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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1i I高馬可(John M. Carroll) 譯l林,·,: 偉 香港簡史 —從殖民地 不 A Concise Histo Hong Ko 直 g ｀ ,' } 香港簡史 從殖民地至特別行政區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著I高馬可(John M. Carroll) 譯l林立偉 中華 盡 局 口 裴 幀 設 計 口 直 任 編 輯 及 黎 樹 強 H 香港簡史 從薤民玭至特別行政區 □ 著者 ，向馬nf I .John 1'I. Carroll) □ 譯者 林、i: 偉 口 出版 屮苹占局1香港1冇限公司 酊�.1tu1,,,�•1!i面1 (1\.itU1上某人1'1_ 褸II 心，:,r, ll\11\ 2\ .17 0:lj/1 倩a 11n1• rn I J11112 . 心「郵f·f mlolu, huu"h"•'''"''"'"'hk 綵])1I. h11pJ'""", hu,,ehw.,lo,.,l., om hk D 發行 香港聯合 」 江」物流有限公司 I· fr.�1!, 11人l!li,J噬路,,」號 中,,,面IX印刷A:li; l「樓 ,L語·IH.;11 lljtl 211MI 倩it f8",21 21117 ltlfi2 iii「郵f'I "''"'" "'"'""""'""'" "' D 印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和心柴灣女棐由1號祜f!>I丈人1"1 h樓c:. II�- D 版次 201:l年7」」初版 201'.l ?f- (I J-J /lif, 反 L 如1·1中I/< ,i: /..j (香；!hi /111! 公，,, 仁l 規格 大Iii閒(�:J() llllll X 170 111111) □ ISB'i : !l78-<JBB-H�li'.l-2U-2 Puhloshcd by agrccmenl wi1h 1hc Rowman & Li11leficld l'uhlishing (irour lhrough 1hc (hmc,e Cunncc1>on Agency. a division urThe Yao Enlcrprise .LLC 、 中文版序 拙著A Concise圧story of Hong Kong中文版問世的時間，恰恰 是香港歷史上 一個有趣而有時候荒誕的時期。 這個在1997年7月1日 與中圍正式重新統 一 的前英國殖民地，面對着複雜的社會 、 文化和政 治形勢，而去年(2012年）發生了幾宗事件，就凸顯了這些'I青況。在 2012年1 月，超過 一 千名怒氣沖沖的香港人到意大利時裝店Dolce & Gabbana位於尖沙嘴的旗艦店抗議，因為該店保安員之前阻止本地人在 店外拍照，但卻容許內地遊客 這樣做。 同月， 一 向口沒遮攔的北京大學 中文系教授孔慶東，在評論香港地鐵內港人和內地乘客爭吵的事件時 ， 批評香港人歧視內地人，又不自認是中國人。孔慶東稱香港人為「王八 蛋」 和「英團殖民者的走狗」，憤怒的香港人的回應是發動「反蝗蟲」運 動，把來自中國大陸的旅客和新移民比喻為大舉入侵掠奪的蝗蟲。 在2012年 2月， 競逐香港第三任行政長官的候選人唐英年位於九 龍塘的大宅，被報章掲發有二千四百平方英尺的 僭建地庫後，大批新聞 記者和攝影記者蜂擁而至。曾任政務司司長的唐英年獲得香港商界和地 產鉅子力挺 ． 也得到北京政府大力支持，在競選初期 一 直被看好。唐英 年的主要對手梁振英位於山頂的大宅，後來也被揭發有僭建地庫。梁振 英在這場激烈的選戰中擊敗了唐英年和立法會議員何俊仁 ， 何俊仁其後 以梁振英不誠實 、競選期間隱瞞家中有 僭建物為由 ， 試圖推翻梁振英當 選的結果。2012年7月1曰梁振英正式就職 ， 正值香港回歸中國十五周 年，他那時已因多種事件而飽受抨擊，包括在僭建事件上撒謊 ，唯北京 n 香港簡史 馬首是瞻，以及支持制定類似 2003 年沙士疫症後被擱置的國家安全法。 那天舉行的每年一度七 ＿ 遊行，是自 2003 年最大規模的，有數以萬計爭 取民主的示威者參加，要求梁振英下台。 在後殖民時代的香港，這類示威已屬司空見慣。但當天的七 — 遊行 有不尋常之處，除了梁振英才剛剛上任外，還因為有示威者高舉殖民地 時代的香港旗 l 這些人只屬很少數 ，但惹人注目 。由於這些示威者不少 是沒有英國殖民統治記憶的年輕人，這種舉動與其説代表他們真的渴望 回到殖民統治， 不如解釋為表達對現政權的不滿更為貼切。然而，他們 的行為惹起爭議，尤其是互聯網上開始出現鼓吹香港成為獨立主權國家 的運動。在 10 月，示威者到中聯辦前揮舞殖民地旗幟，高喊「我們是香 港人，不是中國人」之類的口號。同月 ， 中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前 主任魯平批評揮舞殖民時代香港旗的示威者， 叫他們不愛中國就離開， 還説鼓吹香港獨立的人是 「傻瓜」。 在 2012 年夏天，學生 、家長和教師組織大規模運動，反對政府計劃 推行図民教育課程。在 8 月舉行的大規模示威中 ，許多穿著校服的學生 蒙着眼睛 ，象徵他們不願被「蒙蔽」 和「洗腦」。到了9月，約十萬人 到金鐘政府總部外集會超過 一 星期 ，抗議當局提出的課程。政府最終將 之擱置，至少暫時如此。被稱為「水貨客」的內地商人在香港購買貨物 ， 再運回大陸以高價售出，這種水貨活動引發激烈爭議，到了 9 月，上水 港鐵站（列車到達邊境的羅湖站前最後 一站）舉行了抗議水貨活動集會， 其間爆發衝突。「光復上水」 運動的組織者認為，水貨客破壞了這個小鎮 正常平靜的生活 。 到了 2013 年，這些緊張情況似乎仍沒有緩和跡象。在新 —年開始的 1月1日，就有人舉行大規模反政府集會。這次反政府集會的聲勢，比 起兩天前即 12 月 30 日由親政府和親北京團體組織 ｀ 支持特首梁振英的 中 文版 序 iii 遊行浩大得多。雖然梁振英信誓旦旦説會確保北京履行承諾，容許 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 ，但指摘他的人仍抱懷疑 ， 而梁振英的民望仍然很低。 內地孕婦為了令子女取得香港居民身份 ， 大批跑到香港產子 ，使本地醫 院窮於應付 ，在公眾不斷批評後， 港府決定禁止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由 於中國大陸社會對有毒食品甚感憂慮，有內地人趁機在香港大量購入奶 粉 ， 港府關注這種情況，在今年 (2013 年）初限制每人可帶出境的奶 粉數量。最近還有超過二萬人聯署向美圉總統奧巴馬 (Barack Obama) 陳情， 要求他協助遏止猖獗的水貨活動l有些立法會議員甚至要求政府 限制來港內地遊客數目 ，認為他們佔用了本地設施和資源。 香港曾被形容為「荒島」，雖然這個説法並不正確，但是這本簡史的 目的之 一 ，就是探討這個所謂的「荒島」，究竟怎樣 一 路發展為今天迷人 又複雜的城市，既富於中國色彩 ，但又與中國其他地方迥然相異。 H 錄 中文版序 緒論：歷史上的香港 第一章 殖民統治初期的香港 西方重返中國 21 「洋煙土」 鴉片與戰爭 24 與敵合作 27 困擾香港的問題 30 第二次鴉片戰爭 34 太平天國起義與中國人移民出洋 43 第二章 早期殖民地社會 經濟 鴉片和移民 47 社會 50 政府、 法律和司法 61 馭民之術？ 70 VI 香港簡史 第三章 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 1894年鼠疫大流行 80 1894年的改革運動 82 取得新界 84 香港華人資產階級的崛起 90 香港和中國民族主義 93 辛亥革命及其對香港的影響 99 1912年至1913年拒搭屯車運動 102 香港大學 103 香港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105 第四章 兩次大戰間的歲月 華資工業與銀行 l20 政制發展 122 罷工與抵制 124 各自的世界，各自的生活 135 公共建設與社會福利 137 娼妓與妹仔 140 樽節用度 144 第五章 戰爭與革命 知其不可守而守之 149 目 錄 vii 香港淪陷 151 日佔時期 153 戰時規劃和搶佔香港 159 重建香港 162 戰後變化和楊慕琦計劃 165 香港與1949年中國革命 170 第六章 新香港 韓戰與冷戰 176 戰後經濟繁榮 179 應對世界新秩序 181 1960年代 185 建立福利社會 197 第七章 成為香港人 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 214 以提升公信力建立身份認同 肅貪倡廉 219 香港前途談判 224 中英談判和《聯合聲明》 228 恐慌之城 233 《基本法》 235 九龍城寨的終結 238 VIII 香港簡史 第八章 九七倒數 天安門廣場 反應與影嚮 242 新機場爭議 245 應付九七 247 最後的帝國主義者 彭定康的改革 250 特區行政長官角逐戰 256 倒數結束 258 世界歷史中的1997 269 第九章 九七以後：後殖民時代的香港 對香港特區政附的不滿與失望 275 一國兩制概念與香港自治 279 沙上 重新整合的醫療、社會和政治影響 285 殖民統治及其遠留的影嚮 288 領導能力問題 293 香港與中國大陸 295 香港歷史 298 大事記 301 參考書目 313 ． ． 