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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王臺文化記憶系列工作坊

「宋王臺文化記憶」系列工作坊（二）於2024年10月17日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東翼二樓

活動室舉行。是次工作坊由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嶺南文化研究計劃」與中國古典詩學研究中

心聯合主辦，由嚴志雄教授主持，邀請了梁基永博士、程中山博士、蕭振豪教授和卜永堅教授

四位專家學者分享研究心得，從回顧歷史、賞析詩詞、探索文化地標意涵，以至通過數位人文

角度，遠讀眾多文本之間的聯繫與大數據，講述二十世紀上半葉香港宋王臺的歷史與故事， 

重拾香港的身世。



一、從《曾園雅集》到《宋臺秋唱》：文獻中的九龍城風景

主講：梁基永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梁基永博士以「從《曾園雅集》到《宋臺秋唱》：文獻

中的九龍城風景」為題，向大家呈現爬梳歷史的所見所得。

講座開端，梁博士歡迎大家於此明媚的秋日於距離宋王

臺較遠的吐露港參與是次《宋臺秋唱》工作坊。《宋臺秋唱》

是香港這片土地上首次出現數量如此多的文化人，以其詩文

作品集結出版。對香港詩歌史、中文文學史來說，意義十分

重大。

「宋臺秋唱」發生於1917年。然而在1917年之前，在宋王臺附近已經有小型的文化聚集活

動，陳子丹《宋臺集》記錄了這些活動。《宋臺集》為陳子丹「繡詩樓叢書」之二十一種。 

「繡詩樓叢書」常見於舊書店書攤中。然而，「繡詩樓叢書」每一種都未寫明何時作成，可能

早至晚清，大部分寫作於民國初年。敘事時間最早為1916年姚筠和陳子丹等人的宋王臺與曾園

之遊，最晚為1918年春節〈弔香江馬場之災〉詩。

1916年，在宋臺秋唱發生之前一年，有一場參與者只有四至六人的小規模雅集，梁博士稱

其為「曾園雅集」。梁博士向大家展示了一張歷史照片，照片上所拍攝的便是曾府別墅「曾園」， 

從左至右為：曾兆榮、姚筠、陳子丹與張德炳。別墅主人曾兆榮（曾富），在中環經營洋煤和

雜貨。曾富別墅於1924年11月落成，別墅以北帝座像聞名，此像如今供奉於灣仔玉虛宮內， 

為香港地面發現的最早的一尊像，為「五龍院」藏明代萬曆年間之像，當年為香港最大的像，

曾府以一萬港幣購入。曾富別墅可推測是半公開形式的建築，介於私家園林與開放公園之間。

當時鐘聲慈善社和哆哆佛學社也參與其中。惜曾富別墅今已全部拆毀、片瓦無存。

參與雅集的四人之中，曾富似乎只是作為東主的角色，並未寫詩，整個詩集中其詩不可

見。姚筠為廣州南渡的老輩文人、著名書畫家，其資歷比陳伯陶深，陳伯陶是學海堂的專課

生，而姚筠是學海堂的學長，同治十二年（1873）舉人。雅集之時年已七十八歲。

梁博士認為，此次曾園雅集可以算是宋臺秋唱的預熱活動。於《宋臺集》中可見，收錄的

並非僅一次唱和活動，也有不同時期的照片。

梁博士在觀察《宋臺集》的照片時發現，圖中有一間「暢龢（和）室」，落款為符翕所

寫。符翕何人？符子琴，清泉（湖南衡陽）人，同治末年來廣州做官。符翕曾來過香港，但已

經離開。他與廣州河南的文化圈交遊甚好，是居廉的好朋友，居廉的書齋「隔山草堂」是符翕

為其題寫的。照片上的人物從左至右分別為：陳子丹、姚俊卿、陳子礪、曾兆榮、張漢三、姚

仲衡、楊達初與賴煥文。此次雅集的時間在1918年，晚於宋臺秋唱。可知，曾府一地曾多次舉

行特別雅集。

www.ics.cuhk.edu.hk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ll Rights Reserved.
2 ICS BULLETIN 2024 No. 4

