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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史學》第10卷第2期（2009年6月） 

 

 � 人物研究  � 

 

 

孫孫中中山山的的視視覺覺形形象象────歷歷史史與與藝藝術術之之間間  

  
周佳榮 ∗∗  

 

 

一、孫中山紀念的一個新開始  

孫中山（1866-1925）與香港淵源之深，是舉世公認的事實。2006 年 12 月 11 日，香港的

孫中山紀念館隆重開幕，這是一個遲來的博物館，卻也象徵着孫中山研究在本地以至全球的

新起步。該館位於中環半山衛城道，由 1914 年落成的甘棠第（原是香港殷商何東之弟何甘棠

的府第）改建而成。館內常設展覽有二：一是「孫中山與近代中國」；二是「孫中山時期的香

港」。1 除了陳列大量有關孫中山的文物和照片，以及播放珍貴的紀錄片等，還有活現少年孫

中山在香港讀書時期神態的銅像，據「四大寇」（孫中山、陳少白、尢列、楊鶴齡四人的謔稱）

與關景良合照重塑的復原場景，和孫中山四十五歲時的造像等，都有很好的視覺效果。  

在這之前，香港終於有了自己印製的一套孫中山紀念郵票。為「孫中山誕生一百四十周

年」而設計的特別郵票於 2006 年 11 月 12 日公開發行，共有四枚，分別印了孫中山從少年、

中年到晚年的半身像，並將「天下為公」四個字各印在一枚郵票上，連起來又成為一個整體，

顯得頗有心思。  

孫中山研究是中國學界的一門顯學，有關著作實在不勝枚舉；相對較受忽略的是孫中山

的視覺形象問題，包括書刊中所見的照片、版畫、肖像等。孫中山如何從晚清時期一位四處

流亡的反滿革命家變身成為民國時期備受敬重的國民領袖，單靠文字介紹是不夠的，以照片、

圖冊和電影等不同形式的媒介傳達給同時代的群眾是很重要的一門學問。  

近年已有學者開始將孫中山的留影作了不少辨證，根據孫中山照片的年代、地點、背景、

內容，從早年到晚年按時序連綴起來，使孫中山的形象得以再現，並摸索出對於偉人照片的

研究途徑，使之具有全面性、準確性和權威性。照片是歷史的記錄，繪畫亦有記錄性質，但

藉著藝術加工還可更有效地塑造一個人物的形象，因此亦不宜忽視。  

本文主要著眼於孫中山的照片和畫像在書刊等傳播媒介出現的先後次序，探討孫中山形

象在廣大群眾眼中是如何確立起來的，並藉此說明藝術創作在塑造偉人過程中的重要性，以

及像孫中山這類政治人物怎樣從歷史走向藝術的領域。內容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清朝末年

                                                 

∗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系主任及教授。  
1  《孫中山紀念館展覽圖錄》（香港：孫中山紀念館，2006年）一書主要介紹孫中山紀念館的藏品，內容

分兩部分：（一）孫中山與近代中國──記述孫中山求學與行醫、興中會及同盟會時期的革命、討袁護

法和孫中山晚年的活動等；（二）孫中山時期的香港──包括政治篇、經濟篇、文化篇、社會篇。 



 • 38 •

公開的孫中山影像；二、民國初年公開的孫中山影像；三、孫中山逝世後公開的影像。此外，

還要探討孫中山與宋慶齡的合照，藉此進一步說明孫中山公眾形象的轉變，以及談談藝術創

作中所見的孫中山形象與史實的關係。  

在孫中山一生之中，已公開的單人照有八十多幅； 2 相信絕不容易有新的發現，而藝術

創作的孫中山圖像則今後仍會陸續面世。歷史與藝術兩者兼顧和取得平衡，是孫中山研究者

一個新的課題。  

 

二、清朝末年公開的孫中山影像  

晚清時期的孫中山是革命黨領袖，是清政府要逮捕的人物，當時的報刊究竟有沒有登載

過孫中山的照片，實為不能忽略的有趣問題。清末中文報刊很少刊登照片，《中國日報》、《民

報》等革命報刊自亦不會刊出孫中山的照片。第一本介紹孫中山早期革命經過的中文書是白

浪庵滔天（宮崎寅藏）著、金一（金松岑）譯《三十三年落花夢》（原名《三十三年之夢》，

1903 年由上海國學社出版）；同年上海又出版黃中黃（章士釗）的《大革命家孫逸仙》，此書

是從《三十三年之夢》中節譯有關孫中山革命活動的內容而編成的。不過這兩種著作都沒有

孫中山的圖像。  

孫中山於 1896 年 10 月用英文寫成《倫敦蒙難記》（Kidnapped in London），次年 3 月在

英國出版。此書扇頁印有銅版製成的孫中山像，右下角有英文 Photo Taber, San Francisco 字

樣，意即在「三藩市照相館所攝」，下面並有孫中山親筆簽名「孫逸仙」三字。 3 

據考證結果，1895 年孫中山在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後，流亡日本，清政府到處懸賞通緝

