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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來文人．人文來南 
——嶺南文人與百年香江文教展」回顧

「南來文人‧人文來南——嶺南文人與百年香江文教展」於2021年9月29日下午正式開

幕，並於2021年9月30日至2022年5月8日在香港中文大學大學圖書館展覽廳展出。香港中文大

學校長段崇智教授、北山堂基金行政總裁江馨平女士、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唐小兵教授、中

國文化研究所「嶺南文化研究計劃」主任黎志添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館長李露絲女士

為開幕式剪綵。此次展覽由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嶺南文化研究計劃」及中大圖書館合辦，

北山堂基金、旭日慈善基金贊助，致力展現晚清民國一百多年來，南來廣東文人對中國傳統

文化在香港傳承、發展的深遠影響。

展覽共分四個展區，集中展示二十位南來廣東文人在香港的行跡、文化教育活動及著述，

從中可見南來文人在香港傳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功績。他們創辦各類學校，以深厚的文化底蘊

滋養及教育後輩，同時結社雅集與唱和揮毫，找尋在地的歷史記憶，寄情抒懷，傳遞人文精

神與氣節，還創辦刊物、舉行展覽，以保存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瑰寶。如盧湘父創設湘父學

塾，賴際熙等開設學海書樓、創立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身體力行地推動中文教育的發展；又

有陳伯陶、陳步墀等南來文士在九龍城宋王臺一帶雅集唱和並刊行詩作，蔡守等名流於利園

山組北山詩社，使香港的詩詞文藝風氣漸興。

二○二二年  第二、三期（合刊） 

展覽信息：

日期：2021年9月30日至2022年5月8日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大學圖書館展覽廳

主辦單位：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嶺南文化研究計劃」、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贊助單位：北山堂基金、旭日慈善基金



www.ics.cuhk.edu.hk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ll Rights Reserved.
2 ICS BULLETIN 2022 No. 2 & 3  Combined Issue 

學術論衡 Academic Reflection

展區一  南來文人小傳

清末民國時期，南來香港的嶺南文人有各自的身份背景，其中大部分擁有科舉功名，曾

於清朝出仕為官，也有部分曾赴日本留學，或就讀於清末的新式學校。這群嶺南文人均具備

深厚的傳統文化修養。他們到香港之後，或以教書、辦報為業，或專注於著述等，同時積極

參與各類雅集、詩文書畫社的活動，為香江帶來文雅傳統的人文氛圍。此展區特別介紹的二

十位南來文人，都對香港的中國傳統文教貢獻良多。

▍文人舉隅：

（1）陳伯陶（1855–1930），字象華、子礪。廣東東莞人。先後師

從梁廷枏和陳澧研習經學。光緒五年（1879）高中鄉試第一名，光緒十

八年（1892）中進士，殿試得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歷任國史館

協修、江寧提學使、廣東省教育總會會長等。光緒年間，與黃明襄、張

其淦共同擔任羅浮山酥醪觀住持，道號永燾。宣統三年（1911），陳伯

陶避居香港， 1913年定居九龍官富場（即今九龍城一帶），名其寓所為 

「瓜廬」，自號「九龍真逸」。他潛心著述，並與張學華、吳道鎔等文

人在宋王臺等地唱遊。曾任學海書樓成立初期的講學太史之一。鄉人在

九龍設志局，陳伯陶應邀為《東莞縣志》的總纂。他在港期間編撰 

《九龍真逸七十述哀詩》、《勝朝粵東遺民錄》、《瓜廬文賸》、《瓜廬

詩賸》、《孝經說》等著作。陳伯陶於1930年病逝，卒於香港九龍寓邸。

（2）岑光樾（1876–1960） ，名孝憲，字敏仲，號鶴禪。廣東順德

人。十六歲時拜名儒簡朝亮為師，在簡岸草堂學習。光緒二十七年

（1901）中舉人，光緒三十年（1904）中進士。後留學日本，1908年

畢業於日本法政大學。歷官翰林院編修、國史館纂修、實錄館協修

等。1911年辛亥革命後回鄉，授學子侄。1925年，應邀至香港成達書院

教授中文和國學，翌年開始於學海書樓講學，並任香港官立漢文中學與

漢文師範日夜校講席。1938年退休後，轉任西南中學文史教員。1947年

於灣仔軒尼詩道創辦成達中學及附屬小學，次年增設分校，自任校長。

他精通詩文，著有《鶴禪集》；亦工於書法，師法魏碑及晉唐名家， 

多為香港東華三院及保良局等機構書寫對聯，寄予勸善施仁、普濟群黎

之意。1960年，岑光樾於港島養和醫院病逝，葬於荃灣華人永遠墳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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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區二  南來文人在港行跡

