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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了解過去，圖像資料的價值並不比文字資

料低。而隨著十九世紀攝影機的發明及攝影技術

的普及，照片成為記錄過去的一種極為重要的圖

像資料。香港歷史檔案館館藏照片頗豐富，其中

約八千餘幅照片的數碼影像已於 2002 年 10 月開

始，供公眾人士在檔案館網頁（http://www.hkpro.

gov.hk）上瀏覽。 2 公眾人士在該網頁先按「目錄

搜尋」，再按「照片」便進入「照片線上目錄」，

然後可利用關鍵字、標題（中英文皆可）或年份

尋找所需照片。如檔案館有相關的照片，網頁會

列出有關照片的基本資料（包括參考編號和照片

說明），公眾人士可進一步按鍵，從照片清單中

即時查閱個別照片的詳細資料，如該照片有數碼

影像亦可即時閱覽。有關檔案館照片的類別，本

《通訊》已曾經介紹過（參看《通訊》第 10 期，

〈香港歷史檔案處館藏照片與「香港‧上海城市

發展檔案圖片展」〉，以下集中對館藏照片的內

容作簡要的介紹。

　　歷史檔案館所收藏的照片中， 早期的約攝

於 1860年代。由於香港島北岸在 1842年後成為殖

民地政府的政治、經濟及軍事中心，亦為西方人

士聚居之地，因而早期的照片主要是香港島北岸

及中區一帶的建築物，例如港督府（現禮賓

府）、三軍司令官邸（即旗杆屋，今茶具文物

館）、域多利兵房、聖約翰座堂、香港上海匯豐

銀行、灣仔及銅鑼灣（東角）附近的洋行貨倉、

香港會所、木球場、快活谷馬場等。值得一提的

是，其中約二十幅攝於十九世紀末的港島照片，

可以找到於 1971 年以相同角度拍攝的照片作對

照，當中的變化頗為有趣。另外，有數幅從 1880

年代到 1970 年代，於不同時期以相同角度拍攝的

歌賦山（Mt. Gough），隨著山上的西式住宅逐漸

增多，山的輪廓亦出現了變化。透過這些新舊照

片的對比，近百年來香港島面貌的變遷便一目了

然。

　　九龍半島及新界區的照片拍攝的年份相對較

晚。雖然位於九龍半島南端的尖沙咀及油麻地一

帶，在 1860年代及 1880年代已相繼見諸於館藏照

片中，而九龍寨城亦有不少攝於十九世紀末及二

十世紀初的照片，但十九世紀九龍半島其他地區

拍攝的照片始終不多。至於新界地區，早期的照

片主要是有關 1899 年港督卜力爵士（Sir Henry

Arthur Blake, 1898-1903出任港督）到新界與當地紳

耆會面，及新界勘界委員會的勘界情況。而二十

世紀初的新界照片所拍攝的，很多都是在香港的

西方人到上水及粉嶺一帶進行狩獵及高爾夫球活

動的情況、又或是羅湖及粉嶺軍營的面貌。有關

新界華人活動的照片較少。

　　歷史檔案館收藏的照片集中，其中一輯是駐

守香港的蘇格蘭近衛隊第二營（2nd Battalion Scots

Guards）的照片集，以往較少受注意。照片攝於

1927及 1928年 ，其中有約十幅是大埔、上水及粉

嶺村落的照片，包括大埔頭、大埔尾李屋及河上

鄉等。同一輯照片集中亦有獅子山山腳的村落、

深水 的製帆船工場及荔枝角美孚行油庫的照

片。這些照片可幫助我們了解 1920 年代九龍及新

界村落以及工業發展的面貌。

　　而館藏的照片中，特別具有參考價值的是一

批私人捐贈的照片冊。由於照片的來源可以確

定，我們可比較肯定照片是由哪些人在甚麼情況

下拍攝，這有助了解照片的內容及所反映的政治

及社會環境。捐贈的照片冊中有六百多幅照片，

由港督梅含理爵士（Sir Francis Henry May, 1860-

1922）的女兒捐出，當中大部分是梅含理爵士於

香港出任布政使（1902-1910）及港督（1912-1919）

期間拍攝的照片。照片不單攝下了梅含理爵士出

席官方活動的情況（如快活谷賽馬會、英皇佐治

五世登基的慶祝活動、九廣鐵路英段的啟用禮、

紅十字會的籌款活動等），還記錄了他的家庭生

活（到新界及淺水灣郊遊、到深水灣及粉嶺進行

高爾夫球活動等）。照片冊亦有香港的風景照，

