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野與文獻　第一百期　2020.10.15第 2 頁

　　歷史人類學可以說是近四份一世紀影響中國

歷史學界最深遠的研究方法和視角。從 20 世紀 90

年代開始，香港和閩粵一群三、四十歲的青年學

者，戮力推動從田野深處發掘和理解歷史。他們的

研究從「華南」地域發足。因此，也有學者稱他們

為「華南學派」。他們不僅創立研究機構、出版研

究刊物，而且對教學推廣不遺餘力。1997 成立的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和 2001 年成立的中山

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合辦《歷史人類學》學

刊，2021 年是該刊創刊 20 周年。本文試圖從早期

的推動者和參與者的身份出發，以香港的經驗為基

礎，述說歷史人類學在香港的發展及其對田野教學

的推廣和實踐。

一、制度化：以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為例

　　在香港，1940 年代末、1950 年代初可以說是

研究者關注地方社會歷史的一個重要時期。一方

面是南來文人如羅香林等延續國內的民俗學研究

傳統，在香港搜索族譜等地方歷史文獻。1 另一方

面，因為在內地進行田野調查的困難，人類學家

如 Maurice Freedman（弗里德曼）和 Barbara Ward

（華德英）等，選擇在香港進行人類學的田野考

察。2 1950 和 1960 年代開始關於香港的研究可以

說是百花齊放：人類學方面有 Hugh Baker 研究上

水，Jack Potter 研究屏山，James Watson 研究新田，

Rubie Watson 研究廈村，John Brim 研究西貢墟市，

而 Eugene Anderson 和可兒弘明則分別研究青山灣

漁民；社會學家有 Graham Johnson 研究荃灣新市

鎮，金耀基等學者研究觀塘新市鎮；歷史學家有

James Hayes 研究長洲和新市鎮，多賀秋五郎研究

新界的族譜；宗教節日文化方面有 Francis Hsu ( 許

烺光 ) 研究沙田打醮，John R. G. Mathias 研究錦田

太平清醮，Joan Law（羅美娜 ) 和 Barbara Ward( 華

德英 ) 研究香港傳統節日 ; 田仲一成研究戲曲、儀

式和節日，大淵忍爾研究道教儀式；新聞從業員如

Valentine R. Buckhardt 則研究節日、儀式和風俗習

慣；傳教士如施其樂神父 (Carl Smith) 研究都市歷

史；法律學家如 Peter Wesley-Smith 研究新界的法

律傳統等等，都嘗試通過研究香港的鄉村和都市來

理解中國的傳統社會的不同面相。3 同時，在 1950

年代香港的英國殖民地官員和洋行大班等，重新組

織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通過定期的會刊，記錄

他們在新界鄉村和新市鎮的民俗和歷史調查。4

　　帶領學生跑到田野，可能始於 1980 年至 1986

年香港中文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由科大衞、陸鴻基、

吳倫霓霞主持的口述歷史計劃和地方文獻彙集計

劃；以及 1979 年至 1983 年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

學生自發組織的高流灣研究計劃。上述兩項計劃的

研究助理和學生在 1988 年共同組織華南地域社會

研討會，並於 1991 年改稱華南研究會。這個興趣

團體包括了一些在學界的成員，也包括了走進社會

工作的成員。學會先後出版三部刊物。在 2006 年

以前，學會舉辦了不少學界及民間合作的田野考察

活動和學術講座。5

　　1970 年代末開始的中國改革開放讓研究者可

以在內地進行田野調查。科大衞、蕭鳳霞（Helen 

Siu）、 丁 荷 生 (Kenneth Dean)、 勞 格 文（John 

Lagerwey）等都是進入華南田野的前緣人物。由於

目光的轉向，香港的研究在 80 年代中期以後逐漸

沉寂下來。舉例來說，原來是附屬於社會學系的香

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在 1980 年正式成系。人類學

系成立之初，只有三位教授。當時正值中國改革開

放，系內出現研究領域的爭論：王崧興秉承其在臺

灣參與的「濁大計劃」的旨趣，希望在香港進行地

方村落的調查，建立區域地方資料庫。這構思得到

當時在社會系任教的華德英的支持。然而，系內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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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兩位教授認為人類學應該進行他民族的研究，在

中國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下，人類學系學生的田野訓

練，應該落戶在華南的少數民族地方，因此，帶領

學生在連南瑤山進行田野調查。

　　1989年科大衞離開中文大學。1990 年代初期，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系主任陳其南在蕭鳳霞和