南來的嶺南文人頗具思古情懷，常常漫遊香江山水，找尋及重塑在地的歷史記憶，寄情

抒懷；他們同時組織雅集、籌辦展覽等，建構新的人文地標，承前啟後，傳續風雅。這些南

來文人大多投身香港的中文教育事業，足跡遍佈各類學校與藏書樓。此展區展現了南來文人

在香港留下的足跡與印記。 

▍地點舉隅：

（1）宋王臺

宋王臺是香港著名的歷史遺跡，位於九龍城聖山。相

傳南宋末年宋帝昰及宋帝昺，為躲避元軍而到此地。清代

中葉，聖山上已有巨石刻了「宋王臺」三字。1911年辛亥

革命之後，文人相繼來港；陳伯陶、張學華、賴際熙、汪

兆鏞等曾到宋王臺懷古歌詠，陳伯陶還籲請政府劃地數畝，

將宋王臺作為遺址，並作〈九龍宋王臺新築石垣記〉。日軍

侵佔香港時，以擴建啟德機場的名義夷平聖山；「宋王臺」

摩崖諸字完好無缺。戰後，政府在宋王臺原址附近建造公

園，將削為長方形的「宋王臺」刻石移至園內，以作紀念。

曾到訪宋王臺的文人︰陳伯陶、吳道鎔、張學華、汪

兆鏞、賴際熙、陳步墀、何藻翔、鄧爾雅等

（2）利園山

1920年代初，商人利希慎先生購入銅鑼灣的鵝頭山，

興修後名為利園山，並開設利園遊樂場，內有園林、歌臺、

戲院、劇場、影院、酒樓、遊藝場等。1924年，莫鶴鳴借

用利園山渣甸洋行副經理室為北山詩社會址，並將個人所

藏的紫檀家具陳設其中，改此地名為北山堂，每周一會。

詩社成員包括鄧爾雅、楊鐵夫、何藻翔等南來文人。此外，

旅港南社社友常在北山堂舉辦雅集，國畫研究會香港分會

亦在此舉辦展覽會，而鐘聲慈善社則在利園舉行遊園會。

曾到訪利園山的文人︰賴際熙、何藻翔、劉伯端、 

蔡守、鄧爾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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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區三  人文南來與香江文教

二十世紀初，香港的塾館教育盛極一時。1920年代，在南來文人和本港紳商的推動下，

漢文師範學校與官立漢文中學等中文學校相繼建立，一些團體和教育家也開始創辦私立中文

中學。在高等教育方面，香港大學在創校翌年就開辦中文課程，加上賴際熙、區大典等太史

的推動，中文學院與中文學會也相繼創立。同時，以保存國學、尊儒弘道為宗旨的學海書樓

和孔教學院也分別成立，不少南來文人在此登壇講學。此外，南來文人雅好文藝，各有所長，

涵蓋詩詞、書法、繪畫、篆刻等傳統國粹。他們以文藝會友，在園林雅室、茶樓酒家、學校

等地結社唱和、即席揮毫，並舉辦展覽和講座，以切磋技藝，研求光大之道。此展區呈現與

二十位文人相關的中文學校、藏書樓與傳統詩文書畫社，以及他們推廣傳統文教的活動。

▍學校與藏書樓舉隅：

（1）官立男子漢文師範學堂（1920年創辦）、官立漢文女子師範學堂（1920年創辦）、 

官立漢文中學（1926年創辦）

官立男子漢文師範學堂及官立漢文女子師範學堂均創辦於1920年。香港教育司向東華醫

院暫借荷李活道文武廟左旁之中華書院頂層，作為官立男子漢文師範學堂校舍，其首任校長

由教育司視學官余芸兼任，學制兩年。官立漢文女子師範學堂創校之初，借荷李活道庇理羅

士女書院之校舍辦學，由陳逸馨擔任校長。以上兩間師範學堂皆為早期香港中文教育培訓出

不少優秀教師。桂坫、區大原、楊鐵夫等南來嶺南文人均曾於上述兩所師範學堂執教。

官立漢文中學成立於1926年。1925年12月，周壽臣、羅旭龢、俞叔文等紳商請求香港政

府撥地創立漢文中學。教育司委派漢文視學官李景康草擬辦學計劃。政府最終將官立男子漢

文師範學堂，與商人馮平山開辦的孔聖會中學合併，成立了香港第一所以中文授課的官立中

學──官立漢文中學。校址初設於醫院道，翌年遷至西營盤薄扶林道。官立漢文中學分為中

學、師範和高小三個學部，學制分別為中學四年、師範二年及高小三年。漢文中學的校訓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出自《論語．述而》。該校中文科以經史為主，詞章為輔；