他。孫中山會晤了曾在船上相識的一位商人陳清及均昌洋服商店主人譚發，後由二人介紹他

認識文經印刷所主人馮鏡如，即馮自由的父親。馮鏡如招待孫中山住在自己家裏，數天後孫

中山即剪除辮髮，改穿譚發縫製的西服，新形象與原先樣貌判若兩人，不易辨識，並前赴檀

香山在兄長孫眉家中暫居。次年 4 月，孫中山偶然與途經檀香山返英國的香港西醫書院老師

康德黎醫生（Dr. James Cantlie）相遇，並告訴他將有英國之行，相約在倫敦會面。6 月，孫

中山從檀香山到美國三藩市，曾在照相館拍了一幅半身照，但照片落在跟踪的清廷密探手裏，

送往北京，清廷即把孫中山的形象和特徵通報世界各地的清使館。後來孫中山在倫敦被誘捕，

相信清廷密探就是憑這幀照片認人。 4 

這是孫中山「斷髮改裝」後的第一幀照片，亦是晚清時期唯一公開的孫中山圖像，所表

現出來的神態，正如清廷駐三藩市總領事楊儒密電總理衙門所描述的「孫文」一樣：「年約三

十左右，身材短小，面黑微鬚，剪髮洋裝。」亦如 1901 年 3 月美國《展望》（The Outlook）

雜誌記者林奇（G. Lynch）在孫中山訪問稿中所稱，他與菲律賓革命家彭西（Mariano Ponce）

是「兩個西化的東方人」。 5 

就現有文獻資料所見，自 1895 年孫中山「剪髮洋裝」時起，直至 1911 年辛亥革命爆發

                                                 
2  王耿雄編《偉人相冊的盲點──孫中山留影辨證》（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頁 2。 
3  Sun Yat Sen, Kidnapped in London (London: The China Society, 1969). 按：此書據 1897年本重印。 
4  同註 2，頁 16–18。 
5  同註 2，頁 16，25–26；並參羅家倫編《中山先生倫敦蒙被記史料考訂》（南京：京華印書館，1935 年

重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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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回國為止，他與中外人士的合照都是穿著西服。在東方人眼中，他是一個西化和時尚的革

命黨人；在西方人眼中，他是一個西化而有教養的東方人物。整體上予人的形象，則是具有

正義感的革命領袖和政治家。  

 

三、民國初年孫中山形象的變化  

1912 年 1 月 1 日，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東方雜誌》，

載有孫中山身穿軍服的照片。據此可以得知，很多圖像中穿西服的孫中山像並非攝於就任之

時。從服飾來看，與 1911 年 12 月 25 日孫中山抵上海時留影相同，但樣貌似乎年青一些，可

能是較早時拍攝的。  

1912 年 2 月孫中山在召開內閣會議時穿西服的留影，服飾與上述照片相同，而且是一幅

非常罕有的「微笑的孫中山」照片，這說明了當時他處於人生中最得意的時刻，微笑顯然發

自內心，同時充滿著自信。但要注意，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時任內既穿軍服，也穿西服，有

時外面還加上大衣，而都予人成熟穩重的感覺。  

此外還應注意兩事：其一是孫中山與家人的合照。1912 年 1 月檀香山英文報紙刊登題為

〈從農夫到總統〉的報導，並有一幅「孫氏家族圖」，是 1901 年孫中山在檀香山與家人合影，

應是最早公開的家族照片。其二是郵票中的孫中山肖像。1912 年 2 月 5 日，南京臨時大總統

內閣決議發行光復紀念郵票，採用孫中山肖像，但未發行。同年 12 月北京發行光復紀念郵票，

則選用另一個孫中山肖像。作為「郵票中的孫中山」，這是第一枚。  

總的來說，民國初年孫中山在公開場合留影，仍以穿西服居多，直至二次革命失敗後。

1914 年 7 月 8 日，孫中山在日本東京召開中華革命黨成立大會，宣佈就任總理，11 月 8 日與

總務部長陳其美等人合影時則改穿「中山裝」了。  

1917 年 9 月 10 日，非常國會選舉孫中山為海陸軍大元帥；9 月 10 日孫中山就職時，穿

陸軍上將衣服，腰掛寶劍，是他一生中最威嚴的造形。  

 

四、孫中山與宋慶齡的合照  

至於孫中山與宋慶齡的合照，服飾是最多元化的。1915 年 10 月 25 日在日本結婚合影，

穿的是西服；1918 年 3 月在大元帥府合影，穿中山裝；1919 年 4 月 25 日游杭州西湖，戴帽

和拿手杖；1919 年冬在上海合影，改穿唐裝加短外衣，這時的宋慶齡，表現得最為雍容華貴。

1920 年在上海合照，宋慶齡坐著，孫中山站在一旁，但似乎從來沒有孫中山坐著、宋慶齡站

在一旁的二人合影。  

1921 年 7 月孫中山、宋慶齡在廣州出征軍人慰勞會上合影，孫中山一手拿帽子，另一手

拿手杖，已老態畢現。此後所見的照片，二人似乎形影不離了。1923 年 12 月在廣州大元帥

府合影，宋慶齡的獨立形象已經出來了。1924 年 6 月在黃埔軍校留影，宋慶齡流露出女中豪

傑的神情，孫中山的眼神則似乎有點迷茫。同年 11 月，二人在日本神戶合影；1925 年 2 月

北京謠傳孫中山業已逝世時，國民黨人發表此照片闢謠。1925 年 3 月 12 日孫中山逝世後，

宋慶齡複製此照片並親筆簽名，分贈參加追悼會的中外友人，因而成為孫中山、宋慶齡夫婦

合照的紀念版。  

作為國民精神領袖，最具代表性的，是 1924 年春孫中山在廣州大元帥府工作時，穿唐裝

的留影。同年 12 月 4 日，孫中山在天津張園行館門前留影，應是他最後的一幅照片，而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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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自一個人的照片，帶點蒼茫於天地間的意味。至於所謂「孫中山臨終照片」，其實是油畫，

並非真正的照片，而且不符史實。因為 1925 年 3 月 11 日是宋慶齡手持孫中山手腕顫抖簽字，

畫中竟然沒有宋慶齡在場，孫中山臨終時，他多年日夕相隨的伴侶宋慶齡「缺席」是不合理

的，但從國民黨的政治立場，則沒有宋慶齡在場的安排才較為理想。這就帶出了一個發人深

省的問題，藝術創作究竟要不要忠於客觀的事實，抑或可以有選擇性和加工創造，表現出另

一種情景或境界？但表達歷史場景的作品畢竟不完全屬於藝術創作的範圍，客觀事實是必須

兼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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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史學》第10卷第2期（2009年6月） 

 

 � 人物研究  � 

 

 

孫孫中中山山圖圖冊冊五五種種介介紹紹  

  
丁 潔 ∗∗  

 

 