緒論 歷史上的香港 1841年1月25日 ，一 隊英國海軍官兵在中國南方珠江三角洲 一 個小 島的北岸登陸 ｀ 並升起英國國旗， 這個小島就是香港島。第二天 ， 英國 遠征軍司令代表英園政府正式佔領香港。從此以後，除了第二次世界大 戰期間有三年零八個月被納入存在時間不長的日本帝國外，香港一 直受 英國管治 ， 直至1997年7月1日凌晨零時為止． 香港由那時起成為中華 人民共和固的特別行政區 全中國的報紙都語帶自豪地宣佈：香港「終 於回歸祖园了」 3 「 一 嚴格來説 ． 香港」 詞是指香港島 ，它根據1842年的《南京條 「 約》被清政府 永久」割讓給英國 。這個叢爾小島位於廣州東南八十英 「 里處， 東西僅十一英里，南北長二至五英里。但一般人提到 香港」這 個名稱時 ，往往是指包括三個主要部分的大區域 香港島； 1860年根據 《北京條約》割讓的九龍半島 ，面積有八平方英里；還有在1898年租借 給英國九十九年的新界，這個面積三百六十五平方英里的區域， 包括約 二百三十個離島 。雖然香港沒有天然資源，但它的海港水深港闊，四周 又有高聳的花崗岩山丘作屏障 ． 是世界良港之一。 香港現有約七百萬人 口，適合建屋的土地十分稀缺，因而是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之一。此 地全年大多數時間都潮濕煥熱 ． 無怪乎有些早期的英园殖民者，對於他 們的政府當初竟會看上道個小島 ． 也感到大惑不解。 時光茌再， 香港發展為蓬勃的港口和繁榮的大都會 ，但這個地方－ 直沒有進入歷史學家的視野 ， 直至近年情況才有所改觀。 英國殖民史 2 香港簡 史 學者過去都把關注重點放在非洲和印度 ，而本地的英籍歷史學家則多集 中研究香港的殖民地行政機關 ，尤其是各香港總督和公務員所發揮的作 用 ，對佔此地人口約百分之九十八的華人， 幾乎視若無睹。 中國大陸的 歷史學家則完全忽略香港，直至在 1997 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前幾年才 冇改墁。 全中國只有一所大學設有專門研究香港的研究機構。專研香港 的大陸學者寥寥可數 ． 而即使在他們眼中，香港的重要性僅在於它是英 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產物 ，並且是十九世纪西方帝圍主義者的侵華基 地，除此以外，這個殖民地本身並沒有多大的研究價值。 在過去二十年 ， 學者（大多以香港為基地）重新建構出複雜和細緻 得多的香港史 ， 既考慮了香港的殖民地特色， 又注意到本 地華人對香 港歷史發展的貢獻 香港以外的史家為何須過這麼長時間才正視香港？ 答案與其説在於香港， 不如説在於歴史學家的研究取向 在美圍， 由於 提倡中國中心觀的中固歷史 ， 令中園歷史的國際層面被淡化 。在中國， 香港遭忽視的一［區原因，是中國人歷來有一種偏執，就是不願承詔外國 的影響一一·除了外國對他們所做的壞事外。 另一原因是殖民統治和香港 的商業成就令他們感到恥辱 ， 奉行資本主義的香港和台灣一樣，直至最 近一直是共產中國的對照物，這種比較很令人難堪· 還有 一 個原因是中 囷人素來瞧不起移民． 不是視他們為罪犯 ，就是拋家棄國的不孝不義之 徒。最後，華北傳統上是政治權力的中心 ，因此北方人常常輕視華南和 南方人 與中國首都北京等城市相比，政治上香港似乎處於邊緣，與曾有 「東方巴黎」美譽的繁華大都會上海等城市相比，商業上香港似乎也處 於邊緣。然而，正因為香港在政治上不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 才會在過去 一百五十年成為堪稱對中國最重要的地方· 領等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中 國最後一個王朝的孫中山 ，是在香港這涸殖民地接受教育。香港人多稱 緒 論 歴史上的 香港 3 他伍敘的伍廷芳，是在香港成長和受教育。 香港自殖民時代早期起，都 是內地逃難百姓的庇護所，如太平天國時期(1851年至1 864年）丶1911 年辛亥革命後和整個動盪的1920年代 丶1937年中圉抗日戰爭爆發後，以 及1949年中圍共產黨建立政權後。 香港是自絲路和蒙古人之後，中國與世界聯繫的最重要紐帶。直至 最近幾十年為止 ，約百分之九十從中園移民海外的人都取道香港。 在 1960至[980年代，香港出口的貨物遍及世界各地 近年來則以煥發創意 的電影享譽國際 對於中國大陸的人來説｀ 則從香港進口的事物更加重 要 從北美或東南亞回到中國的華人 ， 幾乎全取道香港， 海外華僑也經 香港匯款回圀·1949年共產黨在中國上台執政後 ， 實行資本主義的香港 為建設中园的社會主義經濟，扮演了既重要又諷刺的角色· 是中國通向 外部世界的窗口 ，提供寶貴外匯的僑匯中心 ， 並且是輸入中國無法生產 的貨品的基地 韓戰期間，香港對於中國的用處尤大 ． 因為在美國和聯 合國實行禁運之下 ． 天然氣 、煤油和盤尼西林等稀缺物品 ， 就從香港偷 蓮到中國。 香港投資者對於中园的急速經濟轉型也貢獻良多， 從1970年 代末開始直至今天仍在發撣作用 。 今天的學者往往強調香港的中國性質(Chineseness) , 這尤其因為香 港主權最近回歸中國 肯定的是 ｀ 由於香港的地理位置， 它的歷史主要 受發生在中國（特別是與之 一 衣帶水之隔的廣東省）的事件影響。香港 人口 一直以華人為主，而因其鄰近中國，對大多數居民來説，中國事務 比英國事務更為重要 但香港與中園大陸的關係錯綜複雜。如一句中文 「 俗語所説： 香港有難去中园 ， 中國有難回香港． 」但是，在香港殖民時 代的歷史裏，大部分時間都是中國有難，也就是説，香港往往接收大批 從內地湧入的移民。儘管香港依賴這些移民所提供的勞動力和資金，但 這個殖民地也為中國的國家建設貢獻很大，因此許多觀察家在1990年代 4 香港簡史 初預言，香港在 1997 年回歸後會繼續改變中國，而不是被中國改變。 香港不但是中國近代史的重要部分，也是英园殖民史的一部分。 中 圍對香港固然有重要影響， 但我們也不應低估英圍殖民統治的影響。 殖民統治改變了香港的歷史發展 ， 塑造了華人與英人之間的交往方式， 並決定他們之間的權力關係。簡言之 ， 香港若非成為英國殖民地超過 一百五丨－ 年，就不會有那樣的歷史面貌 此地的華人罪犯通常轉移到其 他英围殖民地， 如馬來亞的海峽殖民地和婆羅洲外海的納閩島 。 英國殖 民者往往密切留意其他殖民地的事務，特別是印度 ，許多人與印度有家 族聯繫和商業關係。尤其是十九世紀中期 ，香港與印度通過貿易（以棉 花和明片為最大宗）和定期往來兩地的客輪服務，形成密切關係 早期 英國駐港衛戍部隊是以盧比付餉 ， 在 1860 年代前，盧比是香港廣泛使用 的貨幣 在 1864 年滙鹽銀行成立之前．大多數在香港和中國的西方銀行 都是英印銀行的分行 在二十世紀之前 ，香港鄉郊的房屋是以中國本土 建築形式為主，而構成早期城市風貌的那種隨處可見的「中國式」建築 上居下舖並建有騎樓的商店 ． 其實是師法另一個英固殖民地一 辛斤 — 加坡 ， 而新加坡又仿效自更古老的印度殖民地城市 ． 如孟買 、 加爾各答 和馬德拉斯 香港歷史深受其殖民統治者的影響。在 1970 年代初以前 ， 香港總督 都是由英國殖民地部官員出任 ， 他們來香港履新前 ， 都曾在其他殖民地 歷練。在 1947 年至 1957 年出任港督的葛量洪 (Alexander Grantham)' 曾在 1920 至 1930 年代加入香港政府 ，而重返香港擔任港督前 ，曾於百慕 達、 牙買加、尼日利亞 、斐濟和南太平洋任職 這些港督在其他殖民地 的經驗 ，往往影響他們對於香港的態度。在 1950 和 1960 年代．