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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東京大學濱下武志教授的推動下，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中國經濟史研究室、香港華南地域

社會研究會、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在鄉商人」

研究計劃和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明清經濟史研究室

合作設立「華南研究資料中心」，旨在為從事華南

研究的學者提供資源共享的條件，吸引更多學者從

事該項研究，推動香港、內地與海外同行的交流與

合作。

　　中心目前已在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設立資料收

藏和閱覽室，香港地區的資料收藏和閱覽室正由香

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在鄉商人」研究計劃積極籌

備中。中心以我們多年來收集的資料為基礎，搜

集、整理，出版華南地域研究的文獻、口述資料、

調查報告、照片及錄音錄像等材料，並期望目前正

在華南地區從事田野調查和文獻收集工作的海內外

同行，向本中心提供其所搜得資料的副本，在經費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成立

許可的情況下，搜購各類古舊圖書。中心收集的所

有資料，將以複製形式保存於香港、廣州兩地的資

料收藏和閱覽室。中心將有計劃地選擇各類民間文

獻整理出版；為從事華南研究的學者提供閱覽、諮

詢服務；在得到資料捐贈者許可的前提下，向研究

者提供所需資料的複製件；並定期以《中心通訊》

形式通報資料收集情況，本期所介紹的幾種文獻，

就是本中心最近收集到的資料。

　　中心成立後，原由香港華南地域社會研究會出

版的《華南研究》(年刊)，擬改為半年刊，由中心

負責編輯出版。中心目前正與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

究所東洋文獻中心合作，編輯出版地方文獻，近期

將出版的資料集有《乾泰隆契文書（一）潮汕地區

土地契約文書》、《東莞張聲和堂家族文書》、《南

海黃慎遠堂商業文書》等。

　　近年來，華南地域史的研究不單止越來越受重

視，其研究成果亦日益豐碩。究竟華南地域所指的

是一個怎樣的範圍？我認為可以從幾個不同的角度

來考察。最狹義的解釋就是指以廣東和廣西兩省為

中心的地域，或指所謂嶺南的地域。其次，假如從

與華中地域和西南地域比較的角度來看，華南地域

也許可以包括福建、廣東以至廣西、海南、湖南等

省。更多人認為華南地域是指福建廣東和海南等東

南沿海的省份。這一觀點是建基於歷史上，華南沿

漫論華南研究和資料中心的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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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各省是透過活躍的貿易活動而成為財富累積的中

心。

　　假如我們再進一步的構思的話，也許它並不止

於中國的華南地域，而是包括了香港、台灣和星加

坡等華人僑居地。從歷史的視角來看，通過頻繁的

移民和貿易活動，華南地域（尤其是沿海的地方）

和以東南亞為主的地區，連結成一個大的活動圈和

移民圈。

　　地域研究的對象不一定是一個固定的地理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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