科大衞的支援下，開展《華南地域社會和國家意識

形態比較研究》計劃，結合中青年的歷史和人類學

學者，研究安徽、福建、潮州和珠江三角洲的地方

社會的歷史差異。6 1993 年陳其南離開香港中文大

學人類學系，此計劃也告一段落。

香港科技大學在 1991 年成立。校內的人文社

會科學學院人文學部設有三個不同的教學組別，

當中歷史組和人類學組是當時的主要研究、教學組

別。華南地域社會研討會也在這一年正式改名為華

南研究會，並以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為活動的

基地，定時舉行講座。雖然《華南地域社會和國

家意識形態比較研究》計劃在 1993 年已經結束，

但前核心成員於 1995 年在牛津大學舉辦《華南的

歷史與社會》研討會，嘗試延續文獻、田野的比

較研究。同時討論出版的各種事宜。同年，香港

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歷史人類學組別的三位成員──

蔡志祥、廖迪生、張兆和──一方面繼承這個計劃

的合作和交流，另一方面也意識到高等學院在香港

推動歷史和人類學的教學和研究的重要性。他們認

為只有制度化的機構，才能有效的推動歷史和人類

學的結合。在牛津大學科大衞和東京大學濱下武志

的鼓勵下，在沒有經費、沒有辦公室和沒有輔助人

員的環境下，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中國經濟史

研究室、香港華南地域社會研究會、香港科技大

學人文學部「在鄉商人」研究計劃和廣州中山大

學歷史系明清經濟史研究室合作設立「華南研究

資料中心」。並在同年 10 月出版第一期的《華南

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以下簡稱《通訊》)。7「《通

訊》是 1995 年 10 月 15 日開始以季刊形式出版的

16 開刊物，最初只有 8 頁紙的內容。假如真的有

所謂『華南學派』的話，該《通訊》可以說是最早

的喉舌。事實上我們辦這份《通訊》的想法很單

純。一方面，我們不希望如一般的通訊，讀者看過

一些相關的學術資訊後，隨手丟去。讀者會珍而藏

之的話，是因為它擁有一些可以為研究者再運用的

材料。另一方面，我們並非要推動地域研究，只是

認為歷史學和人類學有很多交接的地方。要明白

當代，必須明白這當代是怎樣發展而來的。同樣，

瞭解大歷史當然有很多不同的切入點。我們認為其

中一個是從深層的地方文化和歷史入手。因此，打

從一開始，我們就強調田野考察報告和一般圖書館

沒有的文獻介紹和解讀。這應該不是『華南』的問

題。」8

1996 年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歷史組和人類

學組成員在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的基礎上，成立華

南研究中心籌備處。1997 年 7 月，在新任的人文

社會科學院院長丁邦新的支持下，成立香港科技

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並且和中山大學、廈門大學、

江西師範大學、嘉應大學等共同建立一個「華南研

究資料中心系統」，互相交流。1998 年華南研究

中心成為香港科技大學的對外展示單位（Showcase 

Institute）。制度化的結果是香港科技大學提供辦

公室和基本的研究資助；而華南研究中心從成員的

研究計劃和一些委託計劃中的基金的資助，維持日

常的運作。這些計劃包括香港政府的古物古蹟辦事

處資助的「西貢和東九龍地區的古建築物普查」、

香港政府檔案處的「政府檔案處的照片和影片庫

的研究和翻譯服務」、「政府檔案處的檔案資料

的研究和翻譯服務」、衛奕信文物信託資助的「許

舒博士所藏土地及商業文書出版計劃」、日本基金

會亞洲研究中心的「越南胡志明市華人建築物碑刻

收集」、西貢區議會的「西貢歷史、文化和社會」

計劃、大埔區議會的「大埔傳統與文物」計劃、香

港政府康樂及文化辦事處的「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

普查」等。

華南研究中心繼承華南研究會的理念，認為

學術研究不能躲在象牙塔。因此，自中心的籌建

以來，一直著力於歷史和田野的活動，從而推展

學術 (Scholarship)、關懷學生 (Care)、熱衷研究

(Research) 和培養創造力及好奇心 (Creativity and 

Curiosity)。舉辦了一系列的講座、會議、田野工

作坊，並於 2001 年開始，每年舉辦兩屆研究生研

討班等交流及訓練活動。（見表一）9 同時建立資

料庫收集、整理檔案文獻，並且出版《通訊》、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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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刊的《歷史人類學學刊》、迄今共 26 冊的「華

南研究文獻叢刊」、4 冊「泛珠三角歷史與社會叢

書」，以及 5 冊香港文化遺產及其他書籍。

研究、分享和訓練是三位一體的整合。以

2001 年 7 月 16 日至 18 日的「塑造故鄉：中國移

民與鄉土社會」學術會議和隨後為期 8 天田野考察

工作坊為例，在香港政府研究資助局的「移民社

會與海外聯繫」研究計劃和華南研究中心的資助，

以及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中心、嘉應大學客家研究

中心和汕頭大學潮汕文化研究中心的協助下，舉行

了為期 10 天的國際學術會議和田野考察。（見附

錄一及附錄二）參加者除了來自國內外的學者和

研究生外，還有非學界的華南研究會的成員。這個

活動，一方面討論跨地域的移民、社會、經濟、文

化和認同的問題；另一方面，在陳春聲、劉志偉、

馬木池、蔡志祥 4 人事先的預備調查的基礎上，以

19 世紀以來經過韓江出洋的路線，製定可資思考

的移民和原鄉社會的問題。工作坊的安排是每天日

間進行考察，晚上除了介紹翌日的考察點外，還包

括圓桌討論會。這個會議，可能就是後來的歷史人

類學高級研討班的雛形。

二、地方文化歷史教學的活動和推廣

　　人類學強調整體的 (Integrated) 研究取向。從

機構的角度來看，整體不僅是研究的方向和調查研

究點的整體，更重要的是如何達至學術界和社區的

跨界的整合和聯繫。下面介紹華南研究中心在這方

面的幾個嘗試。

1. 文化機構的跨界交流

　　1997 年 1 月到 5 月，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的歷史組和人類學組舉辦了 4 場、每場兩個講題的