算術、英文科則以英文授課。岑光樾和區大原兩位前清翰林曾任中文教習，岑光樾還為《漢

文中學戊辰年刊》題耑，刊中有論衡、經義、史論、駢文、詩選等欄目，多為學生的文

章。1933年，為了學生能升讀香港大學及國內大學，中學部學制改為初中三年及高中三

年。1939年，香港政府決定成立政府師資學院，官立漢文中學的師範部於1940年停辦，而官

立漢文女子師範學堂亦於翌年停辦。

（2）學海書樓（1923年創辦）

學海書樓由賴際熙於1923年創辦。書樓正式創立前，以賴際熙為首的南來文人為保存國

粹，於堅道27號設壇講學。1923年，得何東、利希慎等紳商慷慨捐資，仿廣州學海堂概念，

實踐「宏振斯文，宜聚書講學」之願，創立學海書樓。新址設在般咸道20號，三樓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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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樓講學。先後延請陳伯陶、朱汝珍、溫肅、區大典、區大原、岑光樾等清代翰林講學。 

書樓另設閱覽室，成為香港首間向公眾開放的圖書館。1941年，書樓因日軍佔港而一度停運，

部分藏書更移存至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至1945年重光，書樓才得以恢復。1963年，書樓

將34,600餘冊藏書悉數借存於剛啟用的大會堂圖書館，同時又開始在大會堂演講廳、公共圖

書館舉辦公開講座。學海書樓歷年出版了不少書刊，如《香港學海書樓藏書總目錄》，又有輯

錄了書樓歷年報章記載、歷史文獻及所藏廣東文獻目錄的《香港學海書樓歷史文獻．歷年講

學提要彙輯．藏廣東文獻書籍目錄》等等。

▍詩文書畫社舉隅：

正聲吟社（1931年成立）

正聲吟社在1931年由黃棣華、譚汝儉、胡少蘧等人發起組成，朱汝珍、溫肅、賴際熙、

區大原、桂坫等為主要成員。據朱汝珍在《正聲吟社詩鐘集》的題詞「特以正聲標義旨， 

範人心志曰無邪」，可知雅正的詩為該社創作的意義和宗旨，並希望以此規範詩人心志。

該社無特定會址，由鄧晃雲為召集人，並預先擬定詩鐘的「鐘眼」通函分發各愛好者，

定期雅集，多以酒樓為聚會場所，如樂陶陶酒家和中華酒家等。社課以詩鐘為主，詩課次之。

社員作品經挑選後定期在《華字日報》刊載。該社於1932年編有《正聲吟社詩鐘集》，收錄了

50多人共500多聯詩鐘、120多首詩及24頁書畫。正聲吟社活躍至抗戰時，因文人憂心日益動

盪的政局，以及骨幹成員黃棣華離港而結束。

▍文教推廣活動舉隅：

廣東文物展覽會（1940年2月22日至26日，2月29日至3月2日）

1940年2月22日至26日，中國文化協進會主辦的「廣東文物展覽會」在般含道香港大學馮

平山圖書館舉行。展覽會於國難之時舉辦，突顯「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的宗旨。

舉辦展覽會的計劃在1939年9月17日中國文化協進會第一次理事會中獲得通過，而展覽會的籌

備委員會會議則在1939年11月9日召開，專函聘請60多位文化界人士參與籌備。當中，以葉恭

綽為籌備委員兼主任委員，鄧爾雅為執行委員兼徵集組主任，俞叔文擔任委員，朱汝珍與桂

坫為審查委員。

會場展出廣東歷代文物，以及其他各省文物與廣東文獻有關的作品，包括圖像、金石、

書畫、典籍、文具、器用、太平天國文物及革命文獻等類別。由於參觀者眾多，主辦方特意

將展期延長三日（2月29日至3月2日），供會員與研究者參觀。展覽會結束一年後，葉恭綽、

簡又文、黃慈博、許地山、黃般若、陸丹林與李景康等合編《廣東文物》，除展品圖錄，還包

含研究文章、報章記載和學生徵文。



www.ics.cuhk.edu.hk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ll Rights Reserved.
6 ICS BULLETIN 2022 No. 2 & 3  Combined Issue 