引 言  

關於孫中山先生活動事蹟和歷史遺蹟的著作很多，當中也有不少畫傳、圖冊之類的出版

物，而以香港地區為題材的圖冊，羅香林先生的《國父在香港之歷史遺蹟》（1971 年）實為

濫觴。其後吳倫霓霞等編《孫中山在港澳與海外活動史蹟》（1986 年），可視為羅氏此書的延

續及擴充。《孫中山與澳門》（1991 年）尋訪了孫中山先生在澳門的史蹟，《孫中山故居紀念

館》（2006 年）展示了孫中山先生故居的舊貌與新顔；而《孫中山紀念館展覽圖錄》（2006 年）

一書，則介紹了香港新近成立的孫中山紀念館的藏品。這五冊圖冊，各有不同的重點，合起

來則涵蓋了孫中山先生在華南地區和海外各國的活動情況，系統地交代了孫中山先生一生的

事蹟，讀者可以藉此對孫中山先生的形象有更具體的認識。  

 

圖冊介紹  

� 羅香林著《國父在香港之歷史遺蹟》，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2 年。（114 頁）  

本書於 1971 年由香港珠海書院印行初版，是年正值辛亥革命六十週年，書中詳細記錄了

孫中山先生在香港的歷史遺蹟和相關事物，並提供大量珍貴的照片，從而回顧了孫中山先生

與香港的一段歷史關係。2002 年，時值香港大學九十週年校慶之際，香港大學出版社特重印

此書，按照初版式樣影印，並加入〈後記〉，包括〈國父孫中山在港十大歷史遺蹟甲乙篇〉（李

君毅），〈史蹟近影〉及〈勘誤表〉。  

羅香林先生在書中提到「國父在香港之歷史遺蹟，其屬於奉母及家屬居止者一，其屬於

宗教信仰與所常至之教會者凡二，其屬於學校教育與學術研究，及對後期同學演講者凡三，

其屬於對滿清之革命醞釀，與團體組織，新聞報導，及軍事策劃者凡四。其時間則始於光緒

九年即一八八三年冬季之始至香港，時年十八歲，而其後之至香港大學演講，則為民國十二

年，即一九二三年二月，時年五十八歲。蓋先後已四十年」。（頁 44–45）書中正文便以此挑

選孫中山先生在港的重要遺蹟，加以詳述，分為十二篇：一、〈引言〉；二、〈國父之母楊太夫

人香港新界百花林墓地〉；三、〈國父受基督教洗禮之香港必列者士街公理會〉；四、〈國父所

曾肄業之歌賦街及鴨巴甸街皇仁書院〉；五、〈國父所曾畢業之香港荷李活道西醫書院〉；六、

                                                 

∗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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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父常與牧師晤談之香港道濟會堂〉；七、〈國父常與密友商討革命之歌賦街楊耀記〉；八、

〈國父嘗於其處成立興中會總部之香港史丹頓街乾亨行〉；九、〈國父命陳少白創立中國日報

之士丹利街二十四號〉；十、〈國父命興中會人員策劃革命運動之新界青山紅樓〉；十一、〈國

父曾為公開演講之香港大學大禮堂〉；十二、〈結語〉。正文後還附錄了〈國父在興中會時代之

言論〉和七十二幀圖片。  

重印版增加的〈國父孫中山在港十大歷史遺蹟甲乙篇〉，甲篇完成於 1981 年，至 1991 年

重新複查而成乙篇，李君毅先生說：「夫史蹟之所在，其地上之一切建設，尤以今日繁榮之香

港為然，甚有可能日新而月異，後之覽者，持羅先生之遺撰，問津有自，惟按址訪求，其所

得景觀之變幻，可以無窮，然則各依所需，隨意探遊是已。」（頁 76）故選錄此二篇附於羅

書之後，俾讀羅先生之遺著者作參考云。〈史蹟近影〉包括孫中山史蹟徑近影一輯，及孫中山

先生在西醫書院的考試卷圖片二幀。  

孫中山先生的學術思想，及其創建中華民國的偉大事蹟，與他在香港接受的教育和革命

活動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本書即藉由史蹟和圖片記錄了孫中山先生在港活動的點點滴滴，

豐富了孫中山研究的史料，也為後來的研究者開闢了新的研究方向。重印以廣流傳，其意義

是非常重大的。  

 

� 吳倫霓霞等編《孫中山在港澳與海外活動史蹟》，香港：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所、香港中

文大學聯合書院，1986 年。（182 頁）  

孫中山先生為了推動中國革命進行了廣泛的活動，足跡遍佈世界各地，特別是香港、澳

門、夏威夷、日本、美洲、歐洲等地。本書以攝影圖片集的形式，輔以少量中英文的說明，

記錄孫中山先生這些活動的情況。編者在〈前言〉中指出：  

「本書利用攝影圖片及文字註解，以說明孫中山先生在香港、澳門及海外活動事蹟，圖

片的蒐集來源多處，以藏於中山大學孫中山紀念館為最多，其他有來自香港檔案處及一些私

人收藏。有關港澳部分圖片，有不少為最近拍攝，以示這些歷史遺址的現貌。為了引起一般

讀者及研究者的興趣，獲得較深認識，本書特別從香港及日本各處圖書館搜集有關文獻及當

時的報刊文章，以供參考。」（頁 XV）  

本書開頭有〈孫中山在港澳和海外主要活動一覽表〉，〈前言〉和〈簡介：孫中山故鄉〉

之後，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是「港澳」，依照時間脈絡分為〈中學時代〉、〈大學時代〉、

〈反清革命活動〉、〈辛亥以後  1912–1925〉四篇，介紹了孫中山先生於長達四十年的時間裏，

在香港、澳門兩地的各種活動情況；第二部「海外」，依照不同地域分為〈夏威夷〉、〈日本〉、

〈美洲〉、〈歐洲〉、〈東南亞地區〉五篇，介紹了孫中山在海外不同地方的革命活動。每篇前

面都有簡略的介紹，主要以圖片方式呈現具體史實，每幅圖片下方均有中英文字說明。  

本書以圖片形式重現了孫中山先生當年在港澳及海外的活動情況，反映了他的學術思

想、政治理論的形成過程，體現了他為進行中國革命所遭遇的種種艱辛，勾畫出孫中山先生

的偉大形象。書中網羅了衆多珍貴而有價值的史料，為研究者提供了極大便利。作為孫中山

先生誕生一百二十週年紀念的出版物，同時也具有承先啓后的意義。  

 