香港獲得 一批「退役復出」的殖民地官員 ． 他們是由非洲 、南亞和屮東新近獨立 的英國殖民地和屬地調來的第二代殖民地公務員。香港政府從上至下都 緒 論 · 歴 史 上的 香 港 5 是徹頭徹尾的殖民地政府結構。例如， 到了1960年代， 香港警隊的組織 仍是沿用傳統的殖民地模式，高級警察大多數是來自非洲 、馬來亞和巴 勒斯坦的外籍資深警官，而低級警察則一般是華人。 香港也是有助我們了解比較殖民史的重要案例 許多學者認為，世 界許多地方仍然是殖民地或新殖民地， 因為歐美圍家的財富和勢力， 過 去一直是榨取自命途多舛的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十九世紀後期 被歐洲列強瓜分的非洲， 至今大部分地方仍陷於羅掘俱窮的境地，並為 「 種族暴力所撕裂 曾有英園 工冠上的寶石」美譽的印度 ， 現在人口谨 次於中國 ， 也被貧窮所苦，並受宗教和種族暴力困擾。 不過 ， 任何想從 殖民主義中歸納出普遍規律的嘗試 ， 都不能不考慮澳i州 、加拿大、新西 蘭和美國一從前全都是英國的拓荒殖民地， 這些國家現在的生活水準 比英國還要高（雖然 ． 當地原住民的生活水準仍然很低）。 同樣曾是英國 殖民地的香港和新加坡，生活水準也普遍高於英國， 而曾是日本殖民地 的台濡和南韓 ， 生活條件也很高 。英國人將板球傳到印度 、 巴基斯坦和 西印度 ． 現在卻常常不敵追些地方的板球隊；澳洲 、新西蘭和南非的橄 欖球隊也屢次擊敗英园隊，而這項運動又是另一英國人留在當地的傳統。 過去的歷史學家若非集中論述殖民主義建設性的一面， 就是專注探 討其破壞性的一面， 今天他們提供更為細緻多層次的觀點 比如 ，我們 知道殖民時代之前的社會，不一定像反殖的民族主義者所描繪的那麼和 平和諧；我們也了解到 ， 殖民統治要靠本地人合作才能成事 ， 這種情況 在整段香港殖民地歷史俯拾皆是 我們過去認為 ， 殖民統治對本土人來 説是創痛的經驗，現在更多被理解為民族問的一場邂逅相遇，這些相遇 的主調是困惑 ． 另一些則以相互了解為基礎 香港的殖民統治無疑是高 壓專制 ，也帶有種族歧視性質 ， 但卻不一定會擾亂和破壞本地華人的生 活。對於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大部分時間吞噬中圈的混亂局勢，英圍殖 6 香港簡史 民統治者和其華人子民皆感到恐懼，他們也共同致力維持經濟自由和政 治穩定，逍常為雙方提供彼此都能理解的語言·因此 ， 香港的殖民統治 既建立在相似與類同之上，也建立在不同與差異之上． 美國自十九世紀初起 ， 就對香港有特別興趣，但歷史學家鮮有注意 在香港歷史或美國歷史中的這一層面·在香港殖民時代初期，美國鴉片 貿易商舉足輕重·香港更是十九和二十世纪美國跨太平洋貿易的終站， 香港從美國進口人參 、 麵粉 、 木材和煤油等貨品 ，向其出口絲、茶、藤 器和勞工。雖然很多美國人對帝國的概念心生厭惡， 尤其是在第二次世 界大戰期間和之後 ， 但到了冷戰時代，他們對帝國的批評卻減少了 ， 因 為比起當時共產主義的散播，殖民主義似乎還可取 一 些 。香港因而成為 對美圉很有用處的地方，這裏是美园針對中國的監聽站，又是反共宣傳 基地，在韓戰和越戰期間 ， 更是美軍官兵休假的熱門地點·韓戰後香港 向美國消費市場供應衣服 、塑膠花、 假髮等工業產品，許多是在美國資 金投資的工廠製造 。 1969 年美菌商會成立，顯示美國參與香港經濟的程 度愈來愈深 ， 到了 1970 年代末，在港美國人數目開始超越英國人· 即 使中國大陸推行經濟改革後，美國公司可以在內地擴大業務，但許多公 司仍在香港（呆持大量業務， 而美國政府決心敦促中圍政府信守承諾，在 1997 年香港交還中國後實施 一 國兩制模式。香港是低税制的自由港，而 且政府對經濟干預極小． 深受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等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和保守主義者推許· 處於中華帝國與大英帝國歷史交會要衝的香港，也有自己的歷史和 身份認同 ，充滿矛盾 、 問題和特色，塑造了這座城市今天的面貌· 有些 矛盾和問題是遍見於所有資本主義社會的。比如，香港不乏超級富豪， 但只佔人口的極少數· 另 一 些矛盾是殖民統治遺留下來的 。比如，香港 人享有高度個人自由，但在 1980 年代末和 1990 年代初之前，香港未有實 緒 論 ． 歴 史 上的 香 港 7 行代議政制 ，也沒有政黨。香港的一些特色源於它是中國與英國相遇之 地，造就了一 個堪稱亞洲最圍際化的城市（有些人會説這個稱譽應歸上 海，就如它在1920和1930年代那樣）· 中式小商店恰如其分地座落在以 英圍皇室成員和官員命名的街道上 ． 而英國法律、基督教和現代西方醫 學｀ 則與各種中國事物並行不悖， 包括傳統中醫、幾百間中國廟宇、 眾 多宗教節日和儀式， 以及最現代化的西式建築和2005年開幕的新迪士尼 樂園都採用寧可信其有的風水學説 在一個開闊空地如此稀少的地區 ， 有一項英國人留下的事物尤其矚目一在香港島快活谷和新界沙田舉行 的賽馬 ，這是廣受香港人歡迎的消閒活動 ， 不但本地人熱愛，還受 一國 兩制的保障。 香港與英國和中國的歷史關係 ， 也對人留下影響。 由造種關係所造 就的居港華人群體 ，常常自視為一群獨特的華人，有別於中國大陸上的 中园人 。許多學者詔為這種香港身份認同是很晚近的現象 ，但其實早在 十九世紀末 ，香港華人把此地的秩序與繁榮 ，對比於中國的政局混亂和 經濟落後 ， 這種香港身份認同就已紮根 。 香港華人與外籍人大都仍然過 羞老死不相往來的生活，和過去一百五十多年沒有兩樣，大多數外籍人 不屑去學中文。外籍人全都會在工作上與華人有頻繁接觸 ， 而 華人從不 「 認識任何西方人的 ｀ 卻並不罕見，他們稱造些西方人為 洋鬼子」 ． 香港處於中英兩國之間的這段歷史有自己的獨有特色，而它在1997 年的去殖民化過程也與眾不同。這裏的殖民統治絕不令宗主國難堪， 相 較於大多數獨立圍家 ． 香港的經濟表現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英圍殖民 統治結束時 ，香港除了成為重要金融中心外 ｀ 還擁有世界第七大外匯儲 備 ，更是世界第三大成衣出口地，以一 個面積追麼小的地方來説，成就 不可謂不驕人。它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是亞洲第二高（僅次於日本），超 過澳洲 、英國和加拿大· 香港沒有獲得獨立，而是交還一 個遠比統治此 8 香港簡史 地多年的殖民政府更專制的政府， 這個政府之專制，在 1989 年北京天安 門廣場的事件中表露無遺。儘管中國共產黨政府致力在全球結束帝國主 義 ，但它從沒試圖解放香港。 香港殖民統治終結的主要原因 ，也迥異於 大多數其他殖民地 ， 其推動力既非來自內部要求（剛好相反 ， 大多數香 港居民寧願接受英國殖民統治，而不想被中國統治），也不是來自國際壓 力。結束香港殖民統治的決定是來自中國政府，它在 1972 年宣佈 ， 香港 的未來完全是中團主權範圍內的問題 ． 中國政府認為條件成熟時 ， 會以 適當方式解決。到了 1984 年，有關香港前途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簽 署之時，號稱日不落的大英帝團已是帝國斜陽，而中國卻是正在崛起的 世界強國． 描繪第 一 次鴉片戰爭的歐洲版畫。 (Courtesy of the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描繪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歐洲版盡。 (Courtesy of the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1860 年代的香港街景 （圖片來源：《圖片香港歷史》〔香港· 利文出版社）） 第 一 位英國皇室人員愛丁堡公爵於1869年訪港。 （圖片來源．《圖片香港歷史》 〔香港．利文出版社〕） 由山頂抬着歐籍居民下山的轎夫，1902年 (Courtesy of the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帕西人墓園。 (Courtesy of the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i _t· ' T ., 、 小學生，約 1900 年。 (Courtesy of tl1e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有僕人伴隨的上層社會年輕婦女，約1900年。 (Courtesy of the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巡査疫區的防疫人員 ·1894 年． (Courtesy of the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農曆新年期間的皇后大道·1902年。 (Courtesy of the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第 一 章 殖 民 統 治 初 期 的 香 港 《中華人 民 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 是19 9 7 年香港主 權 回 歸 中國後 管治此城的小憲 法 ，中 固 政府對於 香港歷史 的官 方態 度 ，在這部 小 憲法中可 見 一 斑 ， 它説 「 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 ，1840 年鴉 片 戰 爭以後 被英國佔 領 。 」 雖 然中國歷史學者經常強 調 ， 自有 史 可 考 的時 代以來 ， 香港就在中國歷史中 發 揮 重 要作用，但英國方面的 資 料 ， 直 至 最 近 仍 普 遍 否認香港在英國人踏 足 之前有真 正 的歷史 。 18 93年曾 有 居港 英 圉 人 寫 了一本旅 遊 指 南 ， 裏面説 ， 在1841 年之前 ， 香港 「 只 不過是一 座 到 處荒 煙 蔓 草 ， 令 人望而 卻 步 的 火 成 岩 島 嶼 ， 顯然 只 能 支 持 最 低 等 的 1 「 生物在這裏生 存 」 。 多年以後 ， 曾以 借來的地方 ， 靠借來的時 間而活 」 這句廣為 流傳的説話 形 容香港的記者理 査 德 休 斯 ( Richard Hughes ) 寫 「 2 道 ＇ 香港原本並不存在 ， 必 須 憑 空 將 它 創造 出來 。 」 受 殖 民統治 前 的香港 ， 並非 英 圍 史 家 、 殖 民 地官 員 和 記者常常掛在 「 「 嘴邊的 荒島 」 或 不毛之地 」 。 香港地區 的考 古 發 現可上 溯 至 六 千年前 的新石 器時 代 。 據中國史籍記載 ， 華南 是 百越 族 居 住 之地 · 百越人與馬來 A Hand-Book to Hong Kong: Being A Popular Guide to the V;irious Places of interest in the Colony; for the Use of Tourists (Hong Kong: Kelly and Walsh, 1 893), reprinted as The Hong Kong Guide, l f/93,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 」 Lethbridge (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 982), i. 2 沁chard Hughes, Borrowed Place —B orrowed Time: Hong Kong and its Many Faces, 2nd rev. ed. (London: Andre Deutsch, 1976), 97 20 香 港 簡 史 人 、 越南人 ｀ 波里尼 西亞人的 淵 源之深，更 甚 於 中國的主要民 族 漢 族 ， 香 港有幾處地點仍然保 存 的 石 刻 ， 估計就是百 越人所留下 · 香港 曾 受南越王 國統治 ｀ 直至公元 前 1 1 1 年 南 越王國為 漢武帝大軍所 滅 。 1 955 年九龍李鄭 一 屋掘出古墓 ， 相信就是一座漢 墓 。 在 往 後的一千年 ， 方面由 於該時期 中 國戰亂 頻 仍和四 分五 裂 ， 另一方面是華南有更好 的 謀 生機會 ， 愈來愈多中 國人 由 北 往 南 遷 ， 包括來 到與香港一 海之隔 的 九 龍 半 島 。 中 圜史籍屢屢提 3 及 九龍 ， 指它是蒙 古人佔領 中國後 ， 南 宋皇帝 逃難之處 。 在 蒙 古 人統治的 元 朝 ( 1 276 一 1 368 ) • 香港居 民以農民 、 漁民和海盜 為主 ， 他們有些是效 忠 宋 朝 的 遺 民 · 到了 元 末 ， 定 居香港 的 主 要有七 大 氏 族， 香港大部 分 土地都由 他 們 擁有 · 在整個 明 朝 ( l 368 - 1 644 ) • 來自 廣 束和福 建這兩個 中 圉東 南 沿 海 大 省 的 拓 墾 者 遷 移到 九 龍 · 部 分 人更 渡 海 到了香港島 ， 但 島 上 人 煙 依 然稀 少 ， 僅 沿 着 島 的 南 岸有零 星 村 落 到 了 滿 洲 人 統治 中 國 的 清 朝 ( 1 644 - 1 9 1 1 ) • 香港與 中 园 其他地方聯 繫 更 加 密 切 。 來自華 南 其他地方 的 漁 船 使用此地海 港 香港 島 成 為 新 安 縣 一 部 分 ， 九 龍 巡 儉 司偶 爾會上島 徵收 田 賦 ， 並 為 漁 船 登 記 ， 治理地方 之責 則 交 給當地 村 長 或 耆 老 。 在 十 九世紀初期 ， 惡名 昭 彰 的 海盜 張 保 仔以香港 島 為 據 點 ， 利 用 島 上 最 高的山 峰 瞭 望 偵 察 ， 劫 船掠貨 。 「 1 8 30 年代末英國人踏 足香港時 , 香港非但不是 荒島 」 ， 島 上居 民 「 也遠 不 只 是人們常説的 少數漁民和海 盜 」 。 如歷史學家兼 前殖民地官 員 「 許 舒 ( Ja mes Hayes ) 指出 ， 此地 居 民 的 主要職業 」 是務農 。 香港 島有 「 幾 條面積 頗 大 的 鄉 村 ， 另 外還有 小 村 落 ｀ 並有少數較 大 的 沿 海 村 莊 ， 這 些 沿 海 村 荘 既是 上 述 鄉 村 的 墟 市 ， 也是固 居此地 的 蜑 民和外來 船 舶 的 母 「 「 港」 ． 許舒總結説 ， 早在 1 8 4 1 年以前 」 ， 居 住 在香港 島 上的 人 已 習慣 3 譯 註 ． 宋帝昺 。 第 一 章 殖 民 統 治 初 期 的 香 港 21 了 一 種 定居生活的慣常規律 他們羈繫於 自 己的 田 地和 房 屋 ， 以及 生意 和日常職 業，建立 了中國社會常 見 的 公 共 機 構 ， 包括 祠 堂 和廟宇 ， 那是 「 全年定 期 和特殊 祭祀亻義式的場 所 」 。 許舒認為 ， 香港的廟宇證 明 此島肯 。 4 定 早在 1 841 年前 已有建立很 久的定居社 群 」 西方重返 中國 香港成為殖 民 地是 由於英圍在中國 勢 力上 升 ， 而英國 在華勢 力 崛 起 ， 則是 歐 洲 擴 張 這個 長 期 過程 的 一 部 分 ， 歐洲擴 張 自十 五 世 紀末 開 始 ， 持 續 至 第一 次 世 界大戰 之後 。 唐 朝 ( 618 - 9 07 ) 和 元 朝 的時 候 ， 商 人取 道 絲 路 連接中 東 和中 圍西 北 邊 疆 的陸上 貿 易 路線一一 從 歐洲來 到 中國 。 在蒙 古治世 ， 中國和亞洲大部分地區 由 蒙 古 人統治 ， 許多 歐 洲人 來華通 商 ， 有 些 人 甚 至 效 力 元 朝 政府 。 但 元 朝 在 十 四 世紀中期 土 崩 瓦 解 後 ， 中國就很少和歐洲接觸 ． 西方商人在十六世紀初 重 返中國 ， 那時 候 葡 萄 牙 人 開 始 在華南 沿 海 通 商 ，華南 沿 海是 商 業 區 域 ，有羞長 期 與 海外和中國國 內 通 商的傳統 。 1 557 年明 廷 准許葡 萄 牙人在澳門造個香港西 南方的細小半 島建立 永 久殖 民地 ． 這樣 做 一 方面是 回 報他們 協 助 清 剿 海盜 ， 另 一 方面是為將他們限 「 制在特定 區 域 。 雖 然 明 廷 禁 止 海外貿 易 ． 澳 門 不 久 卻成為 北 半 球 的商 品 交 易中心」 . 5 葡 萄 牙 帆船從澳門把絲 、 茶和瓷 器 等中圍貨物 運往歐洲， 換取日本和 美 洲銀 礦所產的銀 。 由於 利 瑪 竇 等 歐 i州 傳教 士 的努 力 ， 澳門 4 James Hayes, ·' Hong Kong Island before 1 84 1 ," Journal of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4 ( 1 9:!4) : I 06, 1 1 4, 1 28. 