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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華南研究會歷任會長的信

　　時代要結束就應該結束

蔡志祥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曾參與香港中文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科大衛

教授主持的口述歷史計劃和地方文獻彙集計劃

（1980-86），以及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由學

生（主修及副修生）自發組織的高流灣研究計劃

（1979-83）的成員於 1988 年共同組織華南地域社

會研討會。1991 年研討會改名華南研究會 (South 

China Research Circle)。在很長的時間，華南研究

會與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和 1997 年成立的華南

研究中心、中山大學歷史系和 2001 年成立的歷史

人類學研究中心等，合辦了很多開風氣之先的、聯

繫學界及民間的田野考察活動和學術講座。除了講

座、田野考察和工作坊外，這些活動包括從 1995

到 1999 年的「16 世紀的嶺南」到「20 世紀的嶺

南」以及 2001 開始的短暫的「華南研究年會」；

1998 至 2001 年的「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大學

與中學間的教學介面」以及 2000 年開始每年舉辦

的「華南研究花炮會」參與滘西洪聖誕活動。學會

也先後出版了《華南研究》（1994）、《學步與超

越》（2004）和《問俗與觀風：香港歷史及華南歷

史與文化》（2009）三部論文集。1998 年華南研

究會舉辦了一系列的十週年紀念活動，包括在會員

大會頒發會徽設計比賽獎項與分發會員證、4 次的

本地歷史文化田野考察（「大嶼山馬灣涌考古工

作坊」、「長洲太平清醮」、「香港歷史檔案處」

和「中西區文物徑」）；6 次的華南研究講座（「香

港本地旅行隊的歷史」、「天主教與十九世紀香港

社會」、「長洲太平清醮考察跟進討論會」、「商

業宗族與華南地域社會座談會」、「介紹葡萄牙國

家檔案館所藏中文檔案」及「清初至民國時期的檔

案」）和 3 次的工作坊 /研討會（華南研究工作坊

系列（1）：「中心與邊緣：當代新儒家的歷史處

境與文化理想」、「族群研究工作坊：從蠻夷到小

數民族」、和研討會：「十九世紀嶺南研討會」）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 11 期，1998 年 4

月 15 日，頁 12-13）。大體來說，21 世紀以前，

華南研究會肩負了學界和民間之間的合作、互動和

交流，也吸引相當的學界的和社會的人士參加。

　　華南研究會是在香港政府註冊的社會團體。

會員有終身會員和每年繳費的普通會員以及學生

會員。記憶沒有錯誤的話永久會員包括境內外的

一些知名教授。每年的會員大會有「活動報告」、

「財政報告」以及隔年的幹事會內閣選舉點票等。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 26 期，2002 年

1 月 15 日，頁 31）。華南研究會有會章、內閣兩

年一任，由選舉產生。會務和財政也是公開的在每

年的會員大會公佈。大概 2004 年以後，華南研究

會除了「華南研究年會」外，不再參與香港科技大

學華南研究中心和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中心共同

舉辦的活動。活動資訊也不再在《華南研究資料中

心通訊》刊登。

　　華南研究會的成立，是期望「……通過建制，

才能為年青學者提供一個平等的發表論文，交流心

得的園地……通過發表和相互批評討論，年青學

者才敢於把研究所得公開……。」（蔡志祥，〈華

南：一個地域、一個觀念和一個聯繫〉，《學步與

超越》，2004 年，頁 4）。21 世紀以後，會員各

自發展，各有成就，也各自建立自己的活動交流平

臺。華南研究會的歷史任務也應該劃上一個句號。

2021 年是華南研究會正式命名的第 30 年。作為華

南研究會創會的一員，我認為現在的華南研究會內

閣（假如還有的話）或最後一屆的內閣，應該告訴

尤其是永久會員，研究會的結束。事有始終，我們

不需要戀棧過去，但必須負責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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