� 盛永華、趙文房、張磊編《孫中山與澳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年。（130 頁）  

本書是在孫中山先生誕辰 125 周年和辛亥革命 80 周年之際出版的一本圖冊。編者在〈後



 • 43 •

記〉中提到：「澳門以其獨特的地位和作用，為偉大的愛國者、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提供了

通向世界的門戶和踏入社會的舞臺；而孫中山在澳門的活動，又為這個港城增添了光輝。編

輯《孫中山與澳門》，不僅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同時，也蘊含著現實意義。」  

本書開篇以〈一個巨人與他的外向門戶和活動舞臺〉一文作爲代前言，介紹了孫中山傑

出的一生和他與澳門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正文分爲五個部分：一、〈澳門——中國與世界交

往的最早門戶之一〉；二、〈澳門——孫中山踏入社會走向世界的通途〉；三、〈澳門——孫中山

革命活動的一個舞臺〉；四、〈澳門——孫中山親友長期居留的第二故鄉〉；五、〈澳門——因孫

中山而增輝〉。每個部分開頭都有簡短的文字概述，接着是大量的圖片，每幅圖片都加上編號，

並附有文字說明。書末附錄〈孫中山與澳門大事年表〉。  

本書以圖片的形式介紹了孫中山在澳門的活動經歷，並展示了相關的人物、史實和史跡

的情況，不僅提供了有關孫中山先生的珍貴史料，也揭示了澳門在中國近代史上的獨特歷史

地位。  

 

� 本書編輯小組《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年。（183 頁）  

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地處珠江三角洲腹地的翠亨村，包括孫中山故居紀念館、中山市民俗

博物館、中山市孫中山研究所三個機構。本書編者在〈前言〉中提到：「2006 年，我們舉辦

系列活動隆重紀念偉大的孫中山誕辰 140 周年，同時也迎來了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建館 50 周

年。我們編撰這本圖冊，作爲建館 50 周年的紀念。」（頁 6）接着介紹了三個機構的情況，

並強調「發揮和利用所擁有的由孫中山及其故居的影響力所形成的巨大的無形價值，經營自

己的主業——文物環境。」（頁 8）  

本書在〈前言〉之後，分爲十個部分：一、〈概況〉，描述了翠亨村周邊的環境和孫中山

故居紀念館的概貌；二、〈來訪貴賓〉，展示了孫中山故居紀念館接待過的各界貴賓和他們的

題詞題字；三、〈展示體系〉，詳細介紹了孫中山紀念展示區，翠亨民居展示區，翠亨農業展

示區，楊殷、陸皓東紀念展示區的情況。四、〈學術研究〉，報導了紀念館相關的學術研究和

交流情況；五、〈文物保護〉，陳述了紀念館在文物保護方面的卓越成果；六、〈館藏文物〉，

列舉了部分館藏的珍貴文物；七、〈教育基地〉，顯示了紀念館在教育文化方面所起到的突出

貢獻；八、〈遊客服務〉，介紹了紀念館爲了盡好服務遊客和參觀者而作出的努力；九、〈中山

故居公園〉，展露了中山故居公園内的美好景致；十、〈大事記〉，以圖表形式列出了孫中山故

居紀念館在 1956-2006 年間的大事。書末附有〈後記〉。  

本書以圖片爲主的形式，展示了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建館 50 周年來的歷史發展。此外，還

記錄了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的工作人員在紀念館管理和保護歷史文物及周邊環境所作出的努

力，為文博工作者提供了一個不錯的榜樣，和作為良好的借鑑。  

 

� 《孫中山紀念館展覽圖錄》，香港：孫中山紀念館，2006 年。（208 頁）  

2006 年是孫中山誕辰 140 周年，香港的孫中山紀念館於此際落成開放，本書即是該館的

展覽圖錄，文字敍述和圖片說明都是中英文對照。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丁新豹博士在〈序〉

中指出：「孫中山先生與香港有很深的淵源，其一：香港是中山先生革命思想孕育之地；其二：

香港是以孫先生爲首的革命黨人宣傳及策動起義的重要基地；其三：中山先生在香港結識的

師友和同志成爲他的革命活動及辛亥革命後所建立的革命政權的忠實支持者。」因此，在香



 • 44 •

港建立一座孫中山紀念館是極具意義的。  

書首有兩篇分別由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和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先生所作的

〈獻辭〉。正文分爲兩部分：一是孫中山與近代中國，下分〈求學與行醫篇〉、〈興中會時期的

革命篇〉、〈同盟會時期的革命篇〉、〈討袁護法篇〉和〈永垂千古篇〉，每篇開頭均有中英文字

簡介孫中山先生在不同時期的活動經歷；二是孫中山時期的香港，下分〈政治篇〉、〈經濟篇〉、

〈文化篇〉和〈社會篇〉，每篇開頭分別以中英文介紹了孫中山時期的香港在各個不同方面的

情況，及其與孫中山先生之間有聯繫的地方。上述各篇後，都展示了與主題相關的衆多館藏

品的圖片，每幅圖片除了標註所處年代、大小規格、所藏地點外，還附有詳細介紹藏品和相

關史實情況的說明。書末附錄〈孫中山先生事蹟與中港大事年表〉，以及介紹孫中山紀念館館

址所在的〈甘棠第的歷史與修繕〉。  

本書通過對孫中山紀念館藏品的展示，不僅有條理地展示了孫中山先生在香港的事跡，

亦充分體現了香港在中國近代史上所扮演的角色，還為有意去該館遊覽的參觀者提供了詳盡

的指引。作為介紹孫中山先生活動事蹟地圖冊，本書圖文並茂，內容是相當全面和豐富地，

史事敍述較持平和客觀，反映出編者的態度是非常認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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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博專輯  � 