學術論衡 Academic Reflection

展區四  南來文人在香港的著述

南來文人在香港致力於中文教育、學術和文藝創作，並留下豐富的著述和作品。這些著

作不僅有記載他們人生歷程、情感懷抱和交遊酬唱的詩詞文集，而且有他們編寫的講學課本、

學術著作，以及寄予友人的書信、手稿等。展區四陳設二十位文人撰寫、編著的書籍，以及

與展覽主題相關的書畫、碑刻作品。

▍書籍、藝文作品舉隅：

（1）《繡詩樓詩》、《繡詩樓詩二集》，陳步墀

撰，1909、1912年刊行

《繡詩樓詩》五卷及《繡詩樓詩二集》三卷分別

於宣統元年（1909）和1912年出版，合共收錄陳步

墀詩作400餘首。光緒三十四年（1908），廣東肇

慶、南海、東莞、清遠及四會一帶大雨成災，陳步墀

於香港《實報》發表〈救命詞〉三十首，呼籲港人籌

款賑濟，更與婦女界合作，絲繡其詩義賣，自此其詩

名和善行大顯。陳步墀更將其書齋易名「繡詩樓」；又輯集師友文字，編成《繡詩樓叢書》三十

六種，建構了一個龐大的詩詞題詠交遊網絡，《繡詩樓詩》、《繡詩樓詩二集》均收入此叢書

內。這兩種詩集摹寫時事，富有生活氣息，反映早期香港社會的特有面貌，如反對纏足的〈放腳

歌為李班君女士昭作〉，呼籲賑濟的〈救命詞〉，歌頌支持籌款義舉的〈聞李玉芝女士繡余救命

詞助賑賦酬〉、〈鍾禹庭女士繡余題邱水部詩助賑羊城慈善會喜賦〉等。另外，詩集也收錄他

與潘飛聲、蔡守、陳伯陶等人的唱和之作。

（2）《宋臺秋唱》，蘇澤東編，1917年刊行

《宋臺秋唱》由蘇澤東輯錄，張學華題書名，

吳道鎔與黃佛頤（黃慈博）作序，黃瀚華作跋，並

附有伍德彝所繪的《宋王臺秋唱圖》。內分三卷，

輯錄1916年農曆九月十七日，陳伯陶與吳道鎔、張

學華、賴際熙、伍銓萃及蘇澤東等南來文人，於九

龍宋王臺下祭祀宋遺民趙秋曉生辰的唱和，以及詠

懷宋臺古蹟、山居贈答之作百餘首，為香港首部有

文獻可考的雅集詩輯。中大圖書館的藏本與陳伯陶所輯的《勝朝粵東遺民錄》（五冊）、《宋

東莞遺民錄》（兩冊）合裝一函，共為八冊。內容以感傷時事、抒懷述志為主，有學者形容 

《宋臺秋唱》的詩詞將抒情詩學和歷史敘事結合，重新書寫香港的地域文化，不但展現出南

來文人如何參與早期的香港文學，亦在「二十世紀初期的東亞漢詩系統內，建立了香港離散

詩學的參照脈絡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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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香港大學經學講義》，區大典編，約1930年刊行

《香港大學經學講義》為區大典在香港大學任教經學期

間（1913–1937）的講義彙集。《香港大學經學講義》於二十

世紀3 0年代刊印成書，封面、版心皆題「遺史輯」， 

為區大典講學二十多年的成果。《香港大學經學講義》 

選用了朱熹等名儒的評注作教材，逐一闡釋「四書五經」

等要義，其中包括《易經講義》、《書經講義》、《詩經講

義》、《春秋三傳講義》、《儀禮禮記合編講義》、《周官經

講義》、《大學講義》、《中庸講義》等，合共十三種。 

中大圖書館藏有兩套《經學講義》（殘本），另有《論語通

義》、《孟子通義》等單行本。該講義對探討二十世紀初期

香港傳統經學教育的傳承與發展，有重要參考價值。

（4）《湘父學塾祝聖特刊》，盧湘父編，1930年刊行

《湘父學塾祝聖特刊》由湘父學塾於1930年出版， 

紀念中外同人響應陳煥章倡導的孔教運動，同賀孔子聖

誕。特刊記錄孔教運動在民國初年的重要發展，例如1918

年，國會參議院和眾議院通過聖誕節提案；陳煥章在1928

年以孔教代表身份出席日內瓦世界宗教和平大會籌備會，

又任此次宗教和平大會會長；同年，又在倫敦召開第一屆

世界祝聖大會；1930年，陳煥章來港開辦香港孔教學院，

講學弘道，尊孔子為教主，以孔教為國教。盧湘父在特刊記述湘父學塾師生以每年慶祝孔子

聖誕為常事，仍用拜跪之三獻古禮，又堅持用舊曆。此外，特刊又輯錄湘父男塾和湘父女塾

的資料，包括學規、教員列表、照片等。《湘父學塾祝聖特刊》除保留孔教運動的文獻外，亦

反映香港早期私塾教育的發展。

（5）鄧爾雅篆書「猶在春風化雨中」（香港大學中文學會及門弟子贈馬鑑），1949年。

（6）馬鑑〈我所認識的圓社〉手稿，1952年。後收入〈圓社社展特刊〉，《星島日報》，

1951年5月9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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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系列活動