學術論衡 Academic Reflection



3
中國文化研究所通訊　2024年第 4期

學術論衡 Academic Reflection

www.ics.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所有

雖然目前我們並未發現居廉本人曾經涉足香港，不過他身邊的學生和朋友曾在宋王臺附 

近聚集。梁博士向大家展示了一個詩屏，為符子琴寫給居廉的，文字寫道：古泉先生有道心。

符子琴寫給居廉更為有名的書法作品，出現在廣東歷代書法集中。

居廉另一位重要弟子為伍德彝，為廣州十三行行商伍家的後代，也是居廉的支持者。〈宋王

臺秋唱圖〉即為伍德彝所畫。此畫作於香港，而非廣州。伍德彝在香港居住了相當長的時間。

楊其光的家族與居廉十分熟悉。他的祖父楊永衍為居巢好友，兩家有三代的交情。楊其光

在《宋王臺集》中有多次題詩。居廉、居巢廣州十香園故居的牌匾為楊其光所寫。楊其光的詩

集有數種，《錦瑟哀辭》、《花笑樓詞》都收錄於「繡詩樓叢書」之中。

除了前文所提及的符子琴與楊其光外，還有陳子丹。居廉交遊圈中很多人都在民初來到香

港。不僅居廉的詩文集由陳子丹印行，居廉父親——落魄的文人居溥（少楠）的唯一存世文稿

《居少楠先生遺稿》，也是在陳子丹的資助下於香港出版，收錄於「繡詩樓叢書」當中。 

為何陳子丹熱心於這些出版事務？這是由於他與早期嶺南畫派交遊圈中人關係甚好，很推崇居

氏家族的文獻。如此，最終形成了一個以陳子丹為媒介的圈子，將嶺南畫派的圈子從廣州 

引至香港。

除了宋王臺，白鶴山下的田園風光及古蹟也被記述，如陳伯陶和吳道鎔曾經住過的古村龍

湫井。此村以古井得名，陳伯陶載：「井在九龍寨西坡田中，土人相傳昔有佳井九，今湮其八，

惟此獨存。」「水清砂淺石見底，縱值隆冬無旱涸。」「我來絜瓶飲，小試龍團煎。蟹眼沸已過，

滑美流香埏。」從中可知，此井水甘甜，村民用作灌溉和飲用。二王村亦被經常提及。 

此村又叫二王殿村，今在九龍城近法國醫院（聖德肋撒醫院）一帶，有「上帝古廟」。金夫人墓

也是遺民群體經常題詠的一處古蹟，據說是宋度宗的公主之墓，墜海之後以黃金鑄身體以葬。

此墓在康熙年間的《新安縣志》中也有記載，後在抗日戰爭前被教會興建聖三一堂時拆毀。

除《宋臺秋唱》，1910年代還有一些著名文人亦寫過宋臺詩。梁博士偶在番禺許秉璋的詩

集《誦先芬室詩集》這一少見有關香港的詩集中，鈎沉出兩首宋王臺的詩。許秉璋之父許應騤

為閩浙總督。許秉璋移居香港，從詩集推測其定居於半山，環境優美。此處抄錄供大家欣賞。

一為〈秋日登宋皇臺懷古〉：「雲斂秋山宿霧開，巋然片石表荒台。西風禾黍悲宗國，南宋衣冠

剩劫灰。孤鶩遠隨霞影落，六龍曾越嶺海來。登臨易觸興亡感，欲問青天把菊杯。」另一為 

〈宋皇臺懷古〉：「有客斜陽弔綠蕪，江干遺跡古臺孤。崖山尚恨張洪範，嶺海長祠陸秀夫。

城郭千年華表鶴，帝王一樣覆巢烏。諸陵玉篋珠襦盡，欲問舟青寸址無。荒臺矗矗草纖纖， 

濱海曾聞警蹕嚴。幕上有巢悲燕集，湫中無窟任龍潛。黃旗墮地山仍峙，玉璽沉淵火不炎。 

似訴當年亡國恨，怒濤拍岸濺松髯。宋皇行殿久墟邱，莽莽孤臺跡尚留。信國軍聲淪逝水， 

錢塘帝業盡炎洲。潮頭白擁三公淚，石骨青鎸萬古愁。牧豎未知興廢恨，殘陽腰笛放黃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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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片石銷殘，詩魂猶在：談兩首題在宋王臺石上的詩歌

主講：程中山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如今所見方方正正的宋王臺石已是殘品，以前卻是一塊

大石，其上遍布詩詞。程中山博士帶領聽眾賞析兩首曾經在

這塊石頭上出現過的詩歌。這些詩歌由誰書寫，表達內容為

何，是否有研究價值？

今臺石上「宋王臺」三字，相傳為元代時舊刻，清代嘉

慶十二年（1807）丁卯官紳曾重修。元代以後，新安縣文士

常登臺憑弔，表達對南宋朝廷南遷香港一帶之歷史的認同。

如明代鄧孕元〈官富懷古〉：「野岸維舟日已哺。故宮風色亂蘼蕪。百年天地留殘運，半壁 

江山入戰圖。鳥起荒臺驚短夢，龍吟滄海覺愁孤。豪華終古俱陳跡，剩有忠良說丈夫。」其中

的「荒臺」，當指宋王臺。但總體來說，在明清時期，宋王臺尚為人跡罕至之地，因而相關 

詩歌偏少。

民國初期，宋王臺成為新安文士抒發情感的憑藉，湧現出大量詩詞作品，這與陳伯陶有很

大關係。民初新界詩人陳競堂〈遊宋王臺兩首〉序言云：「臺在官富之東，有盤石，方平數丈，

宋帝昺駐蹕於此，事載邑志中，然僻在海隅，數百年來，遊人罕到。辛亥後，家先生子礪 

方伯，與蘇君流寓其間，古蹟始顯。由是恆有遊者，題詠日多，余見蘇君兩律，遂和其韻。」 

前清遺老來到香港，一定會拜訪陳伯陶。他們經常在九龍一帶出沒，於宋王臺雅集，留 

下上千首關於宋王臺的作品。1916年，陳步墀（子丹）與友人曾兆榮、姚筠等遊宋王臺，並合

影留念。

透過老照片，可以見到抗日戰爭之前宋王臺石題詩原貌。在老照片中，宋王臺石周圍都有

石欄，根據陳伯陶的記憶，石欄為1915年建造，因而這些作品均拍攝於1915年之後。學者芮逸

夫也曾於宋王臺前留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照片顯示，宋王臺石上遍布詩詞。

從題詩字跡來看，很多題詩可能都是遊客塗鴉而成，而非鐫刻於石上。後經雨水沖刷，已消失

不見。民國以前很少有人去宋王臺，其後由於遊客增多，詩詞作品隨之增加，這與辛亥革命有

一定關聯。

這些作品質量參差，引來時人批評。1934年，侯鴻鑑（1872–1961，江蘇無錫人）遊宋王

臺時，曾批評石上題詩「筆無佳者」：「宋皇臺者……旁多游客題句，皆近人，筆無佳者，余

等周欄一匝，北望海厓，波濤洶湧，徘徊久之，曷勝棖觸。」侯鴻鑑本人也留下詩作，感懷 

南宋末代皇帝南遷的歷史。題名〈宋王臺弔古〉，詩曰：「粵稽宋史未糢糊，為問金元跡有無。

骸骨久沈留片石，陵臺高聳俯平蕪。波濤餘憾九龍澳，生死孤忠一秀夫。樵採禁碑文字認， 

夕陽憑弔海濱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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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長春《大同報》記者遊宋王臺時，亦指出臺上舊有遊客的歪詩，認為這些詩作被