 

 

香香港港醫醫學學博博物物館館  

————「「承承傳傳文文化化寶寶藏藏，，穿穿梭梭健健康康之之旅旅」」  

  
羅婉嫻 ∗ 

 

 

香港醫學博物館（Hong Kong Museum of Medical Sciences）座落於香港半山區堅巷 2 號，

其大樓本身見證了香港的醫療發展歷程。博物館大樓建於 1906 年，原是細菌檢驗所

（Bacteriological Institute），戰後改為病理檢驗所（Pathological Institute），至 1990 年獲香港

政府列為受保護法定古蹟，其後於 1996 年作香港醫學博物館之用。  

 

一、香港醫學博物館與鼠疫  

1894 年香港爆發鼠疫，是次鼠疫的醫學名稱是淋巴腺鼠疫（Bubonic Plague）。1894 年 5

月，國家醫院（Government Civil Hospital）處理院長婁遜（J. A. Lowson）證實香港首宗鼠疫

個案，直至 7 月，已有多達 2,000 餘人死於鼠疫。由於當時的醫學界對鼠疫的認識有限，未

能有效治療鼠疫患者，所以鼠疫在本地進一步擴散。鼠疫對香港的經濟造成嚴重破壞，更影

響了香港的國際聲譽。鼠疫患者以下層華人為主，他們居於太平山區。為了節省租金，他們

數十人共住一所房間，居住環境擠迫，衛生情況惡劣，有利鼠疫病菌的滋生及傳播。雖然，

早在 1881 年港府已聘請英國衛生工程師翟維克（E. Chadwick）到港，調查和研究改善太平山

區居住環境擠迫的問題。但由於種種因素，翟維克的建議未能執行。太平山區的居住情況不

僅沒有得到改善，反之，更隨著香港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下層華人的不斷湧入，太平山的居

住擠迫情況更加惡化。直至鼠疫爆發，令港府必須正視太平山區的居住情況。  

鼠疫稍退後，港府決定將太平區清拆，希望藉此根絕鼠疫再次爆發的機會。港府立法通

過將太平山區徹底清拆，並在原址興建公園，永久不作居住的用途。更下令將一定深度的泥

土燒燬，以防止鼠疫病菌殘留於泥土。同時，港府預留一片土地，興建細菌檢驗所。1906 年

細菌檢驗所落成，檢驗所的設立目的是保障市民的健康。細菌檢驗所負起監控疾病傳播的責

任，從事疾病研究、製造疫苗的工作等，並檢驗食水和食物，以減低各種疾病蔓延的可能性。

其後，細菌檢驗所更為香港華人西醫書院（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和香

港大學（University of Hong Kong）醫學院提供教學設備，為培訓香港的醫療和化驗人才作出

重大貢獻。  

                                                 
∗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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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戰後，細菌檢驗所改名為病理檢驗所。但因香港人口不斷增加，病理檢驗所未能

進行所有的病理化驗，所以只保留製造疫苗的工作。1990 年病理檢驗所大樓被港府列為法定

古蹟，同時港府亦決定將大樓用作醫學博物館的用途；至 1996 年，香港醫學博物館在港督彭

定康（Christopher Patten）的主持下開幕。  

 

二、香港醫學博物館的展覽與香港醫療的發展歷程  

香醫學博物館有三層的展館，共 13 個展覽廳，各展覽廳有不同的主題，珍藏了各種與香

港醫療發展有關的展品。透過香港醫學博物館精選的展品，令參觀者能扼要地掌握香港醫療

的發展脈絡，充分顯示了香港醫療發展的獨特性。  

博物館底層設四個不同主題的展覽廳，包括「中國傳統草藥店」、「底層展覽廳」、「解剖

室」和「任焯洪堂展覽廳」。  

「中國傳統草藥店」特別佈置成一所舊式的中草藥店，形象化地展現了中醫師的工作環

境和其醫療工具。雖然，中醫在 19、20 世紀的殖民時代沒有獲得法定醫學的地位，但中醫卻

為華人所信任，特別是早期華人均以此為求診的首選，所以中醫藥在香港的發展有其獨特的

歷史意義。  

「底層展覽廳」展出多項具歷史意義的醫療用品和儀器，如有眼科的儀器、早期牙醫用

椅、手術室儀器等。更有一些醫療專題的展覽，包括麻醉藥的應用、牙科在香港的發展，以

及香港如何對付天花。天花在 19 世紀奪去全球數千萬人的性命，其後牛痘的接種、疫苗的發

明，才令該疾病絕跡。展覽廳介紹了香港自製疫苗的歷史，更展示了如何從牛隻身上取得疫

苗的方法，從而反映了細菌檢驗所和病理檢驗所對香港市民的健康作出的努力。  

地下有四個主要的展覽廳，包括「王國棟演講室」、「呂鶴鳴展覽廳」、「香港防癆心臟及

胸病協會展覽廳」和「香港放射科醫學院展覽廳」。  

「王國棟演講室」是以香港大學醫學院教授王國棟  (Gordon King) 命名，他對香港的醫

療教育貢獻良多，特別在二次戰時，為醫學院學生安排往中國其他大學繼續學業。這展館主

要是介紹香港鼠疫的爆發和其病原體的發現。鼠疫的爆發對香港醫療帶來重大衝擊，不僅令

數千人病逝，更顯示了香港的醫療體制不足以應付大規模疫病，由是鼠疫的爆發影響了香港

的醫療發展。  

「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展覽廳」展示了肺病對香港的影響。從 19 世紀至 20 世紀，