題為「香港創造、創造香港」的講座系列。提出

「……一個社會的歷史與形象並不單只是對事件的

論述及對器物的描繪。作者與推廣媒體的選材、處

理方法、表現形式和理論取向都會影響讀者和觀眾

的理解。無可否認，在這一過程中，香港的學術界

有其獨特的角色；但相比起與大眾有直接關係的文

化機構，可能後者在塑造香港的歷史與形象方面有

更大的影響；與此同時，觀眾及讀者也在追求他們

『理想』中的香港歷史與形象。作者、讀者與觀眾

相互交錯，構成了香港的歷史與形象……。」10 這

個系列除了冼玉儀是香港大學歷史系香港歷史研

究室主任外，其他七位講者都是文化機構的人士。

他們包括香港教育處課程設計總主任、香港歷史博

物館總館長、區域市政總署博物館 ( 現改稱文化博

物館 ) 總館長、香港藝術中心展覽部總監、香港電

臺電視部監製、古物古蹟辦事處執行秘書以及香港

旅遊協會公關部經理。而機構則包括推動香港中小

學的總合人文課程（即後來的通識課程）、製作

1980 年代的香港歷史紀錄片《百載盧峰》和 1990

年代的社會文化紀錄片《吾土吾情》的監製、啟動

香港文物普查的機構、以及宣傳香港旅遊的部門。

會上出版界的朋友指出缺乏關於香港的高水準的

普及讀物，啟發華南研究中心認識到學問走向民間

的重要性。

2. 田野教學的推動：跨學科的田野學習

　　1997 到 2006 年之間，華南研究中心組織下列

三個推廣田野教學的嘗試。

（i）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大學與中學間的教

學介面 （1998-2000）11

1998 年香港史被列入中學初中課程，特區政

府積極推動包括香港歷史和社會的初中綜合人文

課程（即通識教育的前身），鼓勵學生從生活中認

識香港的歷史、社會和文化。因此，在田野中的

教學忽然風行。田野教學，一方面需要足夠的教

學資源來配合；另一方面，沒有適當的教學方法，

會令學生分不清楚耳聞、目睹、和想像的差別，田

野反而會因而被「污染」。1998 年華南研究中心

在香港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香港歷史、

文化與社會：大學與中學間的教學介面」計劃下， 

開展為期三年的活動。「本計劃嘗試建立溝通大

學與中學間的橋樑，讓中學老師們進一步瞭解與

香港有關的新觀念、理論、資料和研究方法，並在

教授香港史時，能更有效地使用這些資源。」12 這

個計劃一方面與政府機構（教育署課程發展處人文

學科組）和興趣團體（華南研究會）合作，另一方

面組成包括中學老師和研究生的 10 人工作推廣委

員會。參與者除了學者和中學老師外，也包括公共

文化機構的專家、公共機構、學術團體和出版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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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包括研討會、展覽會、講座系列、示範式的田

野考察、建立互聯網頁、出版資料集和舉辦證書課

程。這一系列活動的目的是協助中學老師在教授本

土歷史時，培養出對本土文化與社會的觸覺，既豐

富老師在設計教案時的想法，鼓勵老師帶領學生進

行田野考察、透過與本地人的傾談和接觸，查考地

方碑記與文獻，參觀歷史建築物等活動，並在參與

觀察的過程中，親身體驗本土文化與社會、培養其

學習香港歷史的興趣和主動性，也幫助學生發展其

好奇心及創造力。

　　這計劃的研討會暨香港史教育資源展覽在

1998 年 12 月 5 日舉行。參與者有來自 4 間大學的

研究香港史學者、來自 10 間中學教授香港史的中

學老師、以及與中學香港史課程設計有關人士。研

討會分「香港史教學」、「考察活動經驗」及「香

港史課程設計及教學資源」三節，由中學老師報

告、大學老師討論。參與展覽的包括管理香港古物

古蹟及檔案的機構、博物館、出版香港中學歷史教

科書及香港歷史文化書籍的文化機構。

　　這計劃在 1999 年開始為期一年的「認識香港

歷史、文化與社會」課程。課程分為「證書」與

「非證書」兩種。證書課程的參加者除出席不少於

7 次的講座和 4 次田野考察外，更需要編寫一節中

學香港史課程教案。非證書課程的參加者可按各

自興趣，參加講座及田野考察。「認識香港歷史、

文化與社會」課程包括共 9 次的講座和 6 次的田野

考察、「讓老師們在參與觀察中，親身體驗講堂上

討論的觀念、理論與方法。」13 9 次講座的內容從

文物古蹟、傳統社會、城市發展、以至普及文化，

由專家主講。6 次的示範式田野考察，由導師設計

工作紙和帶領實地考察。6 次田野考察的內容從考

古到當代，從鄉村到都市，以及數次的書展。14 （講

座及田野考察內容見附錄三）

　　課程結束後，華南研究中心把課程中的資料編

成三冊的資料集，分別為《香港歷史、文化與社

會：教與學篇》、《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教學

與實踐篇》和《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田野與文

獻篇》。提出走出課堂，與生活結合是理解本地歷

史、社會和文化的重要性。為了推動本地的歷史田

野教學，資料集免費寄贈香港各中學圖書館及研究

機構。15( 圖 1)

《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教與學篇》內容

詳見附錄四，在此不再覆述。

《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教學與實踐篇》

包括 8 篇由中學老師撰寫的「教學經驗」，6 篇由

中學老師設計和 3 篇由大專老師設計的教案與工作

紙。以科大衞和馬木池設計的「香港傳統農村社會

組織與生活」為例，教案的基本設想為：1. 以活動

教學、非背誦式的教學為本；2. 授課形式以媒體配

合活動為主；3. 教案是 7 個 35 分鐘的課堂設計，

每節包括 20 分鐘活動和 15 分鐘討論和講解；4. 鼓

勵學生應用其他學科知識如中文、地理、經濟、藝

術等融會於歷史的學習；及 5. 課外習作以分組進

行簡單的研究計劃為主。科大衞和馬木池設計的 7

節的教案詳見附錄五。

《田野與文獻篇》包括兩個部分：田野考察

部分包括下列七個田野考察的工作紙，其中三篇由

中學老師設計。( 附錄六 )