此 文 也 收 錄 於 David Faure, ed . , Hong Kong: A Reader in Social History (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3-37 · 5 Jonathan Porter, Macau: The Imaginary Cit}' ( Boulder: Westview, J 996), 3 . 22 香 港 簡 史 也成為基督教 和 西 學 引 進中國的基地 ． 到 了 1 600 年代 ， 英國挑 戰 葡 萄 牙 和 荷 蘭 ， 力求成為在 亞洲的歐洲貿 易 強 國 · 英國商 船 最終 進 入中國水 域 後 ， 葡 萄 牙 人在 1 654 年 容許英國 東 印 度公 司 登 陸 澳 門 。 1 684 年 清 廷解除海禁， 英國商 人利用 澳 門為總部在 黃 埔港通商 ， 黃 埔是離廣州 十多英里處 、 位 於 珠 江 江 心的小島 ， 是華南 最重要的港 口。 1 7 7 1 年英國 東 印 度公 司 獲 准在廣州 開 業 ， 1 7 59 年 清政府 宣佈廣州是中図 唯一對外通商 口 岸。 廣州 貿 易制 度又稱公行制 度 ， 根 據 這種制 度 ， 中國的對 外 貿 易 須通 過 一 批中國行商 進 行 ， 這些行 商 獲 清政府特許和 發 出 執 照 。 西方 商 人 每 年 1 0 月 至明 年 3 月 在 廣 州 從事 買 賣 ， 並 只 限居住在 向 中圍行商 租 用 的 商 館 （ 夷 館 ） · 這些位 於 珠 江 畔的商 館 兼 作 倉 庫 和 住房 ． 以東印 度 公 司 代理商 和 業務代 理人在英屬印 度 經 營的 同 類中心 命 名 。 在非規定的交 易 季 節， 即 每 年 4 月 至 9 月 ， 商 人 須 返 回澳 門貿 易 。 雖然外 園 人常 抱 怨廣 州 的 規定和 條件，但相 比起絲 、 瓷 器 、 茶 葉 和 後來的 鴉 片 所 帶來的 豐 厚 利潤 ， 這些不 便 實 微不 足 道 在 十八 世 紀 末 至 十九世紀初 ， 幾個派往清 廷爭 取更多貿 易 讓 步 和 外交 權 益 的英國 外交使 團 均 無 功 而 還 ，但即 使如 此， 到 了 1 8..J-O 年 代初 ， 有近一百 家 外國貿 易 商在華南沿岸 做 買 賣 英圉史家一直以來常常強調，大英帝 圉 獲 取香港跟它在其他地方的 擴 張 相 似 ， 幾 乎 全屬無 心 插 柳之舉。 根 據 標 準 説法 ， 英國拿 下 香港並非 為 獲 得更多領 土 ｀ 而是要擴大和 保 護它在華的商業利益 。 殖民地大 臣 斯 「 坦利勳 爵 ( Lord Stanley ) 在 1 843 年説 ， 佔 領香港 並非為 了 殖民， 而 是 由 於外交 、 商業和軍事 目 的 」 0 1 970 年代前 最 著 名 的香港史專家安德 t> Great B ritain, Colonial Office,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Hong Kong, 1 84 1 - 1 9 5 1 , Series 1 2 9 ( CO l 2 9 ) , P u b l i c Record Office, London, CO l 2 9/ 1 843/8, J u ne 3, 1 843, reprinted in Steven Tsang, ed.,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A Documentary 祏story of Hong Kong ( Hong Kong Hong Kong Un iversity Press, I 995), 1 7. 第 一 章 殖 民 統 治 初 期 的 香 港 23 「 葛 ( G . B. Endacott ) 寫道 ： 健 康的貿 易 需要安 定 的環境 、 肅 清 盜 匪 、 保 證 契 約得 到 遵 從 ， 並確保 荀 法 不 偏 不 倚 。中國人 被 認為無法 提 供這些條 件 ，所以須 由英國人來 提 供 。 這是理解香港歷史所不可不知 的 。 」 7 英國建設香港 ， 確實主要是以它為帝國的前 哨 站 ， 而 非為教化當 地 華人 或 向其傳播基督教。英國首 次 佔 領香港是在1839 年 ， 那 是第一次 鴉 片 戰 爭英國與中國交 戰 期 間 ， 那時 候 沒有幾個英國官員認 真 想 將香港變 成 永 久殖民地 （ 香港直 至 1 8 4 3 年 6 月 26 日才 正式成為殖民地） 。 即 使 英 园 人根 據 只 維 持 很 短時 間 的 《 穿 鼻 草 約 》 （ 締 約 雙 方都 不 滿 意 ， 有些 學者懷 疑這草 約 根 本沒有 簽 署 ） ， 在 1 8 4 1 年正式控制香港後 ， 英國官員 對於香港的發 展 潛 力 意 見 紛 紜 ， 並 且 往 往 互 相 衝 突 。 外交大臣 巴 麥 尊 勳 爵 ( Lord Palmersto n ) 認為這個小島沒有什麼價值 ， 他的繼 任者阿 伯 丁 勳 爵 ( Lord Aberdeen ) 則 覺得保 住香港太 花 錢 ， 並會影響英圍與中國和 其他歐 洲國家 的關係 。 但英國駐 華商 務總監兼殖民地香港首 任行政官 義 律 ( Charles Elliot ) 相信 ， 香港是英國在華商業 、 軍事和政治運作的 完 美 基地 。 接替義律的砵 甸 乍 ( Henry Pottinger ' 又譯璞鼎査 ） 成為香港首 任 總 督 ， 他也認為英 園 需要在中圍沿 海建立根 據 地 。 最 初 將 信 將 疑 的砵 甸 乍最 終 同 意 義律的説法 ， 認為香港具有 商 業 和 軍 事 價 值 。 總的來説 ， 倫 敦官員對香港價值的 看 法 ， 不如駐香港和華南 的官 員 那麼積極熱切 。 不過 ， 英國攫取香港絕非無心 抽 柳 ， 而是 「 英國自由貿 易 商為擴大對 。 ｀ 華貿 易 長 期 爭取的結果 」 幾乎在英國勢 力甫出現在亞 洲 起 ， 英國人就有 意 在中國沿海建立可靠的貿 易基地 。 荷 蘭 、 葡 萄 牙 和西班 牙這些歐 洲 海洋 帝國 ， 分 別 在 巴 達 維亞（今天的雅加達 ） 、 澳 門 和馬尼 拉 設 有 據 點 ， 相較 7 G. B. Endacott, A History ofHong Kong, rev. ed. (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 973), Vll-Vlll. 8 Chan Wai Kwan, The Maldng ofHong Kong Society: Three Stud」es of Class Formation in Early Hong Kong ( Oxford, UK: Clarendon, 1 99 1 ) , 9 24 香 港 簡 史 之下 ， 英國除 印 度外 在亞洲沒有重要的 領土 。 在 1 8 1 5 年，英國 東 印 度 公 司一名駐廣」丶丨1職 員呼 籲 ， 在 盡量靠近 首都北京的地方 建立據 點 。 1 82 1 年 後 ， 廣 州 當 局 把 非法的 鴉 片貿易 趕 出 黃 埔，英國商 人 遂轉到幾個沿海島 嶼經營 ， 包 括 香港 。 1 8 34 年 8 月 ， 英國駐華商務總監 律 勞 卑 勳 爵 ( Lord Napier ) 建 議 派 小隊英軍 佔 領香港島，以保障歐洲人在中圍的通商權 益 。 區內最大的英資 公 司怡和洋 行 ( Jardine and Matheson ) 老闆孖地信 ( James Matheson ) 促 請英園政府建立基地 ， 保障英國在 南中國的通商利益 。 雖然另外幾個島嶼 ， 包 括 台 灣 （ 外國人多稱它福爾摩沙 ） ，普 遍被認 為是更為 吸 引 的 選 擇 ， 但廣州英國商人寧 取香港 ， 因 為他們 看中這 裏有 天然屏 障的深 水 港 ， 不懼颱風，而且往來中圍或外海都十分便利 。 英圍 植 物 學家 兼 冒 險家 羅 伯特 ． 福 鈞 ( Robert Fortune ) 在 1 843 年和 1 845 年 「 到過香港 ， 在他眼中 ， 香港的海港有如下優 點 ： 香港的海港是我見過 最 優 良 者之一 ， 此 港長 八 至 十英里 ， 闊 度 則不一 ， 有的地方 僅兩英里 寬 ， 另一 些 地 方 則 寬 達 六英里 。 整 個 海港各處皆 可 下 錨 停 泊 ，全無 隱 藏 危 險 。 其南 方有香港島之 高 山 以 為 屏 障 ， 對岸 則有中國大 陸的 山 脈遮 蔽 ， 9 事實上 各 方 向 皆有陸地環護 ， 故船 舶 即 使遇到大風， 亦 可安全無 虞 。 」 「 洋煙土 」 ： 鴉 片 與戰爭 英國在第一次 鴉片戰 爭 ( 1 83 9 - 1 842 ) 期間取得香港 。 