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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志》創新民間編纂模式
團結牽頭
• 2019年董建華先生義不容辭承擔起編修重任

• 團結香港基金牽頭編修《香港志》，匯集社會各界參與編纂

政府支持
•特首李家超及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擔任中心名譽贊助人
• 獲特區及內地政府機構支援，提供資料文獻和修志上的指導

社會參與
• 截至2022年5月，獲52家機構承諾捐款，包括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 凝聚數以千計香港機構及各界人士踴躍參與、眾志成城的民間力量

學者編撰
• 截至2022年9月，逾488位專家學者參與編纂工作

• 首輪編纂估計匯集全城約500名權威專家學者



30/飲食
31/體育
32/康樂
33/族裔與家庭
醫療衛生

34/教育
科研

35/社會福利
36/慈善
37/公共秩序
38/社會團體
39/華僑與僑埠

6/經濟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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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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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商業
10/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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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地政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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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建造與
房地產

15/航運業
16/航空業
17/城市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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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地方志」?
• 「方志」的「方」，原指先秦時期的方國（諸侯國、部落），秦漢以後，又指行
政區或地區；「志」通「識」，即記述。早期典籍傳統上慣寫為「方志」，沿用
至今，故不用言字旁的「誌」。

• 地方志，是中國的悠久傳統。梁啓超認為「最古之史，實為方志。」其主要目的
是記錄地方的歷史沿革、風土人情、山川文物。方志有「存史、資政、育人」三
個主要功能。

• 地方志的編纂傳統，除了在中國，也透過東亞各地域的文化交流，在朝鮮、日本、
越南、琉球等地生根發芽，成為當地歷史的重要文獻，如古代朝鮮的《東國輿地
勝覽》、日本的《風土記》、越南的《安南志略》、琉球的《南島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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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地方志」?
• 春秋戰國時代，《周禮·地官司徒·誦訓》首次出
現「方志」㇐詞，有「掌道方志以詔觀事」的說
法，為周天子提供四方歷史掌故的參考。

• 約於東漢成書的《越絕書》、東晉時期的《華陽
國志》，被認為是方志之開端。

• 中國自西漢以來實施任官迴避制度，地方官員作
為異鄉人，對地方情形較為陌生。地方志作為
「㇐地之全書」，有協助地方官了解㇐地之風物、
民俗、人口、形勝和歷史的實際作用。

《周禮》有「掌道方志以詔觀事」的說法，
為「方志」㇐詞首次出現在文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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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與香港相關的古代方志

• 由秦代至清代，香港地區先後轄屬番禺縣、寶安縣、東莞縣和新安縣。
• 歷代與香港相關的古代方志（舊志）主要有：

1. 元大德八年（1304）《南海志》（殘卷）
2. 明天順八年（1464）《東莞縣志》（殘卷）
3. 明萬曆二十三年（1595）《粵大記》
4.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新安縣志》
5. 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新安縣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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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與香港相關的古代方志
元大德八年（1304）《南海志》
• 大德《南海志》由陳大震、呂桂孫撰於元大德八
年（1304），原書20卷，今已散佚，僅餘卷六
至十殘刻本，是至今發現的廣州最古方志。

• 大德《南海志》載有古代香港的鹽業、採珠業紀
錄，對了解宋元時期香港經濟人文、風俗物產均
具重要參考價值。

• 其中《南海志》卷七〈物產〉「寶貝·珠」所記
「媚川都」和「大步海」（今吐露港㇐帶），印
證香港是當時重要的珍珠產地。

• 「元貞元年（1295），屯門寨巡檢劉進程、張珪
建言：東莞縣地面大步海内生產鴉螺珍珠。又張
珪續言：本縣地名後海、龍岐及青螺角、荔枝莊，
共二十三處，亦有珠母螺出產。」當中的青螺角、
荔枝莊，位於今日吐露港對出的赤門海峽。

大德《南海志》記載了當時香港地區
的採珠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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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與香港相關的古代方志
明天順八年（1464）《東莞縣志》
• 明天順八年（1464）東莞盧祥的《東莞縣志》
（《重刻盧中丞東莞舊志》），「考訂精嚴，稱
信史」，為後來的修志者所肯定。雖今僅存㇐、
二、三卷殘卷，但仍提供了不少有關當時香港地
區情況、地名的重要資料。