雨水沖刷為一件快事。「石的北面，刻有『宋王臺』三大字，旁有『嘉慶丁卯重修』之小字一

行，但沒有書者的姓名。此外也沒有其他的刻字了。這裡相傳是宋王到過的，從前有很多 

遊客，在石上寫上不少歪詩（當然好的也有），現在也被風雨洗滌殆盡，確是一件快事。」另

外，照片顯示，宋王臺背面同樣有題字，如「宋臺」、「宋王臺」等。

抗日戰爭時，宋王臺石遭日軍毀壞。至1950年代，宋王臺石被人工切割保護。但僅保留 

「宋王臺」及「清嘉慶丁卯重修」範圍，忽略了石上的題詩，以致今人難以窺見題詩原貌。 

讓人不禁感慨：「片石銷殘，詩魂何在？」

透過各類文獻和老照片，程博士進一步追蹤有關這些題詩的痕跡。1920年代，石垣柱石題

「遺色」二大字。1926年上海《兒童世界》載〈宋王臺（中國古蹟）〉照片，據上海《兒童世

界》的說明，這照片是由梁振江寄投的，梁氏曾介紹云：「這宋王臺，是宋朝遺蹟…… 

一般文人雅士，在遊覽時，往往題詩於石上。」另據香港公共圖書館藏1938年8月30日宋王臺

照片，所見題詩剝落，而石垣柱石題有「人心」二大字。

出乎意料的是，九龍寨城公園迴廊懸掛着宋王臺的彩色照片，其中一首題詩字跡十分清

晰，也可見作者姓名。該詩為霞峯所作：「鶴淚驚魂草木風，昔日臨崖駐九龍。帝子故鄉仍在

望，晚秋夕陽何處紅。」詩歌內容為登臺懷古感慨，同樣扣緊南宋帝王南下九龍的歷史。該詩

為一首七絕格律，但詩句平仄並不合律。例如「晚秋夕陽何處紅」，句內平仄不合律；「風、

紅」屬平水韻「一東」，「龍」屬「二冬」，東冬通押，用韻稍寬。詩句中還有錯字：「鶴淚」

當為「鶴唳」。可見作者對於詩歌格律不夠熟悉，可能是遊客所作。

無獨有偶，在臺石右方，另有一首「霞峰」的作品。因石垣遮掩，僅見每句的前二字。 

經考識，分別為：「憶□（昔）、如今（平聲）、青邱（平聲）、頑石（仄聲）、□□、若是 

（仄聲）、一問（仄聲）、且留（平聲）」。由於八句緊貼書寫，似為一首七律。因這兩首詩前

二字之平仄黏對規律，似是兩首七絕。

另一首題在石上之詩同樣是七言絕句。1925年4月，殷震夏作〈遊宋王臺記〉（香港《鐘

聲月刊》第1年第5期，1925年6月），富有感情地描述自己在宋王臺石上所見題詩。「臺之南

端，刻『宋王台』三字，筆畫端莊，四周石上，遊人題句，幾無餘隙，零錦碎玉，均為風霜剝

蝕，不能卒讀，至為憾事。中有一首，頗耐人尋味，因記其詞：『登臨憑弔宋王台，台畔青青

長霉苔。欲起九原問一語，誰教車駕渡南來。』余味其意，一往情深，似非等閒人所作，惜其

姓字模糊，不可辨。」這首詩大體合律，體現出作者具有一定的文學功力。詩中「南來」一詞，

透出作者以古蹟抒發異代之感，這在香港文壇中頗為常見。

總而言之，雖然宋王臺石上的題詩作者不詳，作品水平參差，但題詩作為宋王臺景觀一部

分，值得輯錄保存。九龍寨城公園的宋王臺圖片說明有云：「照片中的巨石是原來的『宋王台』

石，歷來均是重要的歷史文物，備受重視和保護……巨石上見到的其他較細小文字，是於後來

刻上，較為次要。」然而，小字詩歌同樣值得重視，它們使宋王臺的歷史文化更加濃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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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遠讀《宋臺秋唱》

主講：蕭振豪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蕭振豪教授向大家介紹了研究緣起：蕭教授與嚴志雄教

授正在共同整理《宋臺秋唱》，並在整理的過程中思考如何

發現詩中不太受注意的特點，各種本子在閱讀感受上又存 

有什麼差異。是次講座所使用的遠讀（distant reading）即是

一種嘗試，遠讀與細讀（close reading）相對應，細讀往往關

注單一文本，而遠讀卻轉向眾多文本之間的聯繫與大數據。

然而，從數位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的角度來看，《宋臺秋唱》卻未必是做文本挖掘（text 

mining）極佳的材料。這些本子之間同質性高，不一定能有效分辨各本，不過仍能從中看出若

干特點，以資日後細讀之用。

蕭教授向大家簡要介紹了一些數位人文的工具。

首先介紹的是Voyant Tools，此工具開源且有十分便利的網站版。使用者可以輸入文字、文

件和網址作為語料庫，進行文本分析，並生成詞頻與文字雲。其次是由國立臺灣大學創辦的

DocuSky數位人文學術研究平台。此平台有「詞夾子工具」（term clips method），可以幫助擷取

詞彙（term extraction），分析某一詞語經常和哪些詞語放在一起，這對研究宋臺秋唱的人物交

遊甚有幫助。此外，也可以助力。然而《宋臺秋唱》的「共起詞」卻非常少，如最常見的「秋」

經常出現在「秋曉」這個詞中；又如「九龍真逸」，難以進一步看到其他有意義的共起詞。

黎志添教授於今年3月舉辦的第一次《宋臺秋唱》工作坊，以「東莞文人的宋王臺」作報

告，當中辨析「粵東本」與「聚德堂本」之間的差異；蕭教授這次的兩本比較，關注的是，當

這兩種本子作為分別獨立的兩本詩集刊行時，讀者在閱讀感受上有何具體的差異？當中的歷史

感有否差異？

粵東本所收錄的詩數量上較多，懷古、憑弔的性質更強，如「滄桑」、「懷古」、「興亡」

等詞出現次數較多，且「勤王」一詞較為特殊，只有粵東本才有。進一步進行N-Gram分析，

尤其是3-Gram或4-Gram的分析，可以發現粵東本存在很多聚德堂本所沒有的四字詞語，且往

往與具體的典故有關。如「趙家塊肉」，典出《宋史‧趙昺本紀》的故事：「楊太后聞昺死，

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爾，今無望矣！』」與「宋臺」、「崖山」

有直接關係。另一典故為「西台慟哭」，出自宋代謝翱的〈登西臺慟哭記〉一文，謝翱表面上

在哭古人，實際上在哭文天祥。「西台慟哭」也集中出現在粵東本中。

聚德堂本中「行宮」、「風雨」、「憑弔」、「懷古」等詞出現比例下降，其憑弔的歷史感

似乎減弱。至於《宋臺圖詠》的懷古色彩則更為濃厚，如「荒臺」、「興亡」、「憑弔」、「片石」

等詞比例均較粵東本為高，而且由於集中明記作者籍貫，因此「東莞」、「番禺」、「順德」等

詞也經常出現。使用文字雲視覺化呈現，更可明顯看到諸本的差異。粵東本可以見到「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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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生日」、「選樓」和「真逸」等詞經常出現；《宋臺圖詠》則以「山河」、「帝子」、

