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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 3月1，2日在日本大阪外國語大學舉

行了一個名為「香港社會史研討會」的會議。這個

研討會是日本東北大學的瀨川昌久教授和我合作主

持的一個有關香港殖民地歷史研究計劃的一部分。

這是一個由日本國際交流基金亞洲中心資助的3年

研究計劃。整個研究計劃的構想建基於兩個觀點：

(一)殖民地的歷史不單是一個政治過程，而且更是

一個文化過程；(二)香港研究應該加入一個比較的

觀點。這兩個觀點都能 充分體現在這次研討會

中。首先，我們請了著名的別府春海教授 (Prof.

Harumi, Befu)及Prof. Grant Evans作為評論人。

眾所周知，別府教授專長於日本社會、文化的研

究，近年更積極對全球化 (Globalization)的理論

進行探討。因此，別府教授不但能對我們殖民地歷

史的研究提供一個日本經驗，而且更能在理論上提

供寶貴的意見。而Prof. Grant Evans不但是香港

研究的專家，更是一個研究東南亞地區非常出色的

人類學家。他的參與使我們的香港研究有更多比較

的參考架構。此外，我們還得到大阪外國語大學深

尾葉子教授、香港大學的小川正志先生作個別論文

的評論人，他們的參與使這個研討會更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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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從與會者的論文中，也能體現到對香港

殖民地歷史之文化層面的關注。中文大學的Prof.

Gordon Mathews的論文 眼於 「香港人」文化身份

的過去、現在及將來。奈良大學的芹澤知廣教授則

探討香港慈善活動的歷史；中文大學的呂大樂、趙

永佳教授的論文重點是探討現代香港社會運動的結

構與殖民地統治的關係；浸會大學的鍾寶賢教授、

香港大學的李培德博士、Mr. Hansen則分別研究香

港的電影工業、19世紀香港華人社會的買辦商人、

以及香港的賭博文化。新加坡大學的陳倩教授則研

究香港新界「原居民」的身份認同。 後，香港大

學的黃偉邦教授的文章則對過去幾十年來香港研究

作出一個總結。

　　會後，大家決定在香港繼續香港殖民地史的研

討會，形式每月一次舉行聚會，由一人負責報告，

希望能搜集更多出色的論文，結集成書。如果各位

對這個研究計劃有興趣，可聯絡香港大學日本研究

學系王向華。

電話：28578612

傳真：25487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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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亨孫中山故居紀念館保存 一本帳簿──

「樂安堂仕合號」帳冊。這本帳冊原為孫中山胞姐

孫妙茜保存，後由她的孫子楊連合、楊連逢無償獻

出。60年代初黃彥先生研究孫中山的家庭狀況時已

利用過這本帳冊。

　　這本帳冊對了解孫中山家世源流有一定參考價

值。羅香林先生的《國父家世源流考》稱孫中山先

資料介紹

孫中山先輩留下的公嘗帳冊
邱捷

中山大學歷史系

輩來自紫金，「四代且仍單傳，至十六世敬賢公

(孫中山的祖父)始生三子」。大量文獻、文物都證

明了羅說不能成立。「樂安堂仕合號」帳冊就是其

中一種。帳冊中既有孫中山祖父敬賢、父親達成的

名字，也有其他孫氏族人殿章、恆亮、恆有、恆

彩、尊賢、國賢等人的名字。這些人的名字與孫中

山高祖殿朝、曾祖恆輝、祖父敬賢排行相同。毫無

動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