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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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客家方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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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長的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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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系是該校最早成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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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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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學者同仁的圖書捐贈。

　　「中心」還期望，在條件成熟之時，能夠定期

或不定期地以「通訊」方式介紹自己的工作進展和

資料情況。

中心通訊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  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

　　區域社會研究資料中心（梁洪生）收

　　郵編為330027

　　由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東亞研究中心與莆田市社

會科學聯合會合作創辦的「興化民俗文化研究中

心」，於1993年8月在莆田市成立。該中心在莆田

市社科聯設有辦公室和資料庫，其宗旨是推動興化

地區的民俗文化研究，促進中外學術文化交流、培

養年輕一代學者。麥吉爾大學丁荷生博士為中心主

任，廈門大學鄭振滿博士、莆田市社科聯金文亨副

主席為中心副主任，莆田市各縣區文化局、博物

館、檔案館、圖書館、方志辦等部門負責人為中心

理事會成員。自中心成立以來，已相繼完成莆田平

（四）興化民俗文化研究中心

鄭振滿

廈門大學歷史系

原文鄉鎮、海二鄉鎮及仙游木蘭溪流域八鄉鎮的鄉

村民俗文化調查，其資料已作初步整理，並輸入電

腦。中心還資助出版了《福建宗教碑銘 編．興化

府分冊》，協助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舉辦「商人

與地方文化」田野工作室，並接待了一些來自境外

的研究生及訪問學者。中心目前進行中的工作，主

要有「興化地方戲劇與儀式調查」及「興化區域文

化體系研究」等課題，同時也廣泛收集各類地方文

獻，力求建立較為完善的民俗文化資料庫。

沁園春‧香港科技大學

　　港九之東，清水灣旁，秀麗學宮。望山長海闊，令人嚮往：波光瀲艷，汽艇聲隆： 華樓，鋪排有

序，看似大鵬展翅 。校園口，日晷迎旭日，開啟鴻蒙。

　　入時別致渾雄，世界級科研在此中。有理、工、文、管、多科學系；七千學子，各展英風。百萬藏書，

管理盡善，現代校園氣息濃。堪賞矣，待未來歲月，再上高峰。

參加香港學術研討會隨感（註）

專家教授聚香江，考究商人在故鄉。

士貿工農互促進，閩潮客粵自隆昌。

東南文化傳風彩，祖國社區向小康。

大塊文章相比較，課題完滿喜眉揚。

註：香港學術研討會的題目是「在鄉商人：中國東南地方文化的比較研究」。

香港之行（兩首）
黃玉釗

梅州市客家研究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