這場戰爭表面 上 是為 鴉 片這 種 違 禁 品的貿易 而 打 ， 但 除 此 以外 ， 也關乎通商權利和外 9 Robert Fortune, Three Years ' Wanderings in the Northern Provin ces of China, Including a Visit to the Tea, Silk, and Cotton Coun tries: With an Account of Agriculture and Horticulture of the Chinese, New Plants, Etc. ( London: J . Murray, 1 847), 1 3. 一 第 章 殖 民 統 治 初 期 的 香 港 25 交 代表權 。 到 了 十八世紀末 ，中英 之 間 的 貿 易 量 是 向 有 利 於中圍的 方 向 傾 斜 ， 英 國 除了 白 銀 外 ， 沒有其他東西可以用 來 換中 國 的 茶 和 絲 。 英 國 人 的對策 是 把 在英屬 印 度 種植 和 製 煉 的 鴉 片 進 口 中 國 。 鴉 片早在一千年 前 已 由 阿 拉 伯 商人 帶 到中 國 ，中 國 南 方也有種 植 ， 但 一 直以來 主要是用 於醫療 。 到 了 十 八世紀 ， 它卻 主要被用作毒 品 吸 食 。 清 廷 在1796 年再 次 明 令 禁 止 輸 入 鴉 片 ， 東 印 度 公 司 的對策 是把它的 鴉 片 賣 給港腳 商人 — — 英 國 人 、 印 度 人 、 帕 西人 和 阿 美 尼亞商人 ， 他 們 再以私人 擁有的小型 港 腳 商 船 把 毒 品 運 到中 國 。 雖 然 清 廷 在18 00 年 再 次 下 令 禁止 進 口 鴉 片 ， 但 這種毒 品 的 買 賣 仍然十分猖 獗 。 鴉 片 由外圍人 稱為接 貨 船 ， 中 國 人 稱為 扒 龍 或 快蟹 的 高 速 走 私 小 船 運 載 ， 很快運 到中 國 沿 岸 。 美 國 商 人 威 廉 ． 亨 特 ( William Hunter ) 憶 述 這種生意説 · 「 這種 買 賣 確是 在廣州 的 外 國 人 最 易 做 ， 也最 愜 意 做 的 。 他 賣 出 是 愉快的 ， 收 款 是 平 和 的 。 這項交 易 一 似 乎也具有 了 這種 麻 醉 品 的特性 ， 切都是愉快舒 適 的 ； 賣 出 的 手 續 費 10 是 3 % ' 盈 利 的 手續 費是1% ' 沒有壞賬 ！ 」 隨 着 鴉 片 需 求日增 ， 英國 商人 愈 來 愈不滿廣州 貿 易制度 的種種 規 限 和 清 廷 的 鴉 片 禁 令 。 1834 年東印 度 公 司 壟 斷英 國 在華貿 易 的 權 利 遭 撤 銷 ， 英圜政府派律勞 卑 監 督英國對華貿 易 。 勞律卑跟 東 印 度 公 司 的 商 人 不同 ， 他不願 意 與 粵 海關監督打交 道 ， 而 堅 決以其外交 身份 ， 平起 平 坐 跟 清廷官 吏 直 接交往 。 結 果他被 圍 困在廣州 商 館 內 ， 直至他同意 離開中 國為止 。 要 不是他不久就患上瘧疾病死 ， 這事件很可 能 引 發中英兩 國 戰爭 。 從英 國 的 觀 點 看 ， 問 題 既 牽 涉 商 貿 ， 也關乎政治 ， 即 既要擴大對華 貿 易 ， 同時 保 持 某 種 外交 平 等 的表象 ， 並維 持英 國 的 威信 。 從中 國 的 角 度 看 ， 問 題 更 加 迫 切 和 複 雜 ， 由於 當 時 清 朝 賦 税 是以 白 銀 繳 付 ， 購 買 鴉 IO William C . Hunter, 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and Co., 1882), 72-73. 26 香 港 簡 史 片 令 白銀外 流 ， 可能會導致民生 艱 困 、 國 家 收 入 減 少和民變發 生 的 惡 性 循 環 ； 如 果 清 廷在外交上 承 認英國是與其平 起 平 坐的國家 ， 則大 清 皇 帝 的 威 信在中國乃 至全亞 洲都將掃地。 隨 着中國吸 鴉 片者 日 眾 ，已經稀 有 「 的土地被 浪 費於 種 植 鴉 片。清帝為保大位 ，並 負起 身 為 百姓父母 」 的 道 德 責 任 ， 怎 能 容許這種貿易 繼續下去 ？ 有 些 清 廷官員 主 張 鴉 片 弛 禁 以 杜 絕 流 弊 （ 包 括 鴉 片因是違 禁 品 而 能 賣 得 高 價所 帶來的貪 污 ） ，但道 光 帝 「 在 1 838 年 發 出諭 旨 ， 造 種 洋煙土 」 貿 易 必 須終結 。 許多英國官員 同 意 清 廷 禁 鴉 片 是理 直 氣 壯 的 。 但 有 些 歐 洲 人 卻 認 為 ， 中國人對鴉 片的需求是咎由 自 取 。 後來 一 位 早期 研 究 香 港史的 歐 籍 「 11 史家説 ， 對鴉 片的愛好」是 「 中華民族的先天痼疾 」 。 在華洋 人沒幾個 一 把 皇 帝上 諭 當 是 回事 。 鴉 片 貿 易 盛 行 已 久， 清政府又積 弱 ，根本無力 「 戢 止 。 美 固商 人 威廉 · 亨特記 述 · 這 麼 久 以 來 所 享有的豁 免 權 ， 加上中 國政府本身的弱 點 ，致使外國人 相 信，其不會實 行 任 何 嚴 厲的 措 施 來 禁 止 這 項貿易 ， 而歷次上 諭不過 被 看 作是徒然浪 費 紙 張 而 已 。 鴉 片 運 入售 『 出 白 銀外 流 』 照常進行 。 尸 然而 ， 在 1 839 年 3 月 ，剛獲 皇帝授命禁 煙 的 林 則 徐 ，在廣 東 省 雷 厲風行 禁 鴉 片。林 則 徐之後圍困 約 三百五十名 在 廣 州 的外國人 ， 包括英國駐華商務總監 義 律 ， 又充 公他們的鴉 片存貨 。 1 8 3 9 年 秋 天 ， 英中兩 國 爆 發戰 爭 ， 英國皇 家海軍 迅 速 封 鎖 廣 州 。 外交大 臣 巴 麥 尊 宣 佈 有 意 佔 領 香港 （ 儘管他 後 來 形 容香港為 「 連 屋 子 都沒有 一 間的 荒島 」 ） 。 1 84 1 年 1 月 2 5 日 ， 愛 德華 ． 卑 路 乍 ( E dward Belcher ) 上 校 率 領 一 小隊官兵 登 陸香港島 北岸，並升 起英國旗，這處地 「 13 。 方後來稱為 佔領角 」 翌 日 英國遠 征軍海軍 司 令伯 麥 ( Gordon Bremer ) 11 E 」 Eitel, 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 882 ( 1 895: reprint,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 983), 75 12 Hunter, The ·'Fan Kwae . , a t Can ton, 1 06. 13 譯註 ： Possession Point • 即現 今上環 水 坑 口 · 第 一 章 殖 民 統 治 初 期 的 香 港 27 正 式 佔 領香港，納為英女皇 陛 下 領 土 。在 1 84 1 年 2 月 ， 義 律 宣 佈 保 證 自 由 貿 易 ， 英 園為洋人和華人 提 供 保 護 ，並 且 可以奉行中國習 俗 和宗 教 ， 一 藉此吸 引 中外商人 到香港 。 年後 ，英國駐 華商務 監 督 署從澳 門 遷 到香 港，促 使英國公 司 跟 隨 。 1 8 42 年 8 月 2 9 日 《 南 京 條 約 》 簽 訂 ， 第 一 次 鴉 片 戰 爭 正 式結束 。 該 條 約 除了要求中 圍 償 付 巨 額 賠 款 、結束 公 行壟 斷 制 度 、 雙 方 協 定關税 丶 「 開 放 五口岸 予 外 圍 人 通 商居住外 ， 還訂 明香港島 永 久 」 割 讓 給英國 ， 「 給 予英國 「 治外法 權 」 （即 在 華英人 由英國法官 審 理 ） ， 並載 有 最惠 國」 條 款 ， 保 證日後中 圍 賦 予其他國家 的 優 惠 ，英國可 一 體均霑 。 十九 世紀西 方 列 強在 軍事 上 打 敗積弱 已 久 的中國 ， 強 迫中國簽下多 條不平 等 條 約 ，《 南 京 條 約 》 就是中國人 眼中最早的一 條 。 雖 然 戰 爭結束後 所 簽 的 條 約 總是 不 平 等 的 ，但 這 些條 約在中國歷史裏尤其惡名昭 著 ， 是 百年屈 辱的印記 ， 直 至 1 9 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圍成 立 ， 這 百年屈 辱 才 告 一 段落 。 與敵合作 英國人 打 贏了戰 爭 ， 故 能在 《 南 京 條 約 》 予 取 予 求 ，英國能 戰 勝 不 是 單 靠 優 勢 武 力 ， 還由於得到中國合作者相助 。 英國人在 鴉 片 戰 爭 之前 和期 間 ， 以及建 設他們的新殖民地 之 時 ， 都獲得中國人 協 助。