「片石」、「百年」、「七百（年）」等詞為多。

蕭教授回顧了高嘉謙2016年的論文，當中強調宋王臺作為一個「地方」（place），「我們可

以確知，陳伯陶等人對九龍宋季地景的發現和重申，提出了新的象徵，即是回到民初香港作為殖

民地的脈絡下，一批因辛亥鼎革南來的文人如何藉此尋回中原南宋遺跡而重新理解『避地』。

我們藉此反思帝國邊陲的土地和島嶼，如何在帝國覆亡的時刻，由遺民之手『連結』到中原，

替香港的南來文學補上一章土地和身分的辯證」。高嘉謙其實是從遺民考證香港歷史的角度 

來說明他們對「避地」的重新理解，然而《宋臺秋唱》又如何反映對「避地」的理解？重回 

文本，蕭教授發現是另一番景象。

與「避地」這一關鍵詞相關的還有「桃源」，意料之外，詩集中雖出現「桃源」或「桃花」，

但其後卻很少對桃源的性質或想法作進一步的說明，或定義這個桃源的性質。如黃瀚華在 

〈冬日過真逸瓜盧〉中寫道：「鼠狐嘯聚城社覆，覓得桃源淚滿巾。」又如汪兆鏞〈九龍真逸

以丙辰九月十七拜趙秋曉先生生日次秋曉生朝觴客韻詩見示依韻寄和〉中，只說「遺址今作桃

源花」。張學華〈奉和真逸山人祀宋趙秋曉先生生日次原韻〉的詩句，只說「紛紛豺虎方磨牙，

世外尚有碧桃花」。提及這個意象最多的是陳伯陶，他在〈闇公跫公同澹菴潛客二老過九龍山

居〉一詩中提到「世無桃花源，九夷幸勿鄙」，似乎避世九龍並非最佳的選擇，然而他對此並

未多作說明。另一個關鍵詞是「避」，在粵東本出現25筆，聚德堂本15筆，《宋臺圖詠》2筆，

提到此字最多的是陳伯陶，如〈秋曉先生生日並祀偕隱諸公次前韻〉：「廢興莫問胡與華， 

海濱避世風濤賒」、〈潛客過山居後詩來索和次韻奉答〉：「但使攜家浮海至，此間猶可避塵

喧。」但陳伯陶仍未詳細討論其「避地」的理念，或對此多作描述。

與此對應的則是「月泉吟社」，《宋臺秋唱》在序中提及此集與《月泉吟社》可相比擬，

而「避地」一詞雖未直接出現在《月泉吟社》之中，但詩中卻多次明確地對隱居作出更具體的

反思，並表明堅守不仕的決心，如「老我無心出市朝，東風林壑自逍遙」、「池塘見說生新草，

已許吟魂入夢招」、「忙事關心在何處，流鶯不聽聽啼鵑」、「我來拾得春風句，分付沙鷗莫浪

言」、「世數有遷革，田園無古今」等，而「行歌隱隱前村暖，忽省深山有蕨薇」更是對失節

可能性的自我警醒。

四、壘塊．記憶．寄託：宋王臺與雷峰塔之比較

主講：卜永堅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宋王臺作為香港的一個文化地標，可上溯至1915年李瑞

琴購地。而在一百年前，1924年，杭州雷峰塔傾頹，引起不

少前清遺民歌詠。卜永堅教授將兩者進行比較，發現宋王臺

與雷峰塔作為二十世紀初的兩個文化地標，其意涵類似， 

但同中有異。



www.ics.cuhk.edu.hk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ll Rights Reserved.
8 ICS BULLETIN 2024 No. 4

學術論衡 Academic Reflection

題目中的「壘塊」源自《世說新語．任誕》：「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卜教授借之

以表達在民國初年，宋王臺與雷峰塔都成為前清遺老們的心結，即「胸中壘塊」。遺老們都對

現政權、現況（民國、新文化）表示不滿和抗議，並懷念已經消逝的政治和文化秩序（清朝、

儒家倫理）。對此，他們以文化保守主義之「酒」拜祭之、消解之。

作為名勝古蹟，雷峰塔和宋王臺都經歷了從最初寄託時人深厚情感，隨後日常生活化，與

商品經濟相結合的過程。1924年9月25日下午，雷峰塔傾頹。《東方雜誌》第21卷（1924年 

9月25日）刊載了雷峰塔傾頹一事，內附一幅名為〈西湖勝蹟雷峰塔之崩頹〉之照片。 

章太炎主編《華國月刊》第2期第8冊（1925年8月）輯錄陳曾壽等人所作歌頌雷峰塔的詞章。

張子璇對這些詩詞已有極為精彩的研究，見〈為誰粉碎到虛空：1924年「雷峰塔圮」事件的詩

詞書寫〉（《臺大中文學報》第79期，2022年12月）。魯迅也寫兩篇散文，其一為〈論雷峰塔

的倒掉〉，刊登於《語絲》（1924年11月17日）。

實際上，在雷峰塔傾頹的一年間，《申報》只有五則相關報導。雷峰塔傾頹時，恰逢孫傳

芳統兵入浙。孫表示將設法籌款修繕，所需經費約計二十萬元，見〈孫傳芳宴新聞記者〉

（《申報》第18591期，1924年11月28日，第6版）。雷峰塔倒塌後所見文物為人所覓，流入 

市場售賣。〈上海銀行旅行部陳列雷峯塔經卷〉（《申報》第18589期，1924年11月26日， 

第14版）載，「雷峰塔傾坍後，發現古物不少，茲有人覓得寶篋印陀羅尼經一卷，案經考古家

鑑別，據云係吳越國王錢俶所藏，確□千載前之古物，堪稱希世珍品，茲聞有某君以二千元購

得，陳列於本埠四川路上海銀行旅行部櫥窗內，以供好古者之賞鑒云」。更有商店將雷峰塔相

關文物作為禮品贈與購物者，〈冠生園贈雷峯塔古蹟〉（《申報》第18616期，1924年12月23日，

第17版）載，「冠生園北市支店，自古曆十一月二十四日起至二十九日止，凡購貨滿一元者，

贈送雷峰塔藏經一卷，並贈已倒未倒雷峰塔照片各一張，前日起每天平均贈出約一千餘份云」。

還有商店將雷峰塔遺磚製成寶瓶形狀的紀念品售賣，見俊超〈南京路中國商店之櫉窗裝飾〉 

（《申報》第18879期，1925年9月20日，第19版），「扇箋店有美堂、窗內置有人頭橫型之 

白粉像、當中復有雷峰塔之遺跡、即紀念品物、該物為長項扁瓶形、瓶上刻有寳祖藏嚴四字、

蓋為雷峰遺磚所造成者」。

宋王臺在民國初期也與此類似，《中國旅行指南》（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1924年8月十二

版）介紹「宋王臺（九龍）居山面海，台上大石一，刻宋王台三大字，四周圍以石欄」。陳公

哲編《香港指南》（1938年7月17日）配以陳公哲攝影「宋臺弔憑」照片，書內有一則廣告：

「九龍宋皇台是香港著名勝地，富貴牌線衫是香港著名土產，不履勝地辜負此遊，不購名產 

辜負此行。」由此，遺老們為雷峰塔和宋王臺賦予的黍離之感、銅駝之悲、故國之思、忠義 

之氣，逐漸與商品經濟結合，文化悲情成了小眾消費，名勝旅遊或紀念品銷售成為大眾消費。

考證宋王臺源流，一說為兩宋南京（應天府、歸德，今河南商丘市）境內一個地名，常見

於兩宋記載。《宋會要．禮十九》載，慶曆七年（1047），一個官員胡宿經過南京，在商邱見

到有人拜祭火神閼伯。該祠名曰宋王祠，所謂「宋王」，為春秋宋國開國君主微子，因此俗稱

「商邱」，亦作「宋王臺」。胡宿見祠簡陋，請求撥款修葺。另見清畢沅《續資治通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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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23載，南宋高宗紹興十年、金熙宗天眷三年（1140），金國四路南侵，「〔五月〕丁亥， 

