區的衛生任務。同時亦公開承認這個規

為遠東一帶的模範。盧押更進一步承認紳商處理

華人小學生教育。

衛生防疫工作。

說情形〉56

本港公立醫局於廿八日三句鐘假座太平

¡ ¡ 在疑似之

¡ ¡ 蒲主席、劉

潔淨局主席及劉鑄伯君與弟三人估其

價值歸¡ ¡



田野與文獻　第五十五期　2009.4.15 第35頁

情¡ ¡ 。」

影響經濟。57 

58 

59 公眾醫局的殮葬服務擴展

至協助回鄉安葬。60 這種種政策明顯就是放寬法例

61　

1904-1907 1906年委任一個委員會進行調

62 故而可

方醫局的運作經費。

病死者遺體回籍安葬等服務。地區醫局就是一個

沒有被瓦解。63 

向的歪變。

七、總結　

laissez-faire

團的最佳利益。64 

方向。

告的態度有天壤之別。

基石。

學者分析戰後的工商業及流行文化發展模

19

65 開埠時的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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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

80

致是由各種不同因素交互促成。除了地理上處於

體系¡ ¡ 。66 

67 

卻仍可以維持一個相當有效的統治。「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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