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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梅州地區的廟會與宗族》﹕房學嘉主編(是勞格

文主編的《客家傳統社會叢書》之第一本)，1996

年4月由香港中文大學海外華人研究社、香港國

際客家學會、法國遠東學院聯合出版。

3.《梅縣客方 研究》﹕陳修著，1993年由暨南大學

出版社發行。

4.《客家民間詩歌對故事》﹕謝友祥，李勝利，劉建

編撰， 1994年由廣東旅遊出版社出版發行。

5.《客家姓氏堂號堂聯考釋》﹕侯复生，曾令存著，

1994年由廣東旅遊出版社出版發行。

6.《客家話字典》﹕嘉應大學中文系編，1995年由廣

東旅遊出版社出版發行。

7.《客家山歌賞析》﹕葉云章，黃火興編著，1994年

計。計劃興建的大樓樓高11層，設置有中央監察系

統負責保安工作。 低3層部分闢作閱覽室、參考

圖書館及公共服務之用，內設有演講廳及展覽廳設

施，方便歷史檔案處推行教育及推廣計劃，用以培

養及加強公眾對香港歷史的興趣和認識。往上兩層

是辦公室。5樓是文件保存實驗室，內設各種設備

修復及有效保存檔案。6至10樓即檔案庫用地，內

設溫度及濕度各異的多個檔案保存庫，以保存不同

種類的檔案，例如紙張檔案、縮微膠片、電腦磁帶

及磁牒等。檔案庫內採用全面空氣調節、清潔及過

濾系統，以分隔開大樓內外環境，進一步保護檔

案。新大樓的 頂層為機房及文件消毒室。檔案處

並計劃在該文件消毒室內，安置現時 新的氮氣消

毒系統來消毒檔案。

「檔案編目索引自動化計劃」

　　歷史檔案處現時除忙於興建新館的事宜外，還

積極進行一項「檔案編目索引自動化計劃」。這自

動化計劃是希望引入國際檔案理事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 剛於1993年通過的「國際歷史

檔案編目通用標準」 (General International Standard

Archival Description, ISAD(G))來更有效地編排和整

理歷史檔案，使公眾能夠更準確和快捷地擷取所需

要的檔案。同時，編目標準化和自動化亦能加強歷

史檔案處能與世界各地檔案館間的資訊共享和合

作。

　　此「檔案編目索引自動化計劃」已於上月（1996

年 8 月）為香港政府的電腦策略組 (Computer

Strategy Group) 通過接納，現正由財務科審批撥款

的申請。一俟撥款建議獲得通過，歷史檔案處便會

進行購置電腦軟件、硬件和安排人手將檔案資料輸

入電腦系統的工作。預期整項自動化計劃會於明年

6 月底完成。屆時，無論是檔案處內部的檔案編

排、整理和制訂索引的工作，或是公眾查閱檔案的

每一環節，包括登記使用者資料、翻閱有關約70萬

條檔案的目錄和索引、登記借閱檔案和歸還檔案

等，都會完全自動化， 終可幫助公眾使用所需要

的歷史檔案。

　　歷史檔案處在觀塘歷史檔案大樓落成啟用後，

再配合明年 6 月完成的「檔案編目索引自動化計

劃」，預期歷史檔案處的工作可以得到進一步的開

展，而公眾亦能更方便地和更有效地使用政府檔案

處的歷史檔案。

　　嘉應大學客家研究所成立於1991年，是學校系

一級的學術機構。研究所成立以來， 重抓了如下

3 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強客家歷史文化的基礎研

究、田野調查、搜集民間文獻資料等﹔二是創辦學

術刊物《客家研究輯刊》，擴大同國內外學術界的

交流﹔三是建立「客家研究資料中心」。

一、關於客家歷史文化的基礎研究方面，目前已出

版學術專著9部﹕

1.《客家源流探奧》﹕房學嘉著，1994年3月由廣東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1995年 5月，香港中

流出版社與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聯合出版再版

本﹔1996年2月台灣武陵出版社在台出版繁體版。

（二）嘉應大學客家研究所

房學嘉

嘉應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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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暨南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8.《謝逸橋謝良牧與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房學

嘉，李大超著，1991年由暨南大學出版社出版。

9.《客籍志士與辛亥革命》﹕賴紹祥，房學嘉著，

1992年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關於創辦學術刊物方面：

　　現已出版《客家研究輯刊》8期。《客家研究

輯刊》是經廣東省新聞出版局核辦的省級學術刊

物，全國政協副主席葉選平先生題簽。幾年來，該

刊嚴格按照辦刊宗旨，堅持高起點，高標準的要

求，不斷向客家研究的縱深擴展，引起學術界的熱

切關注。本刊願與學術界同仁密切聯繫，交流研究

成果，發表(含收集轉載)具有一定水平的學術論

文。本刊歡迎下列內容的來稿﹕

1.有關客家源流、民俗、民居、族譜、家世等研究

文章﹔

2.有關客家傳統社會結構與傳統文化方面的調查報

告及論文﹔

3.有關客家方 、俗語、歌謠等民間文學的收集整

理報告及論文﹔

4.有關客家歷代名人名作的研究成果、名人傳記

等。

　　《客家研究輯刊》對來稿有刪改之權責，不願

刪改者，請事先聲明。來稿請用稿紙謄清，務求精

煉，一般不超過一萬字，並附200字左右的提要，

引文註明出處。

三、關於「客家研究文獻資料中心」：

　　「中心」目前正在不斷的充實之中。資料來源﹕

一是本所研究人員通過深入田野調查收集，已有部

分民間族譜可供借閱﹔二是加強與國內外大學的科

研機構，研究者之間的聯繫與合作，建立資料交換

制度。

聯繫地址﹕

514015  中國廣東省梅州市嘉應大學

電話﹕(0753)-2352539 轉 2200(辦)2259(宅)

　　1996年6月，「江西師範大學區域社會研究資

料中心」成立，該「中心」依托在該學院歷史系內，

由梁洪生任主任。

　　江西師範大學是江西省歷史 長的大學，前身

為民國時期的「國立中正大學」，創建於1940年，

40年代末已有5個學院18個學系。50年代前期院

系調整後，才成為單一的師範學院。這一歷史，使

該校擁有古籍9萬餘冊，在江西高校中首屈一指。

其中，包括一批江西歷代人士文集，清代江西方志

55種（近年整理影印本101種除外），清代及民國

舊譜牒12 種，這批古籍雖不在「中心」的專藏之

中，但其目錄的編制和核對工作，已是「中心」的

既定任務之一，以便全面掌握，並輸入電腦以備查

閱。

　　歷史系是該校 早成立的3個系科之一，1981

（三）江西師範大學區域社會研究資料中心

梁洪生

江西師範大學

年始，又設立了「江西地方史研究室」，後來又獲

得這一專業的碩士研究生培養資格。「中心」依托

於以下兩個優勢：歷史系圖書資料中一批江西歷史

文獻；經年來在區域研究方面已有的成果和研究力

量。歷史系為「中心」撥出兩個房間，學校將為之

配置一台電腦，使「中心」進入初步的運作。

　　除對現有文獻資料進行整理編目外，「中心」

還認定以下的工作必須同時給予規劃：與江西省內

各市縣文博、檔案、圖書、文史資料、地方志等部

門建立聯繫，交換資料。同時，省內各研究機構及

決策層的調研機構，也應建立資料信息交流的關

係；與華南沿海地區有關院校的同一類資料中心建

立定期的聯繫，通告資料收存的進展，介紹珍貴資

料，以期形成進一步的資料網絡；與國外高等學校

及研究人員建立學術聯繫，除交流資料外；還歡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