在「南來文人‧人文來南——嶺南文人與百年香江文教展」展覽期間，「嶺南文化研究

計劃」與中大圖書館還舉辦了導覽活動與四場講座。導覽活動為觀眾介紹展覽背後的策展理

念及南來廣東文人對中國傳統文化在香港的傳承和發展，並沿參觀路線講述各展區內容，從

二十位南來文人的生平出發，透過珍稀書刊、照片、報章及文人著述、書畫等展品，展現他

們在香港的行跡、文化教育活動及其對香港文教的重要貢獻。講座則聚焦其中幾位文人，從

文學、宗教、藝術等角度更深入地展現他們居港期間對傳統文化的承傳。

▍專題講座系列：

（1）2022年1月13日，程中山博士 「十載香江署寓公：也談潘飛聲《獨立圖》」

（2）2022年2月17日，陳文妍博士 「鄧爾雅與香江文教」

（3）2022年3月17日，黃小蓉博士 「晚與爾同登詩將壇：張紉詩香港歲月與詩歌」

（4）2022年4月21日，黎志添教授「南來信道文人及其在香港的道教行跡」

1 2

3 4

圖1　程中山博士演講
圖2–4　香港地方志中心人員參觀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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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News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嶺南文化研究計劃

「嶺南文化研究論文獎2022」

「嶺南文化研究論文獎」旨在推動國際嶺南文化學術研究，以鼓勵海內外在讀博士生及

博士後研究員在嶺南文化領域進行深入研究。

參獎資格：

本論文獎接受在讀博士生及博士後研究員提交嶺南文化研究領域的優秀論文。論文內容

可與古今文學、歷史、哲學、宗教、藝術、語言學、人類學等範疇相關。論文必須從未發表

或出版，字數在三萬以內，中、英文皆可。

提交日期：2022年8月1日至12月15日提交日期：2022年8月1日至12月15日

參獎者須填妥申請表，並連同論文以電郵附件方式一併發送至：

ics-lingnan@cuhk.edu.hk，郵件標題為「嶺南文化研究論文獎（申請人全名）」。

獎項：

論文獎由北山堂基金贊助，設一等獎、二等獎與三等獎各一名，每名獎金分別為港幣 

         三萬、二萬及一萬元；優秀獎五名，每名獎金為港幣五千元。獎項將於2023年2月公佈。

查詢：

地址: 香港沙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05室

電話: 3943 3018 / 3943 7393

傳真: 2603 5149

電郵: ics-lingnan@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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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75期（2022年7月）

論文

簡錦松：蘇軾「泛舟遊於赤壁之下」現地研究

羅昌繁：北宋奉敕功臣碑誌的創作矛盾與張力──兼論蘇軾〈司馬   
  溫公神道碑〉變體成因

肖清和：儒學的「另一面」：文翔鳳與晚明儒學宗教化研究

林　磊：漢學與史學的相生相剋──太平洋戰爭前的洪業及其未竟   
 的學術藍圖

書評論文

LO Yuet Keung, Let the Lingbao Patriarch Speak: Lu Xiujing (406–477) on 
Self-Cultivation and Buddhism

書評

HUANG Chi-chiang, The Poetry Demon: Song-Dynasty Monks on Verse and the Way. By Jason Protass.

LEVINE Ari Daniel, Empowered by Ancestors: Controversy over the Imperial Temple in Song China (960–1279). By 
Cheung Hiu Yu.

MACKERRAS Colin, Regional Literature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Culture: Chinese Drum Ballads, 1800–1937. By 
Margaret B. Wan.

HSIA R. Po-chia, The Last Embassy: The Dutch Mission of 1795 and the Forgotten History of Western Encounters  
with China. By Tonio Andrade.

HUTERS Theodore, Hu Feng: A Marxist Intellectual in a Communist State, 1930–1955. By Ruth Y. Y. Hung.

BENN James A., Worldly Saviors and Imperial Authority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By April D. Hughes.

HERSHATTER Gail, A Decade of Upheaval: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ral China. By 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G. Walder.

HANSON Marta, Divine, Demonic, and Disordered: Women without Men in Song Dynasty China. By Hsiao-wen Cheng.

CHENNAULT Cynthia L., Anecdote, Network, Gossip, Performance: Essays on the Shishuo xinyu. By Jack W. Chen.

POMERANZ Kenneth,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Chinese and European History, 800–1600. Edited by Hilde De 
Weerdt and Franz-Julius Morche.