文獻部分包括香港主題教學的參考書目和教

授和研習香港史的資源機構。

　　除了三冊的書籍外，華南研究中心設立網頁，

並且在《通訊》建立「香港歷史的教與學」專欄，

試圖長遠的輔助「……對香港歷史社會有興趣的老

師們組織起來，形成自己的團體去探討、解決理論

及教學上的問題……。」16 中學老師在 2000 年分

別組成的中國歷史教育學會、香港中史教師會以及

在 2016 年香港歷史及文化教育協會等，可以說是

受到這個計劃的影響而組成的。

（ii）華南研究花炮會：從參與觀察到參與與觀察

　　華南研究中心和華南研究會的成員意識到人

類學的「參與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 的「參

與者」(Participant) 和「觀察者」(Observer) 的雙重

身份對理解地方文化的重要性。2000 年組織「華

南研究花炮會」，自此每年皆參與西貢滘西洲農

曆二月十三日舉行的洪聖誕活動。滘西洲是華德

英在 1950 年代開始的長期田野調查的基地。島上

有紀念華德英的石碑。17 活動是希望透過組織及長

期參與地方宗教活動來瞭解地方社會。2000 年第

一次的參與洪聖誕時，花炮會成員扛抬燒豬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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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的專業，報告相關的資料和觀點。工作坊包括：