即 使 廣 」、1 寸 當局命 令香港華人 抵抗 「 外夷 」 ， 英國首 次 佔 領香港島 時 完全沒遇抵 抗 。 「 有 位英國軍醫寫道 ， 香港居民 似 乎 勤 奮而 溫 順 … … 從各方面看 ，他們 似 乎 總體上 性 格很平和 ， 對於 改 受 英國統治 ， 看 不 出他們有 明 顯的讚同 28 香 港 簡 史 。 14 ＂ 或厭惡 」 殷 商 周 壽 臣是殖民地議政局 首 名華人議 員 ， 其祖先在英國 人到來前 已世居香港 ， 周 壽 臣在 1 900 年代初 自 誇，他的 祖 先曾協 助英園 人 張 貼 義 律宣佈香港為 自 由港的 告 示 。 沒 有 單 一 原因 足 以解 釋 何 以 有 些 中國人那 麼 熱 心 幫 助 英國人 ， 而英 圍人在第 一 次 鴉 片 戰 爭 期 間，也不是到處均 能 找 到 肯與他們 合 作 的中 國人 。 例 如在 戰 爭初期，英圍人取 得 補 給方面遇到很 大 困 難 ， 尤其是佔 領 舟 山 期 間， 舟 山 是上海附近的中國沿海島 嶼， 由於該地中國人不肯 合 作 ， 英國人佔 領的時間很 短 ，並不成功 。 有 些 合 作 者因 為 痛 恨 滿 人 ， 所 以 理 直 氣 壯與 外 國 人 合 作 ； 另 一 些 則 來 自 長 期在華南沿海與洋 人 合 作的 次 族 群 · 但是 ， 這 些 人與英園 人 合 作 大多主 要是為 了 金錢 和 權力 。 有 位 合 作 者的故事很 引 人 入 勝，那是靠海盜 勾當和 為 外 國船 舶 供應 給 養 發跡的盧亞貴。盧亞 貴是蜑 家 人， 蜑 家 人是華南 沿海的 少 數民 族 ， 以 舟 楫 為家 ， 飽受其他中國人蔑 視 排 斥 ， 他們以捕 魚 、 船 運 和 供應補 給 為 生 。 和許多其他 漁民一 樣 ， 蜑民 常 常 淪 為海盜 ， 尤其在 生 計 艱 難 的 日 子 。 由外國人踏 足廣州之初起， 蜑民 已 和 外 國商 人 做買 賣 ， 並 充當中間 人 ， 即 使清政府以處死 來恫 嚇也禁之不絕。戰 爭 期 間 ， 有 些 蜑民 向 英國 海 軍 和 商 船提 供 補 給 。 盧亞 貴因 為 為英軍 提 供 糧 食 補 給 ，後來 獲 回 報 － 16 幅 位於下市場 的 土地， 這 幅 土地很 有 價 值 ， 後來成為 許多香港華人聚 居的地方 。 盧亞貴不久就成為這個殖民地最 富 有 和 最 有 權 勢的華人之 一。 郭 甘 章是 另 一 名 在第一 次 鴉 片 戰 爭 期 間向英軍 供應給 養 的 蜑 家 人 。 英國 人 接 管香 港 後 ， 他 遷 到 造 殖 民地定居 ， 1 8 4 5 年 加 入 鐵 行輪 船 公 司 ( Pen i 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 即 大英火輪船 14 K. S. McKenzie, Narrative of the Second Campaign in China (London: R. Bentley, 1842) , 1 60, quoted in Hayes, "Hong Kong Island before 1 84 1 ," I 1 5 15 譯註 即 後 來 的 行政局 。 16 譯 註 Lower Bazaar · 即 今上環蘇杭街 、 文 咸街 一 帶 ． 第 一 章 殖 民 統 治 初 期 的 香 港 29 公 司 ） ， 不久 當 上 買 辦 （ 買 辦 的英文 comprador 來 自葡 萄 牙文 ， 意 思 是 買 手 。 買 辦制 度源 於 明 末 ， 但到 1 8 4 2 年廣州 貿 易 制 度 取 消 後 才 盛 行 起 來 ， 買 辦 取 代 行 商 ， 成為中西方商 人 之 間 的 主 要中 介 ） 。1 8 60 年代郭 甘 章 成 立船 隊 ， 與 歐 資 的省港澳輪船 公 司 ( Hong Kong, Canton and Macao Steamboat Company ) 競 爭 。 在 1 8 76 年 ， 他 是香港第三大繳税大戶 。 到 了 1 877 年 ， 他旗 下 已有十三 艘 汽 船 ， 令 他不只 是本地成 功 華商 ，更是 區 內 的船 王 。雖 然 郭 甘 章 只 會説 洋 涇 浜英文 ， 但 他 與 外圍人 相處得很 好 ， 常常擔 當殖民地政府的顧 問 。 香港的城市發 展也是 靠 華 裔 建築 工 、 承 包 商 、 商 人和 勞 工 建 設 起 來 。 歐 洲 殖民主 義 不 只 是不同文化 之 間 的相遇 ， 也是實體事物的建設過 程 ， 由政 府大樓 、 民宅 、 商廈 ， 乃 至 於 整 個 城鎮 。 如 同在亞洲許多其他 殖民地 ，香港的這種建設是 由華裔 工 人和承 包商 完 成 。他 們不少人 曾 有 為洋人工作的經驗 。 這些 承 包 商中最成 功 的是 譚亞財 ，他是 殖民時 代初 期 香港華人 社 會中最 顯 赫 的 人物之 一 。 譚亞財 祖籍廣東 開平 ， 當地是 著 名 僑 鄉 ， 許多 人 移民到 東 南亞 ， 後來更遠走 至 舊金 山 。譚亞 財 先是 在 新 加坡 的殖民地政 府 船 塢 當 工 頭 ，1841 年從新加坡來 到香港 。 香港一 些最 重 要 的建築物是 由他興建 ， 包括 鐵 行大廈， 以 及 一 座 後來 由政府 購 入 供 殖民地首 個 最 高法 院 之用的大樓 。 譚亞 財 因 在香港和新加坡為英國人服 務有功 ， 獲賞一幅 位 於 下市場的土地 。 英國人 還為與 他們合作 者 提 供 另 一 個 非常吸 引 的報 答一高利 潤的專 賣 權 。 歷史學家常常強 調 自 由 貿 易 在香港經濟發 展中所 發 揮 的作用 ， 但 在 開 埠 初 年 ，香港經濟既不 亮 眼 ，也不自 由 。 政 府 以 精心設 計 的專 賣 制 度 （ 通常是 以 公 開拍 賣 方 式 出 售 ） 來 管制鴉 片 、 鹽 、 酒和香煙 等 商 品 。 諷 刺 的是 ， 根 據英國的説法 ， 第 一 次 鴉 片 戰 爭和 「 自 由貿 易 帝國主義 」 ， 就是要把 中 國從這種 管制和專 賣中解 放 出來 。 這些專 賣 權幾乎全握在 本 30 香 港 簡 史 地華裔 商人 或 承 包 商 手 中 ， 佔政府每 年財政收 入 的 百分之十至 二十五 。 在 各 類這 些 專 賣 中，以 鴉 片專賣 為 最 大宗 ， 歷時 也 最 久 ， 它在 十九世紀 時 期 維 持 佔政府歲 入近四分之 一 。 雖然這不能解釋為 什 麼 這 些 中國人會在第 一 次 鴉 片戰 爭 期 間幫助英國 人 ，但是 ，殖民地香港也 令像盧亞 貴 、 郭 甘 章 和 譚 亞 財 等 人 ， 獲得他們在 中國不可 能達到 的 顯 貴 社 會地位 。 盧亞 貴和郭甘章是蜑 家 人 ，在中國是無 法 晉 身 士 紳 階層 。 譚 亞 財到新加坡為英圍人做事 ， 違反 了 清廷 禁 止移民出 洋 的 命 令 ， 但 清 廷 禁 令在英屬香港沒有 效力 。 譚亞 財成為三間中國廟宇的 「 值理 ， 並且是大 慈善 家 。 1 847 年一 份本地英文 報 紙 這樣形 容他 ： 與這個 殖民地裏他所屬 階 層 的任何人相比 ，論聲望 論 才 智 ， 他 一 點不遜 色 。 」 在 他 協 助 下 ， 1 856 年香港成立第一支 華人消 防 隊， 裝 備 美 國製 消 防 車 。 在 這個新 的殖民地 環境 中 ， 出 身 背 景不光采 的盧亞 貴 也 成為華人 社 會 的顯赫 成員 。 很多人 認 為他勾結三 合 會 和海盜 ， 又 助 長 警 察 貪 污 。但他在城 中 也 17 贏得 「 凡受窘 迫 的， 欠 債 的 ， 心 裏苦惱 的 」 都會幫助 的 美 名 。 困擾香港的問題 香港因 被 英國佔 領而繁 盛起來 。 1 840 年代初 的香港 ， 頗 像 美 國西部 或 澳 洲 和 新 西 蘭 的 淘 金 小 鎮 ， 邊 境 小 鎮 的 一 切 粗 獷 刺 激 統統都有 。 英國 人在 1 84 1 年 1 月 佔 領香港時，港島 北 岸 大部分地方都未 被 佔 領，島上其 餘 地 方 主 要是 小 農 村 和 漁 村 。 港島總人 口 約 在 五 千 至 七 干 之 間 。 但香港 不 久就吸 引 了廣 東 各 階 層 的華人前來 ， 澳 門的 歐 籍商 人和 傳 教 士 亦慕 名 17 China Review I ( 1 872): 333, quoted i n Carl T. Smith,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 Hong Kong: Oxford Un iversity Press, 1 98 5 ) , 203. 

