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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 八年香港社會風貌 的影片。這套影片的內容

相當細緻 和多樣化， 其 中包括有 香港仔漁村 、 街

頭小販、新 年喜慶活動、交 通運輸 (如山頂纜車

的行駛)等。

以 上的視像 資料記錄了 香港三 十年代至 八

十年代的社會面貌，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個 時期

的香港社會。為了方 便保存 和讓公累 人士觀看 ，

檔案處已將全 部視像資料翻錄成卡 式錄像帶。有

興趣 的市民可在辦公 時間內，到我們 在觀塘翠屏

道十三 號 香 港歷史檔案 大樓一樓 的公共 服務

部，查 看 視像 資料目錄 和預約觀 看影片 時間 (查

詢電話: 2195-7724)。

「華南社會組織與身份認同」講座述要

潘淑華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華 南 研 究 會及皇 家亞洲 學 會 香 港 分 會自

1995 年起擬定每 年合辦一 次週 年講座，邀請兩

位 年青講者在相關 的研究領域中發表演說。今 年

的講座 在華南研究 中 心和古物古蹟辦事處協助

之下已於三 月二 十八 日順利完成，主題是「 華南

社會組織 與身份認同J '講者分別是 香港中文大

學人類 學系的張小軍及 香港大學歷史系的馮志

明。前者以 福建一個村落為例 子， 探討了 在傳統

中 國農村 社會中一直發揮著凝聚及統合力量 的

宗族組織在民 國時期的衰落;而 後者則 討論了十

九世紀末到二 十世紀初同鄉關係 在香港人力車

伏 的生活、工作、以至集體 行動 中所扮演 的角

色。

張小軍 的講題是「鄉村政治 化與宗族 的衰落

一以民 國年間 福建一個鄉村為例」。他指 出福建

玉田縣「陽村J (村 名為虛 構)中的數個宗族 在民

國時期逐漸趨向衰落: 祠堂被用作屯糧 、 辦 學或

鄉公所，作為宗族領袖 的族長所享有 的權力 也 大

不如前。一般對宗族衰落 的解釋是宗族失去了維

繫宗族成 員關係 的土 地或族產，叉或是 國家政 權

向鄉 村 的滲入使 國家系統削弱甚至取 代了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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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 的宗族結 構。但 張小軍認為這些解釋有不足

之處。他提 出「 文化實踐J (cul tural pr acti ce)的

概念來解釋晚 清到民 國時期宗族衰落 的現象。他

認為整個宗族衰落 的過程始於 社 會 文 化 的改

變。晚 清以來 的政治 文化及 五四新 文化對宗族及

宗法制度作 出嚴厲 的批判，這些批判同 時亦為人

們 (尤 其 在鄉村 中擁有 權力 的鄉紳)對 「宗族」這

種組織提供了新 的文化解釋。當 在新 的文

中，宗族已失去過往 的政治象徵意義及價值時，

宗族被宗族 的成 員及精英所放棄。換句話說，宗

族衰落是 人們對「宗族」的新意義進 行理解 的結

果 。

而馮志明 的講題是Gaining Strength through 

Diversity: Rickshaw Labour and Ethnic Jdentities 

in Hong Kong (從 分化獲得力量一 十九世紀末至

二 十世紀初 香港人力車俠之族群身份認同 〕。他

指 出十九世紀末到二 十世紀初 的香港人力車快

可根據他們所來自 的地域及所用 的方言 而 分成

三個族群: 來自海陸豐的鶴佬 人、來自潮訕 地區

的潮州 人 、 以及來自廣州及 其周 邊地帶 的本 地

人。縱然離開了 家鄉，對這些來到 香港的「異鄉



人」來說，同鄉關係 在工作以至生活各方面都仍

然扮演著極 重要 的角色。同鄉 的人來到 香港後集

中居 住於同一公寓，依靠鄉里 的介紹覓得工作;

同鄉 的情誼亦令 他們 在異鄉得以互相扶持，緩 和

孤獨 的感覺。更 重要 的是，同鄉關係網絡成為這

些 人力車快把自己組織起來進 行勞工及政治運

動 的基礎。經馮志明 的統計， 香港的人力車 伏 在

1883 年至 1926 年間共進 行了九次集體行動，當

中包括反帝 國主義 的民族運動及反抗 香港政府

所推行的交 通規則 的勞工運動。雖然同鄉關係一

方面起著動 員勞工力量 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亦帶

來相反的結果:由於 人力車 伏 與僱主( 人力車及

住宿 的提供者)間有著同鄉 的情誼，因而「 中和」

(neutr al ize)了他們之間 的階級矛盾，導至以反對

僱主為目標 的集體 行動極為罕見。

在這次講座 中， 我們可以理解， 宗族組織

活動消息

-九九七至九八年度

豎聽餐

會員大會

蓋章
(1)報告及通過 九七至 九八年度 會務及 財政報告

(2) 討論來年工作計劃

(3) 其他

墨登
日 期 : 一 九九八年八月二 十二 日(星 期六)

時間 : 下午 五時三十分

地點 : 香港科技大學教 學大樓教職 員餐廳

費用: 每位 港幣80元

***歡迎各 會員及非會員參加， 每 名參加聚餐 的

會員皆可獲贈「 十周 年紀念品」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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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族群 的認同並不是自然而然 的結果，而是根

據社會及 文化發展而產生及變化的。在張小軍 的

個 案 中， í宗族」可說是一種 文化選擇， 國家及

社會文化的改變促使 人們「選擇」放棄宗族這種

社會組織。而 在馮志明 的研究中，生活 的實際需

要促使 人們 在異鄉發展甚至加強了故鄉 的社會

關係 和身份認同。而兩篇 文章 的取向 也有互相補

充 的地方 : 除了 國家及 社會文化的改變外， 在宗

族成 員 的 日常生活 中宗族結 構是否真 的失卻了

實際 的作用而導至 其衰落?另一方面，若我們把

馮志明 的研究課題放到民 國時期的 中國本土，我

們可以思考 的問題是 : 國家的論述不 時把「同鄉

主義」斥為「封建」 、「落 後J '此類批判 對同

鄉組織 的發展及 人們對同鄉組織 的態度有何影

響?相信晚 清到民 國時期有關宗族發展及族群

認同 的課題仍有不少有待我們開拓 的空間。

本地歷史文化田野考察系列四
中、西區文物徑之肢

日 期 : 一 九九八年十月二 十四 日(星 期六)

時間 : 上午 九時至 中午 十二 時

集合 地點 : 中環遮打花園銅像下

費用 : 全免(全程皆以步 行方 式進 行)

參加辦法 : 一 九九八年十 月 十七 日前

致 電 2358-7774報 名

( 會員優先 〉

**.* 名額有限，報 名從速

古物古蹟辦事處 、 華南研究會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合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