1. 歷史與地理：一般介紹；2. 士兵、少數族群和身

份認同；3. 市場、貿易與社會經濟界線；4. 文學與

記憶：沈從文與湘西；5. 關於邊城的電影；6. 語言

與社會：土家與漢語等 6 場資料分享和討論會，提

供參加者對不同領域的初步認識。

　　田野考察點選定湘西。每天的考察在下午 4 時

前完結。大部分的考察是共同的行動。但也有一天

由參與者根據自身的學科興趣而分頭調查：如研究

語言的在旅館內與本地人訪談、錄音，分析湘語

的結構；研究文學的走訪沈從文邊城記載的地方；

讀藝術的到黃永玉繪畫的現場；而修讀人類學的

參觀族群廟宇等等。不同領域的同學必須在下午 4

時至晚飯前準備簡報，並在晚上 8 時開始的討論會

以視像的形式發佈當天的聞見。這個方法有效的體

驗到不同學科的觀察者不一樣的視覺。從而，在不

同學科領域的觀察者身上，相互撞擊、相互補足，

相互學習。

　　「跨學科的田野學習」是筆者組織、參與過的

最具挑戰性的、最有思想震盪的田野考察。然而，

在學科領域界線牢固的環境下，跨學科的交流分

享，有一定的困難。跨學科的田野的嘗試，也因此

沒有繼續下去。

3. 給學者以外的讀者：公眾史學的嘗試

　　公眾史學有三個主要的目的：關於群眾的歷

史 (on the public: history from below)、給公眾的

(for the public: history for the interest of the public) 和

讓公眾說話的歷史 (by the public: history told by the 

public stakeholders)。華南研究中心除了收集文獻

資料、口述歷史、建立西貢地方的鄉村檔案和進行

節慶等公眾活動的影音記錄外，還出版以中學老師

為對象的教學工具（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教與

學篇》、《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教學與實踐篇》

和《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田野與文獻篇》）、

為地方社會編寫該地的歷史和文化傳統的書籍（馬

木池等編，《西貢歷史與風物》（香港：西貢區議

會，2003）、廖迪生主編，《大埔傳統與文物》（香

港：大埔區議會，2008）、盧惠玲、張兆和編；鄧

聖時輯，《書寫屏山：香港新界屏山鄧氏宗族表述

廟門時被擋下來。黃永豪記錄了這次的事件：「本

會（華南研究會）很多會員長久以來皆有觀察當

地的洪聖誕活動，但是組成花炮會，直接參與當

地的社區活動，卻是首次嘗試。沒有這次的參與，

是沒有人會告訴我們，插在參神用的燒豬頭上的刀

子是不能以刀刃向著神靈的。人們與神靈的關係，

在我們這群『散兵游勇』『亂打亂碰』的行為中獲

得進一步的瞭解。」18 社區成員有共享文化的價值、

共同的禁忌。觀察者是難以知道社區成員共享的、

不需要明言的地方「知識」。因此，邊緣的本地人

(Marginal Native) 的身份，是既可以取得社區的文

化主位（Emic）和客位 (Etic) 認知的重要切入點。

　　每年的花炮會活動包括：1. 介紹滘西洲的社區

情況和歷史、華德英的研究、以及洪聖誕活動的

性質和概況；2. 扛抬參神燒豬和香燭到廟裡參拜；

3. 向滘西洪聖誕值理會捐題戲金和購買花炮抽籤券

（所以，花炮會是節日有份的「份子」）；4. 參與

與居民共同分享的免費午膳；5. 自由觀察島上的酬

神活動； 6. 觀察神功例戲（如跳加官、天妃送子）、

慶祝洪聖誕的官方儀式以及花炮抽籤項目。

　　花炮會在滘西洪聖誕的進香活動是公開參與

的，不同院校的師生和對地方節慶文化有興趣的市

民都可以自由參加。這是一個嘗試透過參與者和觀

察者的身份，理解地方文化運作的方法，也是聯繫

學界、地方社區和群眾的活動。在 2010 年以後，

華南研究中心有關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教育活動、文

化服務及導賞員培訓等工作，是在這樣的構思下，

一脈相承的。

（iii）跨學科的田野學習

　　田野沒有學科的界線，面對同樣的田野，不同

的學科專業，有不一樣的視點和詮釋。香港科技大

學人文學部包括歷史、人類學、宗教、哲學、文學

和語言學等學科專業。因此，也是跨學科田野學習

的試驗場。

　　2004 年華南研究中心舉辦了一個題為《跨學

科的田野學習》(Cross-disciplinary learning in the 

field) 的活動。 活動包括 5 月 15 日及 16 日為期 2

天的田野考察前的工作坊和 5 月 31 日至 6 月 5 日

為期 6 天的田野考察。工作坊由參與的同學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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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歷史文化傳統文獻彙編》（香港：香港科技大

學華南硏究中心，2013）。在 2012 年開始連續每

年出版《大澳端午龍舟遊涌特刊》，介紹香港最早

的四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的大澳端午遊

涌活動及社區組織，並免費送贈，以作為在大澳進

行文物教學活動之參考材料。

　　華南研究中心成立以後，建基於 1950 年代華

德英的筆記、19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科大衞進行的

口述歷史、以及 1990 年代後期到 21 世紀初的東九

龍及西貢地區的普查，建立村落資料庫。2011 年

以後，透過中心成立以來在節日田野中收集的文字

和複製材料，以及在 2011 年開始的非物質文化遺

產普查的成果，彙集了相當數量的香港節慶文化的

資料。這些和公眾關心的文化傳統的資料，公眾活

動過程中產生的資料，都有助書寫給公眾的文化歷

史傳統的記錄。

　　總結言之，自 1997 年成立以來，華南研究中

心一方面推廣跨界的田野學習，另一方面建基於對

香港的關懷，強調 「……學習不在局限在課堂，

走出課堂的考察與調查，成為教與學的重要組成部

分。」19

三、學步與超越

　　「從華南研究，我們得到一個通論，以後的工

作就不是在華南找證據。我們需要跑到不同的地

方，看看通論是否可以經得起考驗。需要到華北

去，看看在參與國家比華南更長歷史的例子是否也

合乎這個論點。需要跑到雲南和貴州，看看歷史上

出現過不同國家模式的地區，如何把不同國家的傳

統放進地方文化。我們不能犯以往古代社會史的錯

誤，把中國歷史寫成江南的擴大化。只有走出華南

研究的範疇，我們才可以把中國歷史寫成是全中國

的歷史。」20

　　華南研究中心的成立，並非囿於地域的研究。

無論最終的目的是瞭解中國的大歷史，還是自我的

挑戰和反思，地域只是一個「工具」，用來聯繫一

群共同信念的研究者，通過相互的學習、衝擊來試

圖承傳過去的知識與創立新的理念和詮釋。21 華南

研究中心的成立，除了服務學界之外，他的一個重

要任務是走出學科界限的象牙塔。在中小學的綜合

人文課程（即後來的通識課程）、社會對物質和非

物質文化遺產的關注的氛圍下，田野教學不僅是要

跳出安樂椅，在教室以外傳授和分享學問。更重要

的是在田野中，我們是跨域的學習者。華南研究中

心多年來推動的是希望在田野中的觀察者，可以從

消極的資訊接收者，成為積極的參與的田野記錄

者。

　　華南研究中心希望能夠令到在田野的調研者，

在書寫田野的同時也能夠閱讀田野。閱讀田野不僅

是明白碑刻、譜牒等歷史材料的內容和書寫方法。

閱讀者一方面要有整體的觀念，明白材料不是孤立

的存在；另一方面要清楚辨明耳聞、目睹和想像的

差別，也要知道過去的知識是怎樣進入資料提供人

和田野工作者的認知範圍，是怎樣被演繹和理解，

從而傳達到在田野記錄者的民族志中。

　　華南研究中心在香港推廣的不僅是歷史人類

學的田野教學，各成員嘗試的是跨學科界線的、跨

學校介面的、整合社區的田野學習；努力以積極互

動的田野教學法取代被動接受式的田野教學法。這

樣的工作，需要資源和制度的支援，也需要付出大

量的時間。對於香港的大專學界（或國內外的大專

學界）來說，學科共融的困難阻礙了跨界的相互學

習；基於學術出版與國際化的評估制度與升等的壓

力，窒礙了耗時的積極互動的田野教學的發展。簡

單的說，威權的、指導式的田野教學是省時的、不

會消費學術成本的便利方法。要有效推廣跨界的、

積極互動的田野教學，必須得到大學高層的認可、

田野設計和推動者以及田野的參與者必須謙遜而

包容。香港的經驗，說明推動這樣的田野教學的困

難和面對的犧牲。

註釋：

*  本文牽涉很多知名教授。在這裡不特別專稱。

1  羅香林在 1949 年來港，先任教新亞書院。1951

年加入香港大學中文系。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

的本地族譜，很多是羅氏收集的成果。

2  弗里德曼主要在香港東北和華界接近的沙頭角地

方進行短暫的田野調查並且提出他的宗族理論。

華德英在東北的滘西洲的漁民和客家社會調查，

提出意識模型和族群關係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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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 於 這 些 研 究， 參 考 Johnson, Elizabeth,  

Recording a Rich Heritage: Research on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Leisure & 