肺結核是香港主要的疾病殺手，由於早期港府的醫療資源有限，所以治療肺結核的責任由自

願團體負起。律敦治醫院（Ruttonjee Hospital）是最早專治療肺結核的醫院，其後該醫院從私

家醫院轉為政府醫院，反映港府對肺結核的重視。另外，該展覽廳還展出由香港發明的「脊

柱牽拉矯形器」。  

「香港放射科醫學院展覽廳」探討了 X 光和香港放射科的發展，並展出一些舊的 X 光儀

器。該展覽廳更陳列了婦女的纏足模型和其 X 光片，透過這些展品加深了參觀者對纏足的了

解，感受到纏足對婦女帶來的肉體傷害。而且這亦是十分珍貴的歷史研究資料，透過 X 光片

的科學證據，有助學者等進一步研究中國的纏足文化。  

二樓有「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展覽廳」、「舊病理檢驗室」、「何善衡慈善基金會展覽廳」、

「東華三院譚輝烈紀念展覽廳」、「港大醫學院六三年畢業生觀景廊」。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展覽廳」顯示了早期香港醫療發展的特色。展覽廳的展覽主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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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Alice Ho Miu Ling Nethersole Hospital）、香港西醫書院和贊育醫院

（Tsan Yuk Hopsital），這三所醫療機構全是民間自發營辦的，為西方醫學在香港的發展作出

了重大的貢獻。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前身為雅麗氏紀念醫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

那打素醫院（Nethersole Hospital）和何妙齡醫院（Ho Miu Ling Hospital），同是由倫敦傳道會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與本地士紳合作營辦的西醫醫院。雅麗氏醫院成立後，一群西

醫醫生和本地士紳等建議開辦西醫書院，以培訓本地西醫醫生，從而令西醫在華人社區得以

逐漸普及起來。至 20 世紀初，香港華人公共診所委員會（Chinese Public Dispensary Committee）

主席曹善允捐款支持贊育醫院的成立，以推廣西式的分娩方式和西方的婦產科，該醫院的成

立亦獲倫敦傳道會的支持，傳道會更派婦產科女醫生到港管理院務。  

「舊病理檢驗室」充分反映了病理檢驗所的成立目的和貢獻，當中展出了測量食水的儀

器、香港西醫書院學生解剖老鼠的模型、有關的病理化驗儀器等，從而展現了病理學對香港

醫療的貢獻和其重要性。另外，亦介紹了香港著名的病理學家，加深參觀者對病理學的認識。

「何善衡慈善基金會展覽廳」展出的，是太平山區的居住情況、鼠疫爆發及港府的善後工作，

內容強調鼠疫為香港帶來深遠的影響，加深了參觀者對鼠疫的了解。  

「東華三院譚輝烈紀念展覽廳」凸顯中、西醫學的不同之處。展覽廳透過比較中、西醫

的治療、診症、用藥等方式，展現中、西醫的不同及其在香港醫學界的交流。展覽廳更探討

了香港東華醫院（Tung Wah Hospital）的發展和貢獻，東華醫院於 1870 年落成，是以中醫治

療疾病的醫院。然而，東華醫院在 19 世紀時，不只是一所醫院，亦是香港政府與華人的重要

溝通橋樑。該醫院更負責運送海外華人的靈柩回鄉，由是成為東南亞重要的中介機構，其醫

學地位亦獲東南亞中醫藥界的認同。  

 

三、承傳的使命  

無論是以往的細菌檢驗所抑或病理檢驗所，堅守著監控疾病、保衛香港市民健康的功能，

以至今日的香港醫學博物館，透過展覽告訴參觀者香港醫療的發展，教育作用和傳遞健康的

訊息，均負起了醫療承傳的責任。  

香港醫學博物館成立後，每年均定期舉辦專題的展覽，透過自辦或與有關機構合辦的方

式，重點介紹香港重要的醫療大事，加強市民對香港醫療的認識。例如﹕1997 年與雅麗氏何

妙齡那打素醫院合辦「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一百一十週年紀念展覽」，1998 年與香港防

癆心臟及胸病協會合辦「結核病的過去、現在與未來」，2003 年與精神健康學院及青山醫院

合辦「細看香港精神科服務歷史」，2006 年舉辦「中醫西醫——健康都市健康人」和「香江十

載（1883–1892)﹕孫中山先生求學時期香港的醫療與社會歷史展覽」等。同時，香港醫學博

物館亦定期舉辦活動，包括籌款演唱會、開放日、公開講座等，增加與公眾接觸的機會。  

此外，香港醫學博物館還出版書籍和特刊，探討香港醫療發展。例如﹕《香港醫學博物

館開幕紀念特刊》、《中醫藥展覽暨研討會——邁向新紀元》、《默然捍衛——香港細菌學檢驗所

百年史略》等。2006 年出版了英文的 Plague, SARS and the Story of Medicine in Hong Kong，

詳細記錄了香港醫療發展的重要大事和歷程，有助全面了解香港醫療的演化。  

香港醫學博物館是古蹟活化的最佳例子，博物館大樓除了具建築特色，更兼負特殊的歷

史意義和任務，是學生和市民都應該前往參觀的一個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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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 香 港 醫 學 博 物 館 資 料  

• 地   址  香 港 半 山 區 堅 巷 2 號  

• 開 放 時 間  星 期 二 至 星 期 六   上 午 十 時 至 下 午 五 時  

星 期 日 或 公 眾 假 期  下 午 一 時 至 五 時  

星 期 一 休 息  

• 入 場 費 用  成 人 ： 十 元  

小 童 、 六 十 歲 以 上 長 者 、 全 日 制 學 生 或 傷 殘 人 士 ： 五 元  

• 查 詢 電 話  2549 5123 

• 參 考 網 址  http://www.hkmm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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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書目繫年  � 

 

 

中中國國伊伊斯斯蘭蘭教教及及回回族族史史研研究究書書目目繫繫年年  

  
周佳榮∗ 

 

 

這個書目繫年以中文著作為主，輔以日文和西文書目。此外，鑒於白壽彝主編的《回教

人物志》和《中國回回民族史》這兩套書中所介紹的回教人物眾多，後者雖與前者有部分重

覆，但增加了五四運動以後的近代、現代人物，兩套書合起來更便於參考，所以表列於後，

作為附錄。  

 

【中文書目】 

� 1926 年  

� 3 月，陳漢章〈中國回教史〉發表於《史學與地學》第 1 期，是二十世紀初期中國史學

界關於回教史的最早力作。  

 

