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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舒博士在香港做官許多年之中，研究香港

地方社會，做出極大的貢獻。尤其是在收集地方

各種地方文獻上的功績，極為難得。其中有黃永

豪主編的《許舒博士所輯廣東宗族契據彙錄》（東

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東洋學文獻中心，1986-

1987）。書中錄有清代嘉慶 17 年至民國 33 年的土

地買賣契據 156 種。這裏反映出在這 130 多年之間

的廣東地區社會經濟上的變化。比如，廣東地區進

入清代以後仍然維持明代初期以來的徵稅制度，叫

做里甲制。一個里之中，有一個里甲戶（大地主）

下面有 10 個甲首戶（自作農），10 個甲組成一個

里，就是總有 110 個戶。承擔夏稅秋糧。每 10 年

1 次，再編戶籍簿，掌握 110 戶的變動。這類制度

在自作農的平等財富之條件下而成立的，但明代中

期以後，這類自作農的平等性崩壞，里甲制度維持

不了，全國里甲制度，差不多被廢止了。然而廣東

地區卻保持這類制度，雖然改名為圖甲制度，但其

結構沒有改變，里改名為圖，里甲戶改名為總戶，

甲首戶改名為子戶，一個圖由 10 個甲組成，也沒

有改變。但一個里不一定由 10 個戶組成，有時不

足 10 個，有時超過 10 個。因此一圖的戶數不一定

是 110 戶，常常到達 150 戶或 300 戶。子戶之下有

丁，就是實際上的土地所有者。廣東社會基本上

是由宗族組成的，因此，總戶 — 子戶 — 丁，大部

分是由同一宗族的族人組成的。在這類情形之下，

大宗族為了避開稅糧增加的目的，在把自己的一個

丁的土地賣給別的宗族的丁時，在戶籍上，並不

改變丁之所屬的子戶或總戶的名字。族人買賣土

地時，故意將戶籍上的總戶或子戶的名字不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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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仲一成

30 年或 50 年，甚至於 100 年至 200 年之間，戶名

不變的例子並不少。只能看戶籍的官方，根本不能

掌握實際上的土地所有者的變動，只是徵收一定的

稅額而已。這個習慣，叫做「戶名不變」。日本學

者片山剛教授，最早發現這類事實。最近，安徽，

江西方面也有這類戶名不變的事實。前面提到的許

舒博士所收集的史料中，到處可見這類戶名不變的

例子。比如，東莞縣恩都三圖末甲的江答魏戶從

同治 4 年（1865 ）至民國 24 年（1935），70 年間

沒有改變戶名。又，同縣三都四圖九甲的王伯寬

戶，從道光 4 年（1824）至民國 16 年（1927），

100 年間，沒有改變戶名。片山剛教授依據地方

志所載的圖甲表和族譜而證明戶名不變的事實，

但我們從許舒博士所收集的土地買賣契據之中，

直接獲知「戶名不變」的事實。許舒博士經常注

意到香港或廣東的地方文書，一直關心中國地域

社會的問題，1985 年出版的《帝國後期的通俗文

化》(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一書

之中，博士寫出一篇論文，題作「鄉村世界之中的

專家們和文書資料」(Specialists and Written Materi-

als in the Village World)，還是討論地方文書所成立

的社會背景。博士的眼光始終沒有離開中國地域社

會，是證明博士作為行政官僚的本領。大陸失散的

寶貴地方文獻常常流出於香港，掌握此類資料，才

能夠研究中國地域史的課題。博士的功績可以說永

垂不朽。英國治港結束時，推出許舒博士這樣的大

學者，是英國的榮譽，可說是留下了有終之美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