天順《東莞縣志》卷一〈山川〉記載
古代「在縣南大海中」的大嶼山居民
「不事農桑，不隸征徭，以魚鹽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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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與香港相關的古代方志
明萬曆二十三年（1595）《粵大記》

• 《粵大記》所附〈廣東沿海圖〉記載了70多個地名，如荔枝窩、大步頭（今大埔頭）、赤沙（今康城）、將軍
澳、大小官富（在今觀塘）、尖沙嘴、稍箕灣（今筲箕灣）、黃泥埇（今黃泥涌）、赤柱、淺灣（今荃灣）、春
花落（今青衣）、⾧洲、仰船洲（今昂船洲）、屯門、大澳、東西涌（今東涌）等，不少更沿用至今，是研究早
期香港地名的重要史料，亦反映當時香港地區已有相當的社會發展，並在海路上有㇐定重要性。此志書亦是迄今
為止，最早記載有「香港」㇐名的歷史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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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與香港相關的古代方志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新安縣志》
• 明萬曆元年（1573），明廷從東莞縣劃出新縣「新安縣」，幅員涵蓋今日香港與深圳。《新
安縣志》在明清兩代多次編修，惟目前僅餘康熙二十七年（1688）及嘉慶二十四年（1819）
兩個版本存世。

• 康熙《新安縣志》由知縣靳文謨主修、進士鄧文蔚纂。康熙《新安縣志》篇幅較短，約九萬字，
分為輿圖、天文、地理、職官、宮室、田賦、典禮、兵刑、選舉、人物、防省、藝文、雜志等
共13卷。

• 康熙《新安縣志》被嘉慶《志》批評內容尚未完備，多有疏漏之處：「其書多缺而不備，而詞
句既欠剪裁，體例亦未完善，既如縣治沿革，莫辨源流；四至八到，悉皆舛錯。」然而，志書
成於清初復界之後的18年，社會尚待恢復元氣， 「邑地初復界，運會方新」 。受限於民力凋
敝、條件艱困，靳文謨在康熙《新安縣志》就感嘆：「海坎孤城，展界未久，而四顧徘徊，荒
煙漫草，依稀如故；且文物聲華，尚爾有待。徒令海若山靈，笑其冷落，即欲大書特書，侈張
潤飾，正苦無下筆處……」。志書固應存真求實，但古人在艱難時刻，仍然為後世勉力留下㇐
份歷史紀錄，今人仍應當予以尊重和肯定這份學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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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與香港相關的古代方志
嘉慶二十四年（1819）《新安縣志》
• 嘉慶《新安縣志》由知縣舒懋官主修，王崇熙主編，
是中國古代最後㇐部記載新安縣（包括今香港及深圳
地區）的官修志書。

• 嘉慶《新安縣志》篇幅約15萬字，比康熙《新安縣志
》增加近㇐倍，分沿革志、輿地略、風俗略、山水略、
職官志、建置略、經政略、海防略、防省志、宦績略、
選舉表、勝跡略、人物志、藝文志等共24卷，糾正康
熙《志》的不少疏漏，並首次附有列明縣界的地圖。

• 嘉慶《新安縣志》在問世當年已受稱許，亦成為後世
研究香港及深圳地區古代歷史的基石。盧元偉讚揚該
志「分門詳晰，取義謹嚴，迥超凡手……凡山川之扼
塞，財岍之盈虛，戶口之登耗，莫不臚舉備陳，使覽
者如指諸掌。」舒懋官則指其「舉凡山川城郭，戶口
土田，官制兵防，及夫庶之廢興，舊章之沿革，百產
之衰旺，人物藝文之增踵，無不粲然具陳而非以矜博
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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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與香港相關的古代方志

• 嘉慶《新安縣志》出版後20多年後，英國佔領香港島，此後香港歷經滄海桑田、
翻天覆地的變化，卻再無志書記載，留下⾧達200年的空白。

• 直到2019年團結香港基金成立香港地方志中心，承擔編纂首部香港地方志的任
務，賡續文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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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活動

• 配合志書內容，由教師帶領學生進行實地考察與學習活動

• 把學習空間從課室拓展到其他環境，讓學生全方位學習和了解香港的歷史文化

• 增加課堂的趣味性，吸引學生投入學習

• 實地考察例子：歷史脈絡、重要古代產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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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鄭屋漢墓