� 1927 年  

� 9 月，陳垣〈回回教進中國的源流〉發表於《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月刊》第 1 卷第 6

號。  

 

� 1928 年  

� 1 月，陳垣在《東方雜誌》第 25 卷第 1 號發表〈回回教入中國史略〉一文，並表示有意

編纂一部中國回教志。  

 

� 1929 年  

� 本年，〔日〕桑原騭藏著、陳裕菁譯《蒲壽庚考》（上海：中華書局，1929 年）出版。按：

此書據桑原騭藏著《蒲壽庚之事蹟》（上海：東亞考究會，1923 年）譯出。  

 

� 1934 年  

� 1 月，馬鄰翼著《伊斯蘭教概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年）出版，收入「百科小叢

書」。  

                                                 
∗  周佳榮，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及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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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馬鄰翼著《中國伊斯蘭教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年）出版。  

� 陳垣著《元西域人華化考》（勵耘書屋，1934 年）出版。  

 

� 1935 年  

� 本年，金吉堂著《中國回教史研究》（北平：成達師範學校出版部，1935 年）出版。此

書卷上為「中國回教史學」，卷下為「中國回教史略」。  

 

� 1936 年  

� 8 月，顧頡剛在其主編的《禹貢》半月刊第 5 卷第 11 期（總第 59 期）出版「回教與回

族專號」。  

 

� 1937 年  

� 4 月，顧頡剛在其主編的《禹貢》半月刊第 7 卷第 4 期（總第 76 期）再出「回教專號」。 

 

� 1940 年  

� 3 月，馬以愚著《中國回教史鑒》（長沙：商務印書館，1940 年）出版。按：1948 年 2

月，此書在上海修訂再版；1990 年收入復旦大學編「民國叢書」，其後又由上海書店出

版發行。  

� 本年，傅統先著《中國回教史》（長沙：商務印書館，1940 年）出版，作為王雲五主編

「中國文化史叢書」的一種。  

� 中國回教南洋訪問團編印《中國之回教》出版，是一冊伊斯蘭教攝影圖集，圖片均有中、

英文說明。  

 

� 1941 年  

� 本年，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以「民族問題研究會」名義在延安出版《回回民族問題》，

是中國最早運用馬列主義理論研究中國回族穆斯林問題的著作。按：此書於 1980 年由民

族出版社再版。  

 

� 1944 年  

� 本年，白壽彝著《中國回教小史》（重慶：商務印書館，1944 年）出版。按：此書出版

單行本之前，先在 1943 年的《邊政公論》上發表。  

 

� 1946 年  

� 8 月，白壽彝著《中國伊斯蘭教史綱要》（重慶：文通書局，1946 年）出版。按：此書於

1947 年 3 月在上海重印。  

 

� 1948 年  

� 2 月，馬以愚著《中國回教史鑒》（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 年增訂二版）出版。  

� 11 月，白壽彝編著《中國伊斯蘭教史綱要參考資料》（上海：文通書局，1948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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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納忠著《回教諸國文化史》由雲南印書局出版、《清真鐸報》社發行，是中國第一

部全面介紹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專著。按：本書出版之前，曾於 1945 年由中央大學

油印其節略本。  

 

� 1951 年  

� 本年，白壽彝著《回回民族底新生》（上海：東方書社，1951 年）出版。  

� 馬霄石著《西北回族革命簡史》（上海：東方書社，1951 年）出版。  

 

� 1952 年  

� 本年，白壽彝主編的中國回民資料集《回民起義》四冊（上海：神州國光社，1952 年）

出版。  

 

� 1954 年  

� 本年，端己著《西北回族的反清鬥爭》（上海：四聯出版社，1954 年）出版。  

 

� 1957 年  

� 本年，林幹著《清代回民起義》（上海：新知識出版社，1957 年）出版。  

� 白壽彝、韓道仁、丁毅民等編著《回回民族的歷史和現狀》（北京：民族出版社，1957

年）出版。  

 

� 1968 年  

� 本年，王樹槐著《咸同雲南回民事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8 年）出

版。  

 

� 1974 年  

� 本年，白壽彝、金吉堂等著《回族‧回教‧回民論集》（香港：中山圖書公司，1974 年）

出版。  

 

� 1980 年  

� 1 月，《回回民族問題》（民族出版社，1980 年）出版。按：此書在 1941 年初版。  

 

� 1981 年  

� 本年，勉維霖著《寧夏伊斯蘭教派概要》（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1 年）出版。  

� 楊永昌著《漫談清真寺》（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1 年）出版。  

 

� 1982 年  

� 本年，白壽彝著《中國伊斯蘭史存稿》（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2 年）出版。  

� 朱江著《伊斯蘭教在中國》（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2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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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 年  

� 本年，馬通著《中國伊斯蘭教派與門宦制度史略》（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 年）

出版。  

� 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泉州市泉州歷史研究會編《泉州伊斯蘭教研究論文選》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年）出版。  

 

� 1984 年  

� 本年，陳達生著《泉州伊斯蘭教石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年）出版。  

 

� 1985 年  

� 本年，李興華、馮今源編《中國伊斯蘭教參考資料匯編（1901–1949）》（銀川：寧夏人民

出版社，1985 年）出版。  

� 白壽彝著《回族人物志‧元代》（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出版。  

� 劉致平著《中國伊斯蘭教建築》（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年）出版。  

� 《清代伊斯蘭教論集》（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出版。  

 

� 1986 年  

� 本年，馬通著《中國伊斯蘭教教派門宦溯源》（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6 年）出版。 

 

� 1987 年  

� 本年，金宜久主編《伊斯蘭教概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出版。  

� 論文集《中國伊斯蘭教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出版。  

 

� 1988 年  

� 本年，白壽彝著《回族人物志‧明代》（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7 年）出版。  

 

� 1989 年  

� 9 月，《雲南回族史》（雲南民族出版社，1989 年）出版。  

� 本年，中元秀等編《廣州伊斯蘭古蹟研究》（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9 年）出版。  

