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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給《橫濱華僑誌》這部洋洋59萬字、一千一

百多頁的記錄性書籍作一個介紹其實並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如果要引証各地方、人物以及年代的正確

性固然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另外因為本書有別於一

般的理論性或分析性的著作，在閱讀及掌握其演述

方法時，鑑於相關性資料之龐大和豐富，使人會有

種不知從何入手的感覺。再加上編者對橫濱中華街

各方面及各階層有詳盡的記錄和 述，使在介紹本

書時會面對很多難於取捨的地方。

　　全書共分為10篇，除了記錄橫濱華僑的經濟、

政治與及社會文化等活動外，編者更清楚地引出橫

濱地方上的經濟及文化發展，對明治以後日本整體

的對內及對外政治決策帶來的深遠影響。正如早期

中國移民在慈善事業、僑社文化和學校教育等多方

面的參與，都不斷提醒讀者，橫濱華僑與日本社會

現代化存在 千絲萬縷的關係。

　　其中在此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書中對自治社團與

慈善事業的記錄。編者以中華會館、同治堂、關帝

廟、中華義莊和地藏王廟等的成立和變遷作為敘述

的骨幹，揭開了中國移民歷史的另一頁。從清末民

初期間，這些慈善團體所擔當的角色，正好反映出

當時中國移民在生活上艱苦的一面。又如書中其他

部分對僑團以及同鄉會的組成和華僑對教育等記錄

中，一方面使讀者進一步了解到同鄉同源等概念的

社會實踐，另一方面亦展示了橫濱華僑對新一代華

僑子女的培育以及對語文、民族認同和傳統文化等

的重視。

　　最後，本書除了華僑民生上的記錄之外，對於

如國父孫中山以及一些僑界先進的個人生活史，亦

能從不同的角度，使讀者得以窺探一些掙扎於中華

街而名不外傳的早期移民之軼事。另外，如文物和

史跡等之記錄，也為本書讀者帶來各種不同歷史地

點，使閱讀後仍可加諸於行動，親自尋找古跡，發

思古之幽情。

　　編者王良，1920年出生，遼寧省人，1943年

畢業於哈爾濱大學。在東北期間，曾任縣政府建設

局長及省督學之職。1949年到台灣後，繼續從事教

育工作。王氏在1964 年渡日後，在明治大學大學

院，取得政治學碩士學位，亦繼續從事教育工作，

曾出任橫濱中華學校教導主任。除了《橫濱華僑

誌》之外，王氏亦執筆記述橫濱華僑之生活，著作

有《橫濱寄語》(1995)和《國父與橫濱》(199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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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會

中山大學歷史系、香港華南研究會

合辦

「十七世紀的嶺南」研討會

日期：1996年 12月 21日（星期六）

地點：廣州中山大學

會議主題：十七世紀嶺南的思想文化，亦歡迎討

論此時期嶺南社會歷史及其他方面的

報告。

費用：會議不收取任何費用，惟交通、食宿等費

用，則由與會者自付。

報名辦法：請於 1996年 12月 10日前，將報告題

目告知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陳春聲先

生或劉志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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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中國廣州市新港西路1 3 5 號

中山大學歷史系

（郵政編號：510275）

電話：86-20-86681270（劉志偉）

　　　86-20-84196714（陳春聲）

傳真：86-20-8419674

電子郵箱(Email)：

hssccs@zsulink.zsu.edu.cn　　　　　　　　

hsslzw@zsulink.zs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