ANDERSEN Poul, A Library of Clouds: The Scripture of the Immaculate Numen and the Rewriting of Daoist Texts.  
By J. E. E. Pettit and Chao-jan Chang.

STAPLETON Kristin, Iconographies of Occupation: Visual Cultures in Wang Jingwei’s China, 1939–1945. By Jeremy  
E. Taylor.

許慧琦: 潘淑華：《閒暇、身體與政治：近代中國游泳文化》

SELBITSCHKA Armin, Ancient Egypt and Early China: State, Society, and Culture. By Anthony J. Barbieri-Low.

DEFOORT Carine, The Contemplative Foundations of Classical Daoism. By Harold D. Roth.

GOLDIN Paul R. and SABATTINI Elisa Levi, The Authors’ Rejoinder to Petersen’s Review.

詳細內容請瀏覽：https://www.ics.cuhk.edu.hk/zh/publication/periodicals/ics-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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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

「方言語法博學論壇」由香港中文大學和中山大學在2015年發起，自2017年開始加入復

旦大學，並由這三所學府輪流主辦，作為促進方言語法比較研究的平台，着重粵語、吳語等

東南方言的比較研究，推動跨地區研究，並加強學術交流和對話。

「第八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由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主辦，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

心協辦，於2022年8月6日至7日舉行，主題是「漢語方言對應普通話句末『嗎』的句法–語義、 

句法–語音研究」，報告論文學者名單如下：

論文報告（按作者漢語拼音排序）：

蔡浚希 香港中文大學

陳舒婷 中山大學

陳雙雙 復旦大學

陳振寧 江漢大學

陳振宇 復旦大學

鄧思穎 香港中文大學

郭　韻 中山大學

何萬順 東海大學／政治大學

黃冬笑 北京大學

黃郁欣 東海大學

江丕賢 東海大學

柯淑玲 中山大學

李立林 廣東財經大學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林華勇 中山大學

劉　星 華中科技大學

劉燕婷 中山大學

羅振南 香港中文大學

呂騰崟 北京語言大學

馬　喆 廣州大學

盛益民 復旦大學

譚葭鈺 中山大學

向思琦 北京大學

肖　陽 上海交通大學

楊望龍 浙江大學

張　凌 香港教育大學

有關論壇詳情可瀏覽以下網頁：http://www.cuhk.edu.hk/ics/clrc/i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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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通訊》第101卷第2期

專題：第七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

陳振寧、陳振宇：從「呢」系語氣詞話題問功能的演化進程探討其本質

洪妍、林華勇：潮州方言「佇」的功能及其演化

肖陽：閩語潮陽方言的語氣助詞「在[to0]」──兼與普通話「呢」的比較

柯淑玲：潮安方言的「佇」「□ [ne21]」和「哩」

徐鳳翎：粵東海豐話的「□ [tsu22]」及相關句末助詞

鄧秋玲：早期客家方言文獻與今梅縣話中的句末助詞「哪」和「呢」

飯田真紀：廣州話的話語標記「唔知呢」的詞彙化現象

語文研究

賀文翰、范曉蕾：湘語邵陽話時體詞「噶」「哩」的差異與混同

鍾曉芳、曾瑋庭：類別隱喻構式研究

陳菘霖：新冠疫情醫療詞彙之多面向敘事──語言、事件與時間

徐涵韜：論港式中文詞彙與通用中文的隱性差異

鄧思穎：後記

全文可以從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的網頁下載： 

http://www.cuhk.edu.hk/ics/clrc/

《中國語文研究》第43卷第1期

本期刊載三篇英文文章：

Richard S. Kayne：反對稱與外部化

林惠玲：台灣閩南語空補語子句的句法研究

胡波、陳紅：漢語情態助動詞結構的主語提升：論元移位還是非論元移位？

期刊由Sciendo（原De Gruyter Open）以開放取用形式發行，文章可以從吳多

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的網頁下載：http://www.cuhk.edu.hk/ics/cl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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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二十一世紀》2022年4月號，第190期