金人破南京（開封）……資政殿學士、南京留守路允迪，不得已朝服出城見之，會於宋王臺」。

宋王臺源流一說為婦女貞烈傳說的地名。華希閔《廣事類賦》沿襲陳維崧《陳檢討四六 

20卷》，記載了戰國時宋王欲霸佔大臣韓凴妻子何氏，逼死韓凴，因而何氏在與宋王登臺時投

臺自殺。此記載雖有「宋王」與「臺」，但無「宋王臺」之說。

宋王臺源流一說作為宋帝昺海上行朝的一站，即香港九龍。嘉慶二十四年（1819）刊 

《新安縣志》（嘉慶）載宋王臺位置及典故，但是康熙二十七年（1688）刊《新安縣志》卻 

無宋王臺的相關記錄，可見「宋王臺」進入廣東省廣州府新安縣的本地知識體系，不早於康熙

二十七年，不晚於嘉慶二十四年。

另，張德彝記載自己在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後跟隨崇厚赴法國道歉時路經香港的 

見聞，提及宋王臺，「又各鋪門首貼一黄帖。云。九龍宋王臺重修譚公仙聖古廟喜助工金若干」

（見氏著，《三述奇》，卷1），說明今日宋王臺附近當時可能有一座譚公廟。

總而言之，宋王臺的三個源流各不相干，一為十世紀開始的宋朝南京（河南商丘）境內的

地名，二為可能是十六世紀開始的附會婦女貞烈事跡（韓凴妻子何氏），三為十七世紀末至十

九世紀初形成的宋帝昺海上行朝一站的傳說。但在二十世紀初，歌詠宋王臺和歌詠雷峰塔，都

有其共同的清遺民底色和文化保守主義基調，但同中有異，宋王臺的歌詠還有反抗英國殖民統

治的意涵。儒家政治倫理內的華夷之辨，與現代中國民族主義，在反帝的議題上顯出一致性。 

但以遺民之酒、以文化保守主義之酒，來澆宋王臺和雷峰塔的壘塊，也是一種文學創作。

五、圓桌對話 

圓桌對話環節，各講者及工作坊成員陳學然教授，來自本地其他院校的學者師友凌頌榮博

士（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張歡歡博士（香港都會大學人文、語言與翻譯學系）等均提出了

不同的精彩見解。結束時大家仍意猶未盡，熱切期待下一次的「宋王臺文化記憶」系列工作坊，

以及將於明年5月下旬舉辦的「宋王臺文化記憶」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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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News

中國文化研究所 
饒宗頤訪問學人講座 2024

王素教授

「饒宗頤訪問學人講座」自2014年設立以來，至今已舉

辦七屆，每年皆有幸邀請到知名學者蒞臨主持中國文化講座。

本年度應邀擔任「饒宗頤訪問學人」者，為故宮博物院王素教

授。王教授1981年畢業於武漢大學歷史系，獲碩士學位。其後曾任職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

和中國文物研究所，現為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故宮博物院古文獻研究所名譽所長、中國社會

科學院大學教授和博士生導師、「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專家委員會委員。

王教授主要從事出土文獻整理與歷史研究和故宮學研究，多年來參加或主持過《吐魯番出

土文書》、《新中國出土墓誌》、《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故宮博物

院藏殷墟甲骨文》等出土文獻整理，前四種出土文獻分別獲得中國國家圖書獎和中國出版政府

獎，是中國從事出土文獻整理門類最多和獲得國家圖書最高獎最多的學人。其個人出版專著十九

部，代表作《高昌史稿．統治編》、《高昌史稿．交通編》填補了中國地方斷代史撰寫的空白。



王教授於中大訪學期間主持了兩場公開講座，第一

場講座題為「出土文獻的門類與價值」，於2024年11月

15日下午假大學行政樓地下祖堯堂舉行。中國文化研究

所有幸邀請到饒學研究基金永遠會長饒清芬女士和旭日

慈善基金代表楊燕屏小姐以及一眾尊貴來賓出席講座，

並由中大校長段崇智教授和本所常務副所長黎志添教授

分別致歡迎辭和介紹辭。講座以普通話發表，吸引超過

120人出席。

講座上王教授解釋了出土文獻名稱的由來，繼而詳

盡說明出土文獻門類的劃分，最後從不同層面指出出土

文獻的價值。王教授認為出土文獻固有其重要價值，然

而研究者不宜過度誇大其重要性，應實是求是地看到出

土文獻的價值主要在「校史」和「補史」兩個層面。

楊燕屏小姐、段崇智教授

王素教授、黎志添教授

王教授另一場講座題為「世間風雅君居首——故宮古琴談叢」，於2024年11月20日假本所

L1課室舉行，同樣以普通話發表，吸引超過80人出席。王教授指出故宮古琴收藏的數量與品質

均居世界之冠，而故宮的古琴文化也源遠流長，浸潤廣博。講座從古琴與宮廷的

淵源說起，然後介紹出土古琴和傳世古琴、故宮古琴收藏和相關古琴文化，以及京師琴派宗師

葉詩夢及琴藝傳承人高羅佩、饒宗頤、鄭珉中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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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News



中國文化體驗系列

中國書法基礎班
陳冠男博士   主講

是次課程由中大文物館中國書畫主任陳冠男博士主講，於

2024年9月至11月在文物館西翼一樓「藝術體驗空間」舉行，

共十堂，取錄學員18名。課程主要教授隸、楷兩種書體，旨在

透過介紹和臨習書法經典，讓學員認識和掌握隸、楷兩種書體

的基本書寫技巧，了解中國書法的承傳與品鑒，加深學員對書

法之認識，培養對中國文化之興趣。

www.ics.cuhk.edu.hk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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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News

最是無情帝皇家（二）
禤駿遠先生   主講

在「君是父、臣是子」的帝皇之家，家庭傳承與國家命運

緊密交織。承接去年的講座題目「最是無情帝皇家」，禤駿遠

先生今年繼續以中國經典名著《孫子兵法》，分析五件中古至

近代具代表性的中國帝位傳承個案，探討中國古代的傳統智慧

對當代家族傳承的啟示。講座於2024年11月1日至12月6日的

周五晚上假大學圖書館地下研討室舉行，共五節，吸引約80名

參加者。



中國文化研究所訪問學人公開講座系列

以「樣」為媒：關於清宮御瓷設計邏輯的探索
項坤鵬博士　主講

中國文化研究所有幸邀得本學期訪問本所的項坤鵬博士於

2024年10月10日以「以『樣』為媒：關於清宮御瓷設計邏輯的

探索」為題，主講有關清宮御瓷的設計概念，並與中大師生以

及公眾人士分享研究所得。

講座以故宮博物院及其他博物館所珍藏的各類瓷器和設計

草圖為例，列舉出清代製作瓷器的流程，並分析各種瓷器的製作源由，當中包括對明代以前瓷

器的仿製，或將不同的構成要素重新組合，以不同「樣」，即清宮御瓷設計與製作的粉本，來實

現瓷器與琺瑯器、漆器、玉器、玻璃器、銅器、書畫等互動交流，以滿足宮廷好尚的核心思

路，達至崇古、尚雅、追新、兼收並蓄的繁盛景況。講座內容豐富並配以大量珍藏展品照片作

參考，令在座觀眾獲益良多。

中國文化研究所公開講座

「同在異鄉為異客」：數字遊民在地化社區
中的媒介化交往與情感連接
姚建華教授    主講

姚建華教授現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目前正通過中國文化研究所「近代中國研究訪問學者計劃」