Cultural Service Dept.. 1997；以及 〈香港主題教

學的參考書目〉，載廖迪生、張兆和、蔡志祥編，

《香港歷史、社會與文化：田野與文化篇》（香

港：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2001）。

4　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在 1847 年成立，但在

1859 年取消。1959 年在殖民地官員如 Austin 

Coate、許舒 (James Hayes) 等推動下再成立。

這些殖民地官員繼承 19 世紀以來關注地方社

會的傳統，出版書籍和年刊 (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刊載很多和香

港有關的研究和田野考察報告。關於學會的歷

史和出版，參考學會的官方網頁：http://www.

royalasiaticsociety.org.hk/new-page-1。

5　關於華南研究會的發展，參考蔡志祥，〈華南：

一個地域、一個觀念和一個聯繫〉，華南研究會

編，《學步與超越》（香港：文化創造出版社，

2004），頁 2-5。華南研究會先後出版了 華南地

域社會研討會，《華南研究》（香港：華南地域

社會研討會， 1994）、華南研究會編輯委員會

編，《學步與超越：華南硏究會論文集》（香港：

文化創造出版社，2004）和游子安、卜永堅主編，

《問俗與觀風：香港及華南歷史與文化》（香港：

華南研究會，2009）三部書。1991 年至 2006 年

以前，吸引了很多學者如科大衞、蕭鳳霞、濱下

武志、陳春聲、劉志偉等參加，成為終身會員，

並積極與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和中山大學

歷史系聯合舉辦田野活動。近年因為種種原因，

並不活躍。2003 年以前華南研究會都在《華南

研究資料中心通訊》刊登每年的報告。

6　計劃從 1990 年開始，以陳其南、蕭鳳霞和科大

衞為核心，比較安徽（鄭立民、陳其南）、福建

（鄭振滿、陳支平）、潮州（陳春聲、蔡志祥）

及珠江三角洲和香港（科大衛、蕭鳳霞、劉志偉、

羅一星）四個地域。成員包括行政核心、調查研

究核心、博士候選人和其他研究生。並且通過關

係，連結各地方的研究者如研究安徽的葉顯恩、

福建的丁荷生、武雅士、潮州的黃挺等。計劃包

括歷史學者和人類學者。以工作坊的形式，到各

研究者的研究點考察，從不同地域和研究方法的

角度，挑戰和激發研究者對自身研究領域的再思

考。前後舉行過四次的工作坊：佛山、潮蓮、莆

田、樟林和前美。1994 年在台南舉辦「寺廟與

民間文化研討會」，並於 1995 年出版上下兩冊

的論文集。陳氏離開中文大學後，計劃的資金轉

由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中心支配，在「華南研

究計劃」的名義下，資助個人的研究。

7  〈活動消息：華南研究資料中成立〉，《通訊》，

第一期，1995 年 10 月 15 日，頁 1。

8  蔡志祥，〈《華南研究通訊》與歷史人類學〉，《中

國社會科學報》，2010 年 10 月 28 日，第二版。

《通訊》在 2006 年 7 月改名為《田野與文獻》，

仍然以季刊形式出版。

9  2003 年以後的活動，可以在華南研究中心的網

頁（http://schina.ust.hk/zh）找到。

10  〈活動消息：「香港創造，創造香港」講座系

列〉，《通訊》，第六期，1997 年 1 月 15 日，

頁 15。

11  關於這個計劃的一些理念，參考廖迪生、張兆

和、蔡志祥，〈「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資

料集導論：我們的歷史      香港史〉，《通訊》，

第 28 期，2002 年 7 月 15 日，頁 9-14。

12  〈活動消息：「認識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

課程〉，《通訊》，第 13 期，1998 年 10 月 15

日，頁 17。

13  〈「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大學與中學間的

教學介面」〉《通訊》，第 13 期，1998 年 10

月 15 日，頁 14-18。

14  廖迪生，〈「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課程結

業禮致辭〉，《通訊》，第 20 期，2000 年 7

月 15 日，頁 3-4。

15  廖迪生、張兆和、蔡志祥，〈「香港歷史、文

化與社會」資料集導論：我們的歷史    香港

史〉，《通訊》，第 28 期，2002 年 7 月 15 日，

頁 9。

16  廖迪生，〈「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課程結

業禮致辭〉，《通訊》，第 20 期，2000 年 7

月 15 日，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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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頁 26。

20  科大衞，〈告別華南研究〉，華南研究編輯委

員會編，《學步與超越》（香港：文化創造出

版社，2004 ）， 頁 30。

21  蔡志祥，〈華南：一個地域、一個觀念和一個

聯繫〉，華南研究會編，《學步與超越》，香

港：文化創造出版社，2004，頁 1-8； 程美寶、

蔡志祥，〈華南研究：歷史學與人類學的實踐〉，

《通訊》，第 22 期，頁 1-3。

圖一、《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系列

年份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合計

學術會議 1 2 3 2 1 5 2 0 16
公開講座 7 11 13 23 10 27 18 5 114
本地田野考察工作坊 1 1 4 6 1 1 15 1 30
境外田野考察工作坊 2 1 1 4 1 3 2 0 14
展覽 0 0 1 1 0 0 0 0 2
研究生研討班 0 0 0 0 0 1 3 1 5
合計 11 15 22 36 13 37 40 7 181