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刊出三位學者的專文，在「中國憲制轉型歷程再思」

的大主題下，與讀者一起回顧與反思中國憲制發展的曲折道路。

二十一世紀評論：中國憲制轉型歷程再思

任劍濤　建國立約與憲制立法：協商民主的初始定位與高階功能

高全喜　試論《八二憲法》的修憲權問題

秦前紅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憲法敍事——從1954年《憲法》到2018年《憲 

 法修正案》

學術論文

謝定元　「先軍事後財經」：中國對朝鐵路援助探析（1950–1955）

游　覽　戰後中越陸地邊界問題的歷史考察及再思考

馮一鳴　中越關係嬗變與中老邊界問題的解決（1971–1992）

批評與回應

孫　雁　維護民族自治與特質——回應趙鼎新〈帝國政治和主導性意識

 形態〉一文

景觀

李若虹　從哈佛園到神學街——哈佛燕京學社遷址憶述

研究筆記

林威杰　台灣法務部調查局庋藏中共檔案及其史料價值

書評

毛   升　不談毛澤東的中共革命史如何可能？——評李金錚《重訪革命： 
 中共「新革命史」的轉向，1921–1949》

周　琪　宏大敍事之外的百年黨史——評Timothy Cheek, Klaus Mühlhahn,  
 and Hans van de Ven, ed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 Century  
 in Ten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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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2022年6月號，第191期

2022年7月1日為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紀念日，香港即將走過「五十年不變」

的一半路程。在後半期的路途上，「一國兩制」實踐何去何從？本期「二十一

世紀評論」分別從政治發展、憲制秩序、跨境互動、經濟轉型等角度與讀者

一起探討。

二十一世紀評論：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

張炳良　回歸二十五周年反思「一國兩制」之路

朱國斌　香港新憲制秩序二十五年：回顧與前瞻

黃子為、鄭宏泰　跨境互動廿五年：香港民心之變與不變

李芝蘭、羅　曼　超越「聯繫人」角色：大灣區時代香港的發展機遇

學術論文

王鵬瑋　天主教在「主義時代」的調適——以徐宗澤解讀三民主義為例

樊建政、董國強　文革初期復旦大學的「鬥鬼」風潮（上）

馬金生　追悼會在當代中國——一項喪葬儀式的歷史浮沉

景觀

黎國威　「字景」：轉變中的香港街道景觀

觀察‧隨筆

伍　國　胡適的徘徊與曖昧——兼評黃克武《胡適的頓挫》

書評

段　煉　五四思想史如何「重新問題化」——評王汎森《啟蒙是連續的嗎？》

秦　雪　以影言志——評吳國坤《昨天今天明天：內地與香港電影的政治、 
 藝術與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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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2022年8月號，第192期

今年是中日建交五十周年，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邀請了四位中日問題專

家作深入探討。

二十一世紀評論：中日建交五十年：回顧與前瞻

林曉光　中日邦交正常化：政治解決與法律解決的博弈

張　望　中日戰略互疑：過去、現在與未來

林泉忠　論「中日國力逆轉症候群」

歸泳濤　中美日關係：變局與邏輯

學術論文

張　雷　戰中之戰：抗戰時期江蘇西北鄉紳的抉擇

秦　暉　意識形態？就業困境？過河拆橋？——1968年末知青大潮興起 

 重探

樊建政、董國強　文革初期復旦大學的「鬥鬼」風潮（下）

景觀

姜伊威　復歸五十年：異質同體的沖繩當代藝術

學人風采

金耀基　胸中有古今，眼底有中西：史學大家許倬雲大兄

陳方正　歷史長河經眼底，霸業興廢上筆端——記我所認識的許公倬雲

書評

毛里和子　跨學科的毛澤東研究——評中兼和津次《毛澤東論：真理從天 
  而降》

李凱航　帝國的傲慢與偏見——評子安宣邦《近代日本的中國觀》

詳細內容請瀏覽：http://www.cuhk.edu.hk/ics/21c/zh/issue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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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類書徵引〈晏子春秋〉資料彙編》 
《唐宋類書徵引〈吳越春秋〉資料彙編》 

《唐宋類書徵引〈越絕書〉資料彙編》 
（合訂本）

由何志華教授、朱國藩博士合編之《漢達古籍研究叢書》第五十二至五十四種《唐宋類書徵引〈晏子春

秋〉資料彙編》、《唐宋類書徵引〈吳越春秋〉資料彙編》及《唐宋類書徵引〈越絕書〉資料彙編》， 

已於2022年6月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該三書利用漢達文庫，網羅唐宋類書徵引《晏子春秋》、 

《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之資料，方便學者探究該三書之文本及思想。

劉殿爵中國古籍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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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研究所 “ICS Town Hall Meeting”

主持：陳金樑教授（常務副校長、利榮森中國文化教授）

日期：2022年9月23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4:30–6:00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大學行政樓地下祖堯堂

中國文化研究所午間雅聚 2022 (I )