於中大訪學兩個月。本所有幸邀得姚教授於2024年12月3日 

下午假文物館東翼二樓活動室舉辦了一場公開講座，講題為「『同在異鄉為異客』：數字遊民在

地化社區中的媒介化交往與情感連接」，是次講座以普通話進行，超過40人出席。

講座上，姚教授向聽眾介紹一個近年新興的社會群體——數字遊民，包括其定義和形成 

原因等，並聚焦浙江安吉數字遊民公社——中國首個專門為數字遊民服務的創意園區，探究該

社區內數字遊民的媒介交往以及由此產生的情感連接的特徵，以此揭示出當前中國青年群體的

工作與情感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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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研究所「午間雅聚」

挑戰與機遇：中國內地與香港金融科技的發展與監管
黃輝教授　主講

中國文化研究所邀得黃輝教授於2024年11月22日的「午間 

雅聚」擔任嘉賓講者，講題為「挑戰與機遇：中國內地與香港

金融科技的發展與監管」。

黃輝教授為中大法學院教授、國家重大人才工程入選者、

世界銀行金融機構破產與重整小組專家顧問、最高人民法院外

國法查明專家、上海金融法院專家委員會委員。主要研究領域

為公司法、證券法、金融監管、金融科技和外商投資等。多次

獲得香港（HSSPFS, GRF, PPR）、澳大利亞、歐盟和內地的科研基金資助，於2011、2020和2024年

分別三次獲得中大「科研優異獎」，多次獲得國內外各種學術會議獎項。

在是次講座中，黃教授先講述金融科技的起源，其範圍包括眾籌、加密資產、移動支付

等，促進了金融發展。例如眾籌使初創公司和小型企業更容易獲得資金，加密技術讓資產可以

通過電子方式轉移、儲存或交易，並降低交易成本。然而，金融科技的發展背後，也有不少隱

憂，利用互聯網進行的投資騙局大量增加，資產被盜取的風險也日益上升。為解決這些問題，

中港兩地分別實行了不同的監管制度，務求保障投資者的利益，維持金融系統穩定。由政府在

公共政策上制定監管機制，在鼓勵創新、保護投資者和金融發展之間取得平衡，才能善用 

金融科技帶來的優勢。

憂/優遊洞天：故宮名畫的遊仙敘事
李豐楙教授　主講

中國文化研究所邀得李豐楙教授於2024年12月12日的「午間

雅聚」擔任嘉賓講者，講題為「憂 /優遊洞天：故宮名畫的遊

仙敘事」。

李豐楙教授現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國立政治大學名譽講座教授。 他於1978年起擔任私立靜宜大學

中國文學系副教授，1981年擔任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

授，1987年擔任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1992至2015年擔任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研究員，2022年獲選為中研院第33屆院士，是首位以道教研究獲選的院士。 

www.ics.cuhk.edu.hk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ll Rights Reserved.
14 ICS BULLETIN 2024 No. 4

活動報告 Event ReporTs



李教授研究領域包括道教文學、道教文化、中國古典文學、中國現代文學，著作豐富， 

屢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頒授甲種研究獎勵，又分別於1994及1997年獲頒授國科會傑出 

研究獎，成就非凡。其研究以道教文學為基，從先秦《楚辭》、兩漢墓葬圖像、六朝道經與詩

歌，以至明清戲劇與小說，嘗試建構「道教文學史」；並在相關研究中發展了「常與非常」的

理論，以此詮釋漢文化的諸般現象，更由此延伸至臺灣的民俗節慶和宗教科儀調查。

在是次講座中，李教授提及學術界近年非常關注「洞天」的研究，開始結合歷史文獻、 

藝術史和實地研究進行跨學科研究，以理解「洞天」的概念。最初，對「洞天」的研究是由於

個人興趣和好奇心使然，隨着時間的推移，它演變成一個更具系統和跨學科的研究領域。外國

漢學研究在引起對「洞天」的關注方面起到了特別重要的作用，這些研究使中國學者重新關注

「洞天」，促進了更全面的研究。

另外，李教授提到「洞天」不僅是道教文化課題，也是中國文學和藝術中的體現，它象徵

着神聖和神秘的景觀，通常被描繪成仙人和神靈居住的樂園。在山水畫中，也常常出現 

「洞天」的描繪，這些畫作經常融合道教主題，如仙人、神聖景觀、求道之士。藝術作品成為

了傳達「洞天」神秘和神聖性質的媒介，不但反映宗教和文化意義，還作為保存和推廣道教文

化遺產的手段。在唐宋轉型期之後，仙道文化通過藝術媒介進入日常生活，由是道教不再是教

團內部獨有之秘，更成為漢人社會的文化根柢。

「從背景出發閱讀和理解中國地圖」工作坊

為促進中國地圖相關學術研究

的發展，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

所、法國遠東學院及香港科技大學 

李兆基圖書館於2023至2024年合辦

工作坊「從背景出發閱讀和理解中國

地圖」，以學人演講為主要形式， 

邀請各界學人發布學術成果、探討學

術觀點。

地圖是人類交流信息的常用工具。要想更好地理解地圖的意義和用途，就必須掌握地圖繪

製過程的各個階段與地圖的製作用語，包括地圖的編碼系統。同時也必須意識到，就其本質而

言，地圖從來都不是固定不變的，它是特定時代、特定時間點或特定政策目標的產物，勢必會

隨着時間的推移而變化。在閱讀地圖時，必須充分考慮到上述這些要素，尤其是要避免從現代

的角度出發去解讀，將那些無法理解的成份和表述當成是奇談怪論。本工作坊選取不同類型的

地圖，方便更精準地區分它們的用途、傳統和傳播。

15
中國文化研究所通訊　2024年第 4期

活動報告 Event ReporTs

www.ics.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所有



中國璽印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國璽印國際學術研討會由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中國文化研究所及藝術系聯合籌劃， 

在2024年11月28至29日於中大順利舉行。是次研討會配合文物館於2024年9月28日至2025年 

2月9日展出之「北山汲古──中國璽印」展覽。承蒙北山堂基金贊助邀請了20位分別來自中國

內地、日本、香港的學者來訪參與會議。研討會旨在匯聚海內外專家學者，探討中國璽印之史

學價值、璽印文字之考釋、中國璽印之藝術詮釋以及現代科技與璽印研究等主題。研討會兩天

的會議分成五節，特邀不同學者為相關主題作主持，包括︰香港大學鄧佩玲教授、中國科學院

馮向前教授，以及香港中文大學鄧民亮博士、田煒教授和何碧琪博士。研討會圍繞不同時期的

中國璽印發展，以及新的考古發現和運用掃瞄研究古印的技術發展，並獲不少線上觀眾積極提

問及參與，具有啟蒙意義。

本次工作坊 “Materiality and Colour in Early Modern Chinese Maps’ Production”，於2024年

12月12日由喬治亞南方大學Prof. Robert Batchelor及國家博物館輿圖研究所汪前進教授主講。

講者介紹兩個不同海岸地區的彩色地圖：廣東全省圖說和淮安府圖（晚明），旨在讓參加者 

理解中國古代地圖的製作原因、不同繪製者以及其使用上的狀況。

本工作坊邀請了中國海岸地區的製圖師和歷史學家舉行圓桌討論會，參與者包括香港中文

大學黎志添教授、法國遠東學院柯蘭博士、香港科技大學柏恪義博士、新加坡國立大學Prof. 