表1、1996-2003年華南研究中心的活動統計

17  華南研究會幹事會，〈籌組華南研究花炮會緣

起：組織「華南研究花炮會」參與滘西洪聖誕

活動〉，頁 11，及黃永豪，〈華南研究花炮會

活動感言〉，《通訊》，第 19 期，2000 年 4

月 15 日，頁 11-13。華南研究會近年淡出花炮

會的活動，活動主要由華南研究中心承擔。

18  黃永豪，〈華南研究花炮會活動感言〉，《通

訊》，第 19 期，2000 年 4 月 15 日，頁 13。

19  〈編後語〉，《通訊》，第 18 期，2000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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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合辦

「塑造故鄉：中國移民與鄉土社會」學術會議

日期：16-18/7/2001

地點：香港科技大學教學大樓 7332 室

二零零一年七月十六日

主題演講

劉志偉（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移民」──戶籍制下的神話

第一節：地方傳說與文化認同（一）

1. 周紹明（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

移民與定居──新儒家的神話

2. 陳其南（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地方感的看貌──地方傳說的新意涵

第二節：地方傳說與文化認同（二）

1. 周大鳴（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村落文化與認同意識

2. 張小軍（北京清華大學社會學系）

大槐樹下──洪洞作為移民源地的象徵建構

3. 趙世瑜（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

想像家園──對山西洪洞大槐樹傳說的歷史人類學

分析

第三節：籍、貫之間

1. 于志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明清時代軍戶的家族關係──原籍軍戶與所軍戶之

間

2. 梁洪生（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

清中葉贛西北移民的祖籍認同──修水「全善局」

研究

3. 曹樹基（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生態、文化──清代的移民入籍與土客衝突

4. 邵鴻（南昌大學歷史系）

嘉慶2 4 年湘潭土客仇殺事件

　

第四節：身份認同的建構

1. 谷淑美（香港就技大學社會科學部）

移民政策及身份認同在香港(1950-80)
2. 潘毅（香港就技大學社會科學部）

The Sense of Place: Chinese Migrants in Hong Kong 
Community

3. 鍾寶賢（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余東旋──築建西式堡壘的華商

4. 劉鎮發、譚世寶（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

語言使用與香港認同──過去、現在與將來

二零零一年七月十七日

主題演講

濱下武志（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學東南亞

研究所）

建設家鄉網絡──19-20世紀的華南、香港、東南亞

第五節：海外華僑社會（一）

1. 黃從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超越時空──僑鄉與北美僑刊所反映的新女性形象

2. 程美寶（中山大學歷史系）

網上織網──當代親屬關係的建構

3. 王心揚（香港就技大學人文學部）

十九世紀中國移民定居夏威夷問題之初探

第六節：海外華僑社會（二）

1. 錢江（星加坡大學歷史系）

由海澄到檳榔嶼：馬來半島的福建人社區

2. 謝愛萍（馬來亞大學中國研究系）

馬來亞華人──多族群社會中的調適

3. 黎志剛（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歷史系）

中山商人的移民模式

第七節：地方經濟與移民

1. 沈艾悌（英國利茲大學東亞研究學系）

山西的開礦、灌溉與地方認同

2. 朱德蘭（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台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與華南研究

3. 陳支平（廈門大學人文學院）

清代閩東的鄉村借貸

第八節：移民與鄉土社會

1. 鄭振滿（廈門大學歷史系）

閩南寺廟與華僑形象

2. 村上衛（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

十九世紀在廈門的歸國華僑

3. 韓振飛（江西省贛江市博物館）

由農民到市民──贛江市福建連江籍移民群體考察

4. 劉義章（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香港元朗八鄉客家村落的歷史與文化研究

二零零一年七月十八日

第九節：陰、陽之間

1. 蔡志祥（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修建墳墓與家鄉關係

2. 宋怡明（多倫多大學歷史系）

黃秀郎的墳墓── 二十世紀初期的華僑、僑鄉與中

國現代化

3. 曾玲（廈門大學歷史系）

山崇拜與華人移民社群之整合──一個關於新加坡

華人社群組織建構的歷史考察

總結發言

科大衞（牛津大學中國研究所）

附錄一、塑造故鄉：中國移民與鄉土社會：學術會議（2001 年 7 月 16-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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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001
上午訪問嘉應大學客家學研究中心

1.蔡志祥、陳春聲

介紹田野考察工作坊的安排

2.學術報告

主持：周大鳴（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講者：房學嘉（嘉應大學客家學研究中心）

講題：試論客家圍龍屋建構的生態意義──以梅縣

丙村鎮仁厚溫公祠為例

當日考察：梅州雁洋、丙村

晚上：圓桌討論

主持：黎志剛（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歷史系）

報告：周建新（嘉應大學客家學研究中心）

講題：粵東石窟河的商貿活動與地方社會──以蕉

嶺縣新鋪鎮為例

考察介紹：陳家村天后廟、公王宮、新埔鎮、南

山村

20-7-2001
當日考察：陳家村天后廟、公王宮、新埔鎮、新

埔墟、南山村

晚上：圓桌討論

主持：邵鴻（南昌大學歷史系）

報告：蔡志祥（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講題：松南伍氏家族在泰國

考察介紹：松口、松南情況

21-7-2001
當日考察：松南鎮、松口鎮

晚上：圓桌討論

主持：曹樹基（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報告：馬木池（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講題：明清時期韓江上流「雙城記」──茶陽與三