例如是 1912年的將軍澳照片，及 1916年長洲海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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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北帝廟的照片，相信是現存將軍澳及長洲 早

期拍攝的照片之一。

　　個人捐贈的照片冊，除了有香港早期的照

片，也有華南地區的照片。例如其中 1 冊照片

冊，有二十多幅由法禮著（A. G. M. Fletcher）攝於

1903年廣西省災荒的照片。法禮著於1902 年抵港為

官學生（government cadet），其後在1916-1925年署

任布政使。 1903 年，廣西發生災荒，他被派往南

寧、貴縣（今名貴港）及桂平縣等地施米。在照片

中，我們看到等待施米的大批民眾、死去的災

民、還有一對瘦骨嶙峋的孿生小孩在喝救援人員

餵給的煉奶。這些照片對我們理解二十世紀初華

南地區的天然災害和社會動蕩都具參考價值。

　　在研究時利用照片，我們應注意照片是在甚

麼環境下拍攝、由誰拍攝、以及照片原來的用

途，因為這都有可能影響照片所說明的事實。在

歷史檔案館的網頁上的照片，一般都有標明照片

的來源、年份和原來編號等，這些資料可讓我們

在研究該批照片時對照片的拍攝背景有基本的理

解。我們在利用該批照片時，亦可嘗試配合其他

檔案或資料，以便更能理解照片所呈現的是一個

怎樣的「過去」。

註釋：

1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在2002年 8月至 2003

年 1 月期間，曾就本館部份館藏照片進行研究，

並撰寫及翻譯照片說明。有關照片及說明已存放

於本館網頁，供公眾查閱。本文在撰寫期間，得

蒙主持上述研究計劃的潘淑華博士提供資料及寶

貴的意見，謹此致謝。

2 順帶一提，除了照片外，部份影片、地圖、圖

則、海報等視像資料亦自 2002 年 10 月開始可在

檔案館網頁上瀏覽。

2003年華南研究年會會議通告

舉行日期：2003 年 12 月 20-21 日

地點：中山大學

截止報名日期：2003 年 8月 31日
報名及查詢：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電話(852)23587778、傳真(852)23587774、電郵：schina@ust.hk

華南研究年會由華南研究會、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中山大學歷史系和廣東省歷史學會中國

社會經濟史專業委員會合辦。華南研究年會自 1996 年開始，每年皆在 12 月中、下旬舉行。年會鼓勵通

過跨學科的研究，以地區研究作為起點，結合文獻分析和田野工作，推動歷史學和人類學的發展。

2003 年的華南研究年會將於 12 月 20-21 日在廣州中山大學舉行。歡迎各研究人員、研究生和有興趣

者報名參加。有意參加者請於本年 8 月 31 日前以電郵方式把約三百字的論文摘要寄交香港科技大學華南

研究中心轉給年會。

華南研究年會採用專題小組(panel session)報告形式。年會歡迎參加者自組專題小組，專題小組負責

人請提交專題小組題目、專題小組的主題摘要及各論文摘要、專題小組內各報告人的相關資料及評論人

名字。個別報告者由年會安排報告組別。報名表格請於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網址(http://home.ust.

hk/~scenter/)下載。

年會採用不記名評審制度審核提交的論文摘要。評審結果將會在 10 月 1 日前寄回各組別負責人或

個別報名者，並於 10 月號《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中刊登參加年會者之報告組別和論文摘要。

入選之研究生報告者可以申請資助交通及住宿費用(往返的火車硬 車票或飛機票和與會期間的住

宿費)。各報告文章歡迎投稿《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或《歷史人類學學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