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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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