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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所收者，除公司的“A r t i c l e s  o f

Association”外，亦附有公司股東的名單。其中如

萬安保險等由法院清盤之公司，其清盤之部分記錄

亦有收入在檔案中。

　　歸納檔案資料所載，大家或會有以下的印象：

　　（一）最早期註冊的華資公司（19世紀後半期）

只有5間──主要是輪船、火險、水險公司。股東

多為南北行廣幫、潮幫商人。他們開辦輪運、火險

（貨倉）、水險（船運）大概是他們南北行事業的延

伸別支。可留意者潮、廣商人並未有把其龐大的南

北行事業註冊，反而是把其別支延伸的輪運和保險

事業註冊成有限資本公司。

　　（二）在清末（新政）及民初時期註冊的公司數

目有明顯跳升。其中活躍者當推香山人、四邑人

（以美國、澳州回流者），以百貨公司、保險公

司、地產投資公司為多。從股東名單中所見，這批

公司互相控股的情況十分明顯。家族成員、姻親、

同鄉族弟關係在股東名單中亦甚為明顯。

　　（三）第3批出現的公司在1920年末至30年代

初，多為私人註冊的置業公司。股東人數少而且多

為同姓氏、同地緣者組合而成，其中亦有由全女性

股東所組合者。這些公司記錄展現出的形像甚豐

富，其中以上水置業公司甚值細看。

　　上水置業公司是1932年成立的，以上水廖焯南

為骨幹，組織了上水廖氏族譜所載四房中第一、第

二房主要成員（包括以祖嘗名義者）成立公司。除

廖氏以外，股東名單上有3位陳氏股東──包括著

名的四邑商人陳符祥。陳為四邑李煜堂之同鄉世

姪，受李氏器重管理廣東銀行、上海聯保及聯泰保

險等四邑人擁有的公司。

　　事緣1930年代，四邑名商人李煜堂淡出粵政財

政府檔案處華資註冊公司記錄簡介
鍾寶賢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1881　萬安保險

1895　全安保險

1899　宜安保險

1899　同安保險

1899　香港九龍置業按揭

1901　瑞安輪船

1903　聯益保險

1906　四邑輪船

1908　中國康年人壽

1908  Po Lam Land

Investment

1912  Sun Co. 大新百貨

1914　福華銀行保險

1915　利民興國保險

1915　先施保險

1915　上海火水險

1915　永安火水險

1916　聯泰聯保

1916　南海火水險

1919　東亞銀行

1921　平安置業

1921　香港國民商業銀行

1922　康年銀行

1922　先施人壽

1923　何文田置業公司

1924  Pun Tak Land

Investment

1924  Hing Fat Land

      Investment

1924  Yin Nin Savings &

Mortgage

1924　永安人壽

1924　香安保險

1924　均安聯保

　　政府檔案處有關香港註冊華資公司的檔案頗

豐。其中包括：

1924  Ching Siong Land

Investment Co.

1924　青源置業按揭

1925  Sang Yuen Land

Investment

1926  Wai Tak Land

Investment

1926  Tsang Chung Shan

Tong

1926  Luk Hok Tung Co.

Ltd.

1926  Sincere Perfumery

1927  Wing Lai Land

      Investment & Loan

1927  Dor Fook Land

      Investment & Loan

1927  Luk Hok Tung Life

      Assurance

1927  Wang Yuen Ltd.

1928  The Oriental

      Investment Co.

Ltd.

1928  Chung Shum Land

      Investment

1928  Yue Tak Land

      Investment & loan

1929  Tak Wa Land

      Investment

1930  Sam Wo Hing Land

      Investment

1930 Luk Hok Tung

Dispensary

1932 Wing On Bank

1932 上水置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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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後，四邑商人集團出現兩位新一代（又互相競

