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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他人信件 , 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由此，才真正将保护通信

秘密列入法律保护范围。在中国 20世纪 50年代到 70年代末，一些特定公民，比如四类分子、右派、专政对象

以及一些被怀疑的人，其通信权利是受到限制的。他们的信件并不是由公安局等国家正式授权机关实行 拆的，

而是由农村大队干部、工厂领导以及治保人员随意 拆、检查的。

特别是 1954年的胡风事件之后，人们在写信时还要担心自己的书信会不会被收信者公 或上交。1954年 5

月胡风在呈送中央的《关于舒芜》的材料中不当提级和摘引舒芜给他的私人书信。而 1955年 5月，舒芜应《人

民日报》约稿，撰写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中也大量引用胡风的书信，后来将这些私人书信进行摘录、分类、

注释，形成了所谓《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而加以公布，首 了公 和利用个人书信进行政治斗争的

恶例。从此，许多知识分子之间在书写私人信件时都时刻担心自己的信会不会被公 或上交，因而可能不敢写

真话。其实，在中国早在 1930年代，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和《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

就未经对方同意而引用对方信件。这种做法，在中国一时是并不为奇的，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的观念淡薄。

在地方村落文献中，比如有人看到四清工作队的会议记录。工作队主要研究讨论他们上报的文件如何要按

照上级的精神写出来，能得到上级的认可和通过，而不是按照村里的实际情况上报，这样写出的工作报告，虽

然产生在基层，但是，其内容并不是农村真实情况的反映，而是按照上级的意思来写。所以其可靠性就有问题。

村落资料中还有很多农民写的申请书、检讨书和决心书一类的，是农民写的，但很多是套用报纸文件的说法，

比如剥削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法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等，对此农民真正了解多少也要考虑。这种

文件数量很大，但是内容基本雷同 , 大多抄自报刊文件。

后，使用个人和地方文献也要注意个人隐私的问题，这涉及到学术伦理问题。农村文献中许多检讨书、

揭发信中涉及个人的婚姻、男女关系和个人品质问题。这些人或他们的后代还活着，有的还生活在村里，引用

和公 这些资料时就应特别注意。

第三部〈从档案资料考察“中国”的内与外〉

深化「胡適研究」的新工具―「胡適檔案檢索系統」與「胡適藏書檢索資料庫」簡介

潘光哲（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胡適紀念館）

在廿世紀的華人歷史舞台上，胡適始終占據樞紐的位置，沒

有人能忽略他的存在。胡適信守堅持的理念，胡適努力以赴的事

業，究竟具有什麼樣的啟發意義，用胡適自己的話來說，當然需

要「還他一個本來面目」的努力。然而，胡適獨特的生命旅程與思

想世界，錯綜複雜，盡量避免將複雜的歷史圖像「簡單化」、「標籤

化」的危險，我們對胡適的生命道路及其思想遺產的認識，方始更

形精緻。不過，比較完整與便於利用的《胡適全集》，至今猶未問

世；胡適與友朋之往來書信與其藏書的整理，也仍是未竟之業。因

此，只有廣輯博收和胡適相關的材料，才是深化「胡適研究」的正

衢要道。

位於台北市南港區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以

下簡稱胡適紀念館），初建於 1962年，迭經興革，向來就是海內外

紀念與研究胡適的 重要殿堂；推動「胡適研究」，更是不遺餘力。

胡適紀念館以館藏胡適晚年時期（主要是 1949年以後）的原始檔案資料為基礎，借助現代科技之助力，與北京

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學圖書館合作，將分散於兩岸的胡適檔案與胡適藏書，完成合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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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化的工作。截至 2016年 7月，已經出版《胡適藏書目錄》（2013年出版），並完成（以 1949年以後為主的）

「胡適藏書檢索資料庫」與「胡適檔案檢索資料庫」【網址皆為：http://www.mh.sinica.edu.tw/koteki/metadata.

aspx】，已向全世界公開開放，研究者不必親臨現場，只需經過簡單的申請手續，即可利用電腦與網際網路進行

查詢檢索，非常方便地找到與研究相關的原始資料，並免費瀏覽列印（列印分量稍有限制）。

「胡適檔案檢索資料庫」與「胡適藏書檢索資料庫」，是開展「胡適研究」的新工具，提供助力無限。本報

告以具體例證，就胡適與魯迅、錢穆、殷海光、蔣介石之間的交往和論爭等等關係，進行示範，顯示如何利用

這個新工具來深化「胡適研究」，從而得到更深切的歷史認知。所以，「胡適檔案檢索系統」與「胡適藏書檢索

資料庫」的公佈問世，對「胡適研究」園地之拓展，為「胡適研究」領域之深化，必然具有「功不唐捐」的作

用和意義。

檔案資料的內與外―以“五四”、“香港”為中心的探討

陳學然（香港城市大學）

本報告主要結合筆者近數年有關「香港」與「五四

運動」的研究成果，探討當中如何透過利用檔案資料或

檔案以外的中文文獻群新資料 ( 諸如日記、回憶錄、報

刊、書信等等 )，獲得了什麼樣的學術收穫；並嘗試闡

述檔案資料的充分利用，從自身的研究角度出發，談談

它們會給今後的當代中國研究─特別是以香港為中

心、為視角的中國研究帶來什麼樣的變化問題。

本報告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以〈各行其是：「東

南互保」與「兩廣獨立」中之各方政治籌謀〉為中心，

介紹英國 FO、CO 檔案及以外的書信資料，如何就相關

研究領域發揮補正作用。透過本文的介紹，將可以看到這兩組檔案是如何補充了目前學界相關研究的一些局限，

也把圍繞着早期香港歷史發展的一些鮮為人知的要聞秘辛、反映各方波譎雲詭政治角逐的歷史線索勾勒出來。

所得之成果不但可以看到 1900年革命派、維新派、英國倫敦內閣、在港英官以及滿清政府、在地督撫的政治籌

謀，同時也可以看到香港這塊小地方在各派各行其是的爭鬥中所發揮的戰略位置。FO、CO 檔案在這裏提供了

很實在的參考價值，反映港英政府在受到內地政情衝擊時，到底作出了怎樣的反應以及如何着手處理內部與外

部對港府的不同衝擊的不同手法。

第二部分則以《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一書為中心，嘗試闡明「五四在香港」的

知識生產乃基於九七回歸的政治因素下形成的一套源於大國史觀下的「中心」審視「邊緣」的一套論述。藉着

相關研究，我們感受到中國國內的任何變動均嚴重影響香港的政局發展，儘管有些是即刻引起社會迴響的，有

些是因應港府的嚴厲控制引而未發，但都不難讓人看到香港在接受內地政治餘波衝擊之餘，實際上也是國內文

化正統自中心向外不斷擴散的在地延續，甚至是延續着國內左右分裂的政治鬥爭的意識型態戰場。

此外，本報告也希望說明在擺脫「五四在香港」的成說之餘，透過歷史檔案、回憶錄、日記、報紙和書信

等等重新闡明「五四在香港」的知識發展，希望能夠提供多一些視角來觀察香港社會國家認同的演變史，同時

更深入和全面地展示香港的都市功能與思想戰略位置。相關探討，將讓我們在大歷史的研究中發掘出更多的地

方史的個體活力，顯示地方史的獨特性與複雜性，並由此而釐清一個相對地接近「真實」的歷史發展脈絡，補

正大國史觀存在的一些缺失。

展望未來，上述研究將為我們下一步深入研究香港這個地方的「殖民性」的形成提供學術研究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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