• 1955年出土，是香港至今唯㇐發現的漢代
遺跡。

• 考古、歷史學者估計漢墓可追溯至東漢時期
（25-220年），墓主很可能是鹽官。漢墓
位處海岸線，相信是漢代香港地區鹽業的核
心區域之㇐。

• 墓磚室上刻有「大吉番禺」、「番禺大治曆」
的磚文，證明兩漢時期，香港地區曾歸屬番
禺縣。漢墓形制與後來在廣州、佛山、番禺、
順德、東莞、深圳南頭發現的其他漢磚室墓，
特別是㇐些有銘文的官吏墓基本㇐致，印證
當時漢文化已從中原延伸至香港地區。

李鄭屋漢墓 (當中墓磚刻有「大吉番禺」字樣)。而墓中發
現的屋、倉、井及灶等陶製明器（陪葬品），亦反映東漢時
期香港地區器物的形制與時人的生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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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鹽田梓

• 與香港有關的鹽業記載始於
西漢元鼎六（前111）年

• 今日仍在運作的鹽田位於西
貢鹽田梓，又名「鹽田仔」，
過去島上村民設以曬鹽為生，
後來鹽田荒廢。

• 2011年，村民復辦鹽田，保
育和推廣鹽田梓村的文化及
生態。

• 學生可透過考察認識香港古
代產業和物產，鹽和香港歷
史的關係。

位於西貢區的佛堂門大廟灣刻石，是香港最早有紀年的刻石，刻於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記載了官富場鹽官嚴益彰到
南北佛堂（即東龍洲和大廟灣）遊覽，側面反映鹽業不但由來已久，而且⾧時期處於十分重要的地位。

明代宋應星《天工開物》作鹹第五卷記載的「海滷煎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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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吐露港

• 採珠業：另一與鹽業同樣重要的古老
產業

• 大埔吐露港，古稱「大步海」。自南
漢大寶六年（963）設立媚川都開始，
大步海的官方採珠歷史已超過一千年。
徵民二千為兵，在大步海專事採珠。

• 大步海的珍珠不僅在大德《南海志》
出現，且在國家正史《元史》中有明
確記載，具有全國性的知名度與重要
性。

• 以導賞團、教育體驗形式參觀老虎笏
珍珠養殖場、西貢白沙灣珍珠養殖教
學中心，讓學生親身體驗這古老產業
在現代的承傳。

明·宋應星《天工開物》珠玉第十八卷中記載的「沒水採珠
船」。

《元史》食貨志·歲課元·大德《南海志》記載了當時香港地區的採珠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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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碗窰

• 從明朝中葉開始，大埔碗窰㇐直生產青
花瓷，前後歷經四五百年的歷史。大埔
碗窰最大的經銷地為廣東省的江門、廣
州、東莞、石龍㇐帶，也曾經遠銷到南
洋各地至，約1930年代方才停產。

• 大埔碗窰是香港目前發現唯㇐的青花瓷
窰址，也是華南僅存能展現整個製陶工
序的遺址。

• 學生可以認識香港古代得天獨厚的自然
環境，以及所衍生的各種重要產業。

大埔上碗窰村的牛碾遺跡，由花崗石製成的碾槽及碾砣組成，
利用畜力，把瓷石碾成粉末。

大埔碗窰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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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窩村

• 荔枝窩是新界東北歷史最悠久、最具規模及保存最完
好的客家圍村之㇐。

• 2013年，該村被列入活化計劃，村民回流復耕田地。
2017年，該村推出「荔枝窩客家生活體驗村」項目，
修復荔枝窩村內多間舊屋。2020年，「荔枝窩鄉郊文
化景觀」項目榮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
產保護獎」可持續發展特別貢獻獎。

• 學生可以透過考察體驗香港四大民系之㇐——客家族
群的文化、習俗，並了解客家村落的建築特色。

• 可與香港地質公園「荔枝窩自然步道」結合，了解獨
有的紅樹林動植物及生態環境，感受自然風光的同時，
了解人與自然並存共生的關係。

荔枝窩村全貌

荔枝窩客家生活體驗村村屋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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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田
• 錦田的歷史超過一千年，可以追溯至北宋年間。