爭）的領袖：一為李氏親姪李星衢、一為李氏世姪

陳符祥。30年代，陳氏仍掌聯益保險、廣東銀行部

分財權，同時另組一系列新公司：陸海通公司、酒

店、藥房、置業、保險及彌敦酒店，並活躍於新界

地區的土地投機事業。上水置業就是陳氏在新界土

地投機的產物。上水廖氏四房當時分作兩陣營，兩

皆 力與陳符祥合作試圖開發上水土地，陳、廖的

開會聚集處就是彌敦酒店（至今仍存在）。

　　陳符祥開發新界土地投資的資金大多來自廣東

銀行及聯益保險公司：30年代末，廣東銀行（在港

註冊但在粵運作）面臨經濟危機，行將被宋子文沒

收，李煜堂子孫曾與陳符祥、李星衢聯絡挽救。李

星衢據說當時拒絕出資挽救銀行，其理由為──銀

行與聯泰資金已為陳符祥投壓於「前景不大」的新

界土地。廣東銀行結果為民國政府沒收，李氏子孫

在四邑商人組織中的地位淡出，陳符祥及其經營的

陸海通系列公司則繼續在港經營。其在新界之土地

投資，時間證明獲利甚豐。

有關清代樟林港貿易的一段記載
陳春聲

中山大學歷史系

　　樟林是清中葉粵東沿海最重要的近海帆船貿易

港口。筆者所見有關當時口岸及社區情況的記載，

以《樟林鄉土志略》的這段內容最為豐富生動。所

述從漁村到農村，再到貿易港口，近代以後又成為

僑鄉的變遷，在潮洲沿海地區可能不特是樟林一鄉

的歷程。值得注意的還有，以往的研究大多強調汕

　　近年在廣東澄海縣樟林鄉調查，得到當地文史

學者李紹雄先生協助，印得民國34年當地人陳汰余

編撰的《樟林鄉土志略》抄本乙冊。作者稱「本志

為專載本鄉往事，俾鄉人得悉桑梓源流」。全書分

鄉土之原始、名稱之由來、氣侯、鄉民之來源、物

產、鄉民生計、鄉土變遷、曆朝顯貴、篤行、裝

服、藝術、災變、建設、廟宇、古跡、怪異、先賢

文藝等節目，所錄大多為作者之見聞，體例不甚嚴

格，內容生動有趣。其中「鄉民生計」一節，記錄

明代至民國數百年間當地經濟狀況的變化，言簡意

賅。此書不易獲見，特抄錄一段公諸同好者：

　　我樟地頻海噬，鄉人昔以漁為業。羈网、牽罾、扣舟古、掌桁、柵箔、挨緝、放湖、鉤釣，深水

淺腳，無不有之。故昔有耕三漁七之諺。及後海濱泥淤日勣廣，東郊一望，海變良田。農業之家，

日見日多。

　　陸地與各屬交通舟車便利，遂成上北落南通津總匯。各屬出洋者，必來樟林赴船。鄉民亦漸次

由農而入工商。至雍乾間，南北洋船，往來益眾，更由鄉村而變成市鎮。鄉人出洋成家者，亦由此

始。漁民則營罾网而為大商，蔗寮糖坊林立，農民亦多成巨賈。此時人民殷實，釘洋船而發家者，

各社不少其人。大商巨賈，更難枚舉。仙橋一街，皆洋船行。至今里巷有一句趣語，曰﹕「大船到，

豬母生﹔鳥仔豆，帶上棚」，即當時說幸運之人。又有一句掃興語，曰﹕「無師請著阿睛盲五」，

亦當時實事。因洋船欲放行，昔人習俗必延師公船上祭神，頌經禱祝，然後開行。同時開行者常成

十艘，或多至十餘艘。師公本無多人，睛盲五非真盲者，乃師公之下者。一時缺乏，雖下必請，故

有是語。以此可知當時人民生計之饒裕。當時北社林家有一艘名曰「和春冠」，一聯云﹕「和之璧，

隋之珠，珠合璧聯歌滿載﹔春自南，夏自北，南來北至慶榮歸」。

　　咸豐之世，紅頭船（即洋舶）改變為甲板船，而變為火輪船。樟林口岸無形中移出沙汕頭。不

特發洋事停歇，至同光時東面海成沙田，港內出海不止十餘里路，羈网牽罾事業且讓南澳、柘林、

海山。鄉中只有少數貧人只身持罻于海濱而已。

　　然輪船往來，波濤不惊，航海無阻。鄉人出洋者日眾。發跡于暹域者，各社有人。南洋群島實

為我樟林殖民矣。

頭開埠以後樟林的衰落，但從上引記載可以看出，

其時樟林已成僑鄉，財富積聚仍在繼續。其他文獻

記載和實地調查所得也証明這一點，事實上，清末

民初正是樟林社區迅速擴展的時期，20， 30年間

村落擴大了一倍。此是後話，按下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