    

        
      
        
          
            
               Thumbnails
            
            
               Document Outline
            
            
               Attachments
            
          

        

        
          
          

          
          

          
          

        

      
  

      
        
          
            
            
              
                Previous
              
              

              
                Next
              
            

          


          
            
            Highlight all
            
            Match case
            
          


          
            
          

        
  

        
          
            
              Presentation Mode
            

            
              Open
            

            
              Print
            

            
              Download
            

            
              Current View
            

            


            
              Go to First Page
            
            
              Go to Last Page
            

            


            
              Rotate Clockwise
            
            
              Rotate Counterclockwise
            

            


            
              Text Selection Tool
            
            
              Hand Tool
            

            


            
              Document Properties…
            
          

        
  

        
          
            
              
                
                  Toggle Sidebar
                
                

                
                  Find
                
                
                  
                    Previous
                  
                  

                  
                    Next
                  
                

                
                
              

              
                
                  Presentation Mode
                

                
                  Open
                

                
                  Print
                

                
                  Download
                
                
                  Current View
                

                


                
                  Tools
                
              

              
                
                  
                    Zoom Out
                  
                  

                  
                    Zoom In
                   
                

                
                  Automatic Zoom
Actual Size
Page Fit
Page Width

50%
75%
100%
125%
150%
200%
300%
400%


                
              

            

            
              
                
                

              

            

          

        


        


        
          

        


        
          
            
            
              More Information
            
            
              Less Information
            
          

          
            
              Close
            
          

          

          
        

      
 

      
        
          
            
              Enter the password to open this PDF file:

            

            
              
            

            
              Cancel
              OK
            

          

        

        
          
            
              File name: -

            

            
              File size: -

            

            

            
              Title: -

            

            
              Author: -

            

            
              Subject: -

            

            
              Keywords: -

            

            
              Creation Date: -

            

            
              Modification Date: -

            

            
              Creator: -

            

            

            
              PDF Producer: -

            

            
              PDF Version: -

            

            
              Page Count: -

            

            
              Close
            

          

        

        
          
            
              Preparing document for printing…
            

            
              
              0%
            

            
              Canc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