• 鄧氏宗祠：鄧族作為較早遷入香港的氏族之一，
錦田的歷史與其家族發展息息相關，印證氏族
南來的一段歷史。而「皇姑」的故事也是十分
有趣的本地掌故傳承。

• 錦田樹屋：清初實行遷海令，石屋屋主被迫離
開，屋旁榕樹最終將屋包圍吞併，從中見到遷
海令對民生的深遠影響。

• 錦田吉慶圍：吉慶圍是鄧氏族人聚居的圍村。
1899年英國武力接管新界時，英軍炸開圍牆，
並拆卸連環鐵門，作為戰利品運回英國。後於
1925年歸還，今存於香港歷史博物館。

• 結合考察、文獻與文物，更深入認識香港歷史。

元朗錦田吉慶圍圍門

元朗錦田吉慶圍圍門

錦田樹屋

錦田鄧氏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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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志》網上免費閱讀
《總述大事記》中文版 《總述大事記》英文版 《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志》上、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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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香港志》電子書供教學及研究

• 參與歷史研究的機構、學生或現職
教研人員，可索取電子書作研究或
教學用途

• 填妥申請表格，並附上有關學術機
構的推薦信和證明書／證件，電郵
至 info@hkchronicles.org.hk

• 經審核申請後，中心會於10個工作
天內與申請人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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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香港志》電子書供教學及研究

下載申請電子書表格



香港故事：從歷史到教育談香港「開埠」
劉智鵬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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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事實 vs歷史謬誤

「開埠」前的香港只
是「小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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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埠」的定義

 軍事角度：英軍1841年登陸
上環水坑口

 經濟角度：1842年簽訂《南
京條約》，開通貿易港口

 「開埠」是香港歷史發展的
㇐個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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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漢代以來，香港㇐直在文化、社會、經
濟、民生等各方面已有相當發展

 從史籍記載和各種遺跡顯示，香港是㇐個
人口聚居，經濟活動頗為蓬勃的典型華南
社會

 唐宋年間，文獻已有記載香港地名，可見
本區域在古代已經有相當重要性

 明朝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粵大記》
的〈廣東沿海圖〉中已最早記載「香港」
這地方

香港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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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方面
 香港地區有史籍可考的建置始於秦代

 自秦朝至明朝，香港地區曾先後隸屬
番禺縣、寶安縣、東莞縣和新安縣管
轄

 從明朝萬曆元年（1573年）起，新安
建縣，今日香港全境均在其中

 已往不同的地方志對古代香港地區的
社會、經濟、地理等情況有相當的文
獻記載 嘉慶《新安縣志》中的新安縣版圖

（今香港及深圳㇐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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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貿易方面

 香港位於華南地區的南端，歷來是海上交通和貿易的
要地

 據《新唐書》《唐會要》《嶺外代答》等古籍記載，
唐朝時進出廣州的外國商船都要在屯門停留

 唐朝於廣州創設市舶使，管理海上貿易，而屯門㇐直
是廣州的外港，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港口

屯門的航空斜角照片，攝於1973年

《新唐書‧卷四十三下‧地理志》



 二十世紀，香港出土大量文物，說明香
港在文化和嶺南古文化聯繫緊密，同屬
㇐個文化系統，並且在進入夏商周階段
後，深受中原文化影響。

 由古至今中華文化㇐直在香港生根發芽，
兩者系屬同源、不可分割。

 從香港不同廟宇、節慶、文化宗教活動，
甚至不同氏族在祠堂設立村學，可見與
傳統華南社會別無二致。

文化方面

李鄭屋漢墓 (當中墓磚刻有「大吉番禺」字樣)

南丫島大灣遺址商文化墓葬出土的玉牙璋及其他串飾牙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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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方面
 最早移民活動始於東晉，規模較大的移民
活動則始於宋朝。

 移民由內地南遷至香港後，漸發展為新界
大姓氏族及建立圍村，成為後來政府所稱
的「新界原居民」。1898年英國強租新界
時，原居民已有80,000多人。

 1841年，英國宣布香港成為自由港，增進
了中西貿易往來，世界各地商人紛紛來港
發展，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香港逐漸發展
成為中外貿易的轉運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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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貴意見 精益求精

感謝您抽空參與本次講座，希望您能協
助填寫問卷。

您的寶貴意見，將成為我們日後規劃與
舉辦活動之參考，謝謝!

另外，為答謝大家的支持，中心將送出
普及本《回歸 • 情義25載》給填妥問卷
的老師。 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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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我們 認識更多香港故事

網站 Facebook Instagram YouTu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