Florin-Stefan Morar和香港浸會大學Dr. Radu Leca。工作坊設有現場參與及線上直播，吸引不少

對相關問題感興趣的中大師生、校友及公眾人士出席，線上線下討論氣氛熱烈。

Prof. Robert Batchelor 汪前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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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文化研究計劃

公開講座

沉沒的歷史──從黑石號、印坦和井里汶沉船
談9–10世紀中國瓷器的外銷 

項坤鵬博士　主講
中國文化研究所「嶺南文化研究計劃」有幸邀得故宮博物

院研究員項坤鵬博士在中大進行訪學。項博士在訪學期間主講

公開講座，與中大學生、教職員，以及公眾人士分享研究所得。

項博士現為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故宮研究院中外文化交流

研究所所長，故宮博物院考古部副主任，古陶瓷保護研究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副主任， 

中國人民大學、首都師範大學、北京聯合大學研究生導師及學位評定委員，景德鎮東方古陶瓷

學會理事。主要研究領域為陶瓷考古及絲綢之路考古等，多次受邀前往英、法、德、日、韓、

俄、伊朗等十餘個國家進行學術訪問與交流。共發表學術論文50餘篇，並曾主持及參與多項國

家社科基金項目。

講座於2024年11月11日舉行，項博士以「沉沒的歷史──從黑石號、印坦和井里汶沉船 

談9–10世紀中國瓷器的外銷」為題，在是次講座中講述了九至十世紀時，中國海上對外貿易進

入了第一個高峰時期，陶瓷器的大規模外銷可視為其標誌。位於東南亞水域的「黑石號」、

「印坦」和「井里汶」沉船，出水了大量

的中國陶瓷器，正是這一歷史現象的縮

影。九世紀初，黑石號沉船從尸羅夫直航

來華，回程時從廣州離岸。九世紀末，正

如印坦沉船和井里汶沉船所體現的，在東

南亞地區出現了中國陶瓷器外銷的中轉

港，地點之一是「箇羅國」，而觸發此事

的導火索可能是黃巢對廣州的攻掠。

*香港研究資助局協作研究計劃「嶺南文化與世界」項目（2023–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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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文化與世界」公開講座系列2024

斯文嶺南
「嶺南文化與世界」公開講座系列

2024——斯文嶺南，由香港公共圖書館

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聯合舉

辦，於2024年10月27日、11月23及24日

舉行。

本講座系列旨在描繪嶺南文人活化

傳統、接通世界、雅俗雙生的獨特文學

風景，展現粵語詩文從古至今的無窮生

命力。本講座系列為第四屆「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藝術節」項目之一，亦是弘揚中華文化系列的

活動。講座系列包含三場專題講座，講題的時間跨越晚清至二十世紀90年代，主題涵蓋嶺南文

人雅集、洋文學習和粵語文學流變等。

第一講為中大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程中山博士主講「一觴一詠、

暢敘幽情：香港錦山文社修禊雅集（1972–1991）」。程博士在介紹

「修禊」傳統的基礎上，講述香港錦山文社之籌備、成立、運作及

其影響。所謂「修禊」，為三月三日（上巳日）傳統士民除垢、消

災祈福、除不祥等活動。香港錦山文社修禊由儒商陳伯祺、梁耀明

等主持，在1972至1991年間連續二十年舉行，匯集全港文人飲酒賦

詩，書畫琴棋。其意義不僅在於祓禊祈福，紀念東晉蘭亭雅集， 

且成為香港文壇集會，促進了香港古典詩書畫文化的發展。程博士

最後還帶領觀眾賞析錦山文社與自己重遊隱盧之詩文作品。

第二講為中大通識教育中國課程葉嘉博士主講「字典、課本和報

刊：晚清嶺南文人的港澳留學和洋文學習」。在晚清，香港和澳門是

新式讀物的發源和傳播樞紐。這裏湧現出諸多面向粵語士商的雙語字

典，例如唐廷樞作序之《英語集全》。利用雙語字典，結合洋文課本

及報紙雜誌等新式讀物，晚清嶺南文人接受洋文學習，成為一代獨具

雙語能力、接通世界的文人。



「嶺南報刊與世界」工作坊

「嶺南報刊與世界」工作坊於2024年12月6日

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工作坊由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嶺南文化研究計劃」及香港教育大學文

學及文化學系合辦，香港研究資助局協作研究計劃「嶺南文化與世界」項目（2023–2026）推

動，亦承蒙旭日慈善基金慷慨支持。開幕禮由中國文化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嶺南文化研究計劃

「嶺南文化與世界」項目主任黎志添教授致辭。

本工作坊由兩位「嶺南文化與世界」項目主要成員，兼清末民初嶺南、廣東及粵語報刊 

研究的同好：香港中文大學葉嘉博士和香港教育大學李婉薇教授分別代表兩個合辦單位推動，

她們擔任工作坊的主持及發表的學者，亦召集了在近現代嶺南期刊研究有所積累、來自 

中國內地和本港大學的六位學者同仁，組成這個跨院校、跨學科的交流平台，一同論學。

嶺南報刊的範疇，民間藏書、

掌故的專家非常多，海內外青年學者

對此深具本土地方性的傳播媒介，有

許多真誠而新穎的發現。是次工作坊

的分享課題遠及洋務運動前後，近至

戰後的上世紀60、70年代，遍涉文

學、宗教、經濟、金融、新聞、

革命、啟蒙等晚清民初的重大議題，

堪作報刊研究豐富性的一個觀照。工作坊同時以線上及線下模式進行，共約120位觀眾參與，

當中包括海外、中國內地及本港的學者、師友以及公眾人士。

*香港研究資助局協作研究計劃「嶺南文化與世界」項目（2023–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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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講為中大歷史系卜永堅教授主講「清末民初的粵語文學：

以廖恩燾《嬉笑集》為例」。卜教授首先以魯迅與金庸的作品導入

方言與國語（書寫語）之關係，進而舉例介紹粵語文學。隨後以 

廖恩燾（1865–1954）《嬉笑集》為例，指出粵語文學具有融匯 

「古典」中國文學的「雅」、「正」與粵語文學的「諧」、「俗」，

而不改變「古典」中國文學之體裁的特點。

講座系列於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辦，每場講座吸

引逾百觀眾參與，包括中國內地和本地各大學的 

專家學者、師友、學生以及公眾人士。觀眾與講者

熱烈互動，不僅就演講內容提出疑問與評論，而且

積極分享自己修習文學作品的經歷和感悟。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國家語言文字推廣伙伴基地在香港中文大學成立