河的商業發展與地方社會

考察介紹：大埔茶陽及三河情況

22-7-2001
當日考察：大埔縣茶陽、三河鎮舊商業街及舊城圍

晚上：圓桌討論

主持：谷淑美（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

報告：宋德劍（嘉應大學客家學研究中心）

題目：歷史人類學視野中的族群互動與文化認同 

──以豐順縣留隍、東留為例

報告：蕭文評（嘉應大學客家學研究中心）

題目：豐順縣建橋鎮建橋圍張氏宗族歷史與鄉土

社會

考察介紹：豐順縣留隍、東留鎮及建橋圍

23-7-2001
當日考察：建橋圍、留隍鎮老商業街、天后古

廟、萬川古廟及東留的朱氏宗祠

晚上：圓桌討論

主持：宋怡明（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歷史系）

報告：黃挺（汕頭大學中文系）

題目：待定

考察介紹：潮州城內的文物古蹟

24-7-2001
當日考察：潮州城、開元寺、汀龍會館、金山、

西湖

晚上：圓桌討論

主持：陳支平（廈門大學人文學院）

報告：陳春聲（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題目：以「海寇門戶」到「台海跳板」──以柘

林、所城及周邊海域的研究為中心

考察介紹：柘林、所城、風吹嶺、大埕鄉

25-7-2001
當日考察：柘林寨、風吹嶺古道、所城等

晚上：總結討論

主持：趙世瑜（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

引言人：科大衞（英國牛津大學中國研究所）

于志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濱下武志（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陳春聲（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嘉應大學客家學研究中心、汕頭大學潮汕文化研究中心

合辦

「塑造故鄉：中國移民與鄉土社會」田野考察工作坊

附錄二、塑造故鄉：中國移民與鄉土社會：田野考察（7月 18-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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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講座系列

舉行地點：香港科技大學演講聽 C（Lecture Theater C）
時間：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10:00-13:00）

附錄三、「認識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課程的講座和田野考察

題目 日期 主講者

第一講 從古蹟文物看香港歷史 1999/1/23 龍炳頤（香港大學建築學系教授、古物諮詢委員會主席）

第二講  傳統社會組織 1999/2/27 科大衞（牛津大學教授、香港大學歷史系訪問教授）

第三講  傳統社會生活 1999/3/27 廖迪生（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教授）

第四講 十九世紀都市發展 1999/4/24 冼玉儀（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

第五講  戰前商業發展 1999/5/29 鍾寶賢（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

第六講  三年零八個月 1999/6/26 劉潤和（香港歷史博物館榮譽研究員）

第七講  戰後的經濟與社會 1999/9/18 趙永佳（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第八講  普及文化與身份建構 1999/10/23 吳俊雄（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馬傑偉（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系教授）

第九講 理論與實踐：香港史研究 1999/11/27 盧瑋鑾（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

葉漢明（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

蕭國健（珠海書院歷史系教授）

日期 考察主題 主持者

1999-3-13 9:00-13:00     傳統社會組織──新界北區鄉村社會 黃永豪（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助教）

1999-4-10 9:00-16:00 考古發掘工作坊 古物古蹟辦事處

1999-5-15 9:00-16:00 傳統社會生活──大澳社區 廖迪生（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教授）

張兆和（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教授）

1999-6-5 9:00-12:00 
2:00-5:00

都市與商業發展──中西區文物徑（上、下

午考察路線相同，參加者只需選擇其一。）

鍾寶賢（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

程美寶（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1999-10-9 9:00-16:00 二次大戰前後的沿海社區──西貢沿海社區

的發展

馬木池（華南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1999 年末

 

節日──太平清醮 蔡志祥（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教授）

(2) 田野考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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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考察題目 主持者

大澳田野考察 廖迪生、張兆和

香港中上環之旅：早期殖民地的開發 程美寳

粉嶺龍躍頭考察 黃永豪、譚思敏

西貢古道行：村落與外部世界的連繋 馬木池

從新界傳統建築看香港早期居民的生

活及風俗習慣

蘇芳美、林寳英

石湖墟教案 袁梅芳

九龍寨城今昔 黃秀文

教案主題 課堂設計

香港早期居民：香港的主要

民系及姓族

閱讀資料、課堂活動（地圖、錄音分析）、問題討論、工作紙

香港早期居民的生計 閱讀資料、課堂活動（地圖分析）、問題討論、習作

香港早期居民的生活 閱讀資料、課堂活動（幻燈片、虛擬進入）、工作紙、討論、習作

（編寫我的家族史）

宗族與鄉村社會 閱讀資料、課堂活動：（影片、視像）、問題討論、習作（家中宗

教活動調查表）

地方社會組織 閱讀資料、課堂活動：（遊戲：誰來建祠堂）、總結討論、習作

香港早期教育與文化 閱讀資料、課堂活動：（契據等與文字有關的材料、解讀、私塾教

育所能掌握的文字知識）、討論

題目 作者

序言 蔡寳瓊

導論 廖迪生、張兆和、蔡志祥

考古與香港歷史 鄒興華

從古跡文物看香港歷史 龍炳頤

傳統社會組織 科大衞

傳統社會生活 廖迪生、蔡志祥

十九世紀都市發展 冼玉儀

戰前商業發展 鍾寳賢

三年零八個月 劉潤和

戰後的經濟與社會 趙永佳

普及文化與身份建構 吳俊雄、馬傑偉

香港文學史研究概況綜述 張咏梅

理論與實踐：

    根治時空錯亂與集體失憶 程美寶

    香港史與感性史識 葉漢明

    有趣、有關、有情 盧瑋鑾

    歷史的塑造 蔡志祥

誰人的香港史 蔡寳瓊

附錄四、《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教與學篇》目錄

附錄六、《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田野與文獻篇》中的田野考察

附錄五、科大衞和馬木池設計的「香港傳統農村社會組織與生活」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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