「談街道、講歷史：尋找香港的商業與文化活力」

講者：鄭宏泰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執行））

日期：2022年9月29日（星期四）

時間：中午12:15–下午1:15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東翼二樓活動室

講座簡介：

香港作為一個金融貿易發達且人口極稠密的現代都市，道

路網絡發展完善，覆遍全港九，猶如血管為身體不停歇地輸送

氧氣及養份，令這個繁榮鬧市能保持源源不絕的動力，持續發

光發亮。當然，道路除了是香港經貿最重要的輸送帶外，也盛

載了不少市民的憶記，無論是走了多年上學路或三五知己不眠

談心的長街……，每條道路，都有無數重要或動人的故事，值得娓娓道來。這次講座，將帶大

家神遊荷李活道、半山電梯、文咸街、彌敦道、窩打老道，談談圍繞這五條街道發生的人和

事，以了解更多香港的商業與文化活力的泉源。

講者簡介：

鄭宏泰博士現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執行）、全球中國研究計劃聯合召

集人、社會及政治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電話調查研究室總監。畢業於香港大學，取得工商管理

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研究領域為家族文化與企業傳承、企業家精神與社會網絡、華人

社會變遷與繼承制度、香港金融市場變革、社會調查與分析，以及海外華人與「一帶一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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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文化研究計劃」公開講座系列 2022

「粵語、圖像和現代性：清末廣東革命派報刊如何傳播新知」

講者：李婉薇教授（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副教授）

日期：2022年10月13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4:30–6:00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東翼二樓活動室

講座簡介：

這次報告通過兩種革命派報刊，考察清末廣東和香港如何

通過粵語和圖像傳播思想與科學的新知，試圖思考嶺南文化的

獨特性，以及中國現代化過程的地域差異。《廣告白話報》和 

《嶺南白話雜誌》直面文盲大眾，黃伯耀等革命派報人以生活

化的語言和例子，把啟蒙報刊寫成演說底本，通過口耳相傳宣

傳種族革命、男女平等和公共衛生常識。廣東首份石印畫報 

《時事畫報》的讀者文化水平較高，這份報刊的廣告圖像豐富、語言活潑，可以窺見以潘達微

和梁培基為代表的革命派畫家和民族實業家如何通力合作，促使讀者接受西方醫學和藥物。

講者簡介：

李婉薇，生於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文學士及哲學碩士，北京大學中國現代文學博士，

東京大學研究院特任准教授（2018年冬）；香港研究資助局傑出青年學者獎得主（2014–15年

度）。著有《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修訂本）》（2017）。

網上報名: http://forms.gle/mkTEsxXzPAR3qAjM7（成功登記人士將收到電郵確認）

「海濱鄒魯：從宋皇臺到香海名山牌樓──香港的

文化景觀」

講者：陳學然教授（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副教授）

日期：2022年11月8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4:30–6:00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東翼二樓活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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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簡介：

清末民初世變之際，一大批前清翰林或民國新政的異見者先後由北而南抵港。這批知識精英

諸如陳伯陶、賴際熙等人，從中國的政學中心移居到英國管治下的香港一隅，繼續興學施教、 

筆耕不輟。他們與一群在港經營多時的文人士紳、政商名流合力推動經史教育、延續中國的學術

文化傳統。透過回溯他們建立的學術事業與文化活動──從宋皇臺、學海書樓、香港大學中文學

院到青山香海名山牌樓，將讓我們有機會看到一個個獨特的人文活動空間與文化景觀是如何產生

的過程。在今天，我們或可藉此而了解到他們百年前建立學術事業的歷史情境，進而感受到他們

的在地文化理想與歷史情懷。

講者簡介：

陳學然教授的學術研究領域集中於現代中國學術史、思想文化史。著有《五四在香港： 

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香港中華書局，2014年）、《再造中華──章太炎與「五四」

一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另編著有《家國之間──五四在香港百年回望》（香港城

市大學出版社，2019年）、《潮起潮落──五四運動精神變調》（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2019年）。合篇學術研究書籍則有《海客瀛洲：傳統中國沿海城市與近代東亞海上世界》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Asian Perspective（Special Issue: “The Cold War and Decolonization 

in East Asia”,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20）。

網上報名: https://forms.gle/AvjReTHSuPAoWLjx5（成功登記人士將收到電郵確認）

查詢：3943 7393 / ics-lingnan@cuhk.edu.hk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第三屆中國語言學嶺南書院」

中國語言學嶺南書院由粵港澳高校中文聯盟主辦，中山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澳門大學為發

起單位，旨在推動中國語言學的學術發展，為粵港澳大灣區中國語言學領域的師生提供一個交流

互鑒的高端平台。

第三屆書院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協辦，將於2022年12月

以線上形式舉行，詳情可瀏覽https://www.cuhk.edu.hk/ics/clrc/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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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一） —— 31/10（一）

（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

時間：上午10：00—下午2：00
地點：中國文化研究所G27室

查詢：3943 7394 / ics@cuhk.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