主禮嘉賓為伙伴基地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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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語言文字推廣基地（復旦大學）香港伙伴基

地成立典禮於2024年11月19日在香港中文大學校園舉

行。主禮嘉賓包括國家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管理司副

司長王暉先生、香港政府教育局副局長施俊輝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教授、復旦大學副校長陳志

敏教授，以及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

公室教育科技部創科與高等教育處處長陳玉林先生。

首次在香港設立國家語言文字推廣伙伴基地，意義

重大，標誌着國家語言文字的工作，踏上一個新的台

階。伙伴基地依託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

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和國家語言文字推廣基地（復旦

大學），今後積極開展學術交流，促進研究合作，加大

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力度，傳承弘揚中華優

秀語言文化。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教授致歡迎辭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主任兼伙伴基地主任鄧思穎教授表示，中心「有幸作為支撐伙伴

基地的單位，一定珍惜和善用這個寶貴機遇，推進語言文字的健康發展，守正創新，不負 

厚望」。他補充說，伙伴基地「將肩負崇高使命，以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為己任，增進

文化認同，共築夢想」。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79期（2024年7月）

本期刊載學術論文四篇、書評五篇，共約二百一十頁。

論文

陳田珺：雅與俗的並行：「雙漸蘇卿」故事在宋、金、元時期的傳播

歐麗娟：大觀園與皇家園林再探：以承德避暑山莊為中心

梁韻彥：「放逸」的特權：以廣州祠堂壁畫〈竹林七賢圖〉為中心的討論

王建軍：「國家」、「國故」與「國民」：近代「國曆」的名實錯位與中西糾葛

書評

HO Puay-peng. What the Emperor Built: Architecture and Empire in the Early Ming. By Aurelia Campbell

TAM Ka-chai. A Certain Justice: Toward an Ecology of the Chinese Legal Imagination. By Haiyan Lee

PETERSEN Jens Østergaard. Spring and Autumn Historiography: Form and Hierarchy in Ancient Chinese Annals. 
By Newell Ann Van Auken

NYLAN Michael. The Lost Texts of Confucius’ Grandson: Guodian, Zisi, and Beyond. By Kuan-yun Huang

BROKAW Cynthia. The First Print Era: The Rise of Print Culture in China’s Northern Song Dynasty. 
By Daniel Fried

詳細內容請瀏覽：https://www.ics.cuhk.edu.hk/zh/publication/periodicals/ics-journal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第76期（2023年1月） 第77期（2023年7月） 第78期（202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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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2024年10月號，第205期

實現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無疑是當前中國政府的施政重點，

如何推動傳統產業走向可持續發展更是關鍵所在。本期「二十一世紀

評論」的主題是「中國綠色轉型的挑戰」，多名學者分別就食物、 

農業、漁業等與民生息息相關的領域進行討論。

二十一世紀評論

中國綠色轉型的挑戰

張劼穎、李雪石：重返「嵌入性」：食物產業綠色轉型的可持續路徑

余　昕：「社會生態農業」理念的實踐及困局

王利兵、方靜：中國海洋漁業的政策演變與現實困境

張倩、達林太：現代化想像和價值脫嵌：草原管理制度變遷的反思

學術論文

張　雷：孤獨的革命：民國蘇北豐縣的黨治（1927–1938）

徐斌、邊璟：建國初期湖北省水產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朱江華峰：工廠外的「討價還價」：中國製造業中介招工市場初探

景觀

蔡藝璇、王雪圻：藝術如何重構「後碳」轉型中的世界

觀察‧隨筆

陳德軍：皮凱蒂：二十一世紀的蒲魯東

學人往事

周質平：和而不同：錢穆與余英時（下）

書評

陳學然：在五四的延長線上—— 評歐陽哲生《政治與文化的雙重變奏
　　　　—— 五四運動的本事、紀念與詮釋》

楊秋雨：追尋元氣淋漓的五四—— 評陳平原《未完的五四：歷史現場 
 和思想對話》

詳細內容請瀏覽：https://www.cuhk.edu.hk/ics/21c/zh/issues/c205.html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https://www.cuhk.edu.hk/ics/21c/zh/issues/c2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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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2024年12月號，第206期

舉世矚目的美國大選曲終人散，特朗普（Donald J. Trump）重掌白宮

勢將帶領世界步向「不確定」的年代，有識之士為此憂心忡忡。 

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以「美國大選的啟示」為題，邀請三位 

學者為我們進行深入的探討。

二十一世紀評論

美國大選的啟示

郝志東：從特朗普再次當選看美國民主的經驗與教訓

伍　國： 美國的內部分裂與民主制度的「超穩定」

陳偉信：特朗普回朝與美國政經秩序嬗變的幾點思考

學術論文

曹子尼、董國強：北京市基礎教育改革中的政治衝突（1954–1966）

張君龍：軍隊、群眾與武鬥：以1967年浙江文革為例

劉　瓊：大躍進後江蘇經懺佛事復蘇原因探析

觀察‧隨筆

朱嘉明：思想：走向未來的驅動力——紀念《走向未來》叢書出版四十 
 周年

景觀

王　璞：「藝術終結」的未終結——多事之秋的美國當代藝術

學術綜述

周陸洋、李文榕：冷戰時期美國社會學的蘇聯研究（上）

書評

梁加農：冷戰時期蘇聯外交決策再認識——評Sergey Radchenko, 
 To Run the World: The Kremlin’s Cold War Bid for Global Power

劉宗坤：政治強人與民選獨裁——評Aleksandar Matovski,  
 Popular Dictatorships: Crises, Mass Opinion, and the Rise of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詳細內容請瀏覽：https://www.cuhk.edu.hk/ics/21c/zh/issues/c206.html

https://www.cuhk.edu.hk/ics/21c/zh/issues/c2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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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研究所公開講座
Prof. Fan Yang: From Mobile Phones to Drones:  
Shenzhen as a Media-Infrastructure Complex

日期：2025年1月16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4:30 – 6:00（下午4:00設茶點招待）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東翼二樓活動室

語言：英文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pJ8EPNYXbQF5ech76

查詢：3943 0405/ ics-activities@cuhk.edu.hk

中國文化研究所書寫揮春活動2025
「蛇年揮春迎新歲  即席揮毫贈知音」

日期：2025年1月23日（星期四）

時間：中午12:30 – 下午2:00

地點：中國文化研究所庭院

對象：香港中文大學教職員、學生及校友優先

查詢：3943 0405/ ics-activities@cuhk.edu.hk

第十七屆研究生「現代與當代中國」研討班
「中國的政企關係」

日期：2025年2月17日至18日

時間：上午9:00 – 下午6:00

語言：中文及英文

詳情請參閱中國文化研究所網頁

https://forms.gle/pJ8EPNYXbQF5ech76 
mailto:ics-activities%40cuhk.edu.hk?subject=
mailto:ics-activities%40cuhk.edu.hk?subj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