 

� 1990 年  

� 9 月，《回族醫藥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西安：陝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 年）出版。  

� 本年，金宜久主編《伊斯蘭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年）出版。  

 

� 1991 年  

� 3 月，韋培春主編《伊斯蘭教在揚州》（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 年）出版。  

� 本年，馬世英整理《中國伊斯蘭教庫布林耶譜系──大灣頭門宦》（天津：天津古籍出版

社，1991 年）出版。  

� 馮今源著《中國的伊斯蘭教》（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1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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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懷中著《回族史論稿》（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1 年）出版。  

 

� 1992 年  

� 本年，王懷德主編《伊斯蘭教史》（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2 年）出版。  

� 白壽彝著《回族人物志‧清代》（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2 年）出版。  

� 《中國回族大詞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出版。  

 

� 1993 年  

� 本年，李雲橋、白世業主編《伊斯蘭教育回族研究文萃》（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

年）出版。  

� 李松茂著《回族伊斯蘭教研究》（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 年）出版。  

� 楊懷中、余振貴主編《中國伊斯蘭文獻著譯提要》（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 年）

出版。  

 

� 1994 年  

� 本年，宛耀賓主編《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 年）

出版。  

 

� 1995 年  

� 8 月，秦惠彬著《中國伊斯蘭教與傳統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出

版，是「伊斯蘭文化小叢書」的一種。  

� 本年，楊懷中、余振貴主編《伊斯蘭與中國文化》（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5 年）

出版。  

 

� 1996 年  

� 11 月，《文史知識》編輯部、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宗教研究中心合編《中國伊斯蘭文化》（北

京：中華書局，1996 年）出版。  

� 本年，余振貴著《中國歷代政權與伊斯蘭教》（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6 年）出版。 

� 宛耀賓總主編，楊克禮、羅萬壽、馬忠杰、楊宗山主編《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四川辭

書出版社，1996 年）出版。  

� 馬明良著《伊斯蘭教文化新論》（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6 年）出版。  

� 邱樹森主編《中國回族史》（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6 年）出版。  

 

� 1997 年  

� 本年，勉維霖著《中國回族伊斯蘭宗教制度概論》（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7 年）

出版。  

� 金宜久主編《伊斯蘭教》（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 年）出版。  

� 白壽彝主編《回族人物志‧近代》（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7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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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 年  

� 5 月，李興華、秦惠彬、馮今源、沙秋真著《中國伊斯蘭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1998 年）出版。  

 

� 1999 年  

� 本年，答振益、安永漢主編《中國南方回族碑刻匾聯選編》（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

年）出版。  

 

� 2000 年  

� 6 月，金吉堂著《中國回教史研究》（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0 年）出版；馬以愚著

《中國回教史鑒》（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0 年）出版。按：前者於 1935 年初版；

後者於 1940 年出版。  

� 本年，李健彪著《回族史與伊斯蘭文化》（西安：西安出版社，2000 年）出版。  

� 白壽彝著《中國回教小史》（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0 年）出版。按：此書於 1944

年初版。  

� 陳慧生主編《中國新疆地區伊斯蘭教史》二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年）出版。  

 

� 2001 年  

� 本年，丁俊著《伊斯蘭文化巡禮》（甘肅民族出版社，2001 年）出版。  

 

� 2002 年  

� 5 月，水鏡君、〔英〕瑪利亞‧雅紹克著《中國清真女寺史》（北京：三聯書店，2002 年）

出版。  

� 6 月，葛壯著《伊斯蘭教與中國社會》（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出版。 

� 9 月，〔法〕張日銘著，姚繼德、沙德珍譯《唐代中國與大食穆斯林》（銀川：寧夏人民

出版社，2002 年）出版。  

� 本年，周燮藩、沙秋真著《伊斯蘭教在中國》（華文出版社，2002 年）出版。  

 

� 2003 年  

� 本年，中國回族學會編《回族學與 21 世紀中國》（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3 年）出

版。  

� 楊志玖著《元代回族史稿》（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 年）出版。  

� 白壽彝主編《回民教義》四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出版。按：此書於 1952

年初版。  

 

� 2004 年  

� 1 月，米壽江、尤佳著《中國伊斯蘭教》（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04 年）出版。  

 

�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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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金宜久主編《伊斯蘭教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年）出版。  

� 8 月，馬明良著《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的交往歷程和前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2006 年）出版。  

� 9 月，金宜久主編《伊斯蘭教小辭典》修訂本（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 年）出版。 

� 12 月，馬平主編《簡明中國伊斯蘭教史》（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6 年）出版。  

 

� 2007 年  

� 3 月，林松著《〈古蘭經〉在中國》（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7 年）出版。  

� 4 月，《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07 年）出版。  

� 6 月，駱桂花著《甘青寧回族女性傳統社會文化變遷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年）出版。  

� 11 月，楊桂萍、馬曉英著《清真長明──中國伊斯蘭教》（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年）出版。  

 

� 2008 年  

� 9 月，姜歆著《中國回商‧回族民間商業文化》（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8 年）出版。 

� 11 月，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全國經學院統編教材編審委員會編《中國伊斯蘭教發展史簡明

教程》試用本（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年）出版。  

� 12 月，王建平編著《近代上海伊斯蘭文化存照──美國哈佛大學所藏相關資料及研究》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出版。  

 

� 待查書目  

� 馬世英著《中國伊斯蘭教丁門史略》（自印本）  

 

【日文書目】 

� 金吉堂著、日本外務省調查部譯《支那回教史》，東京：生活社，1940 年。  

� 傅統先著、井東憲譯《中國回教史》，岡倉書房，1942 年；東京：原書房，1975 年重印

本。  

� 岩村忍著《中國回教社會的構造》上、下，1950 年。  

� 田坂興道著《回教傳入中國及其弘通》上、下，東京：東洋文庫，1964 年。  

� 今永清二著《中國回教史序說》，東京：弘文堂，1965 年。  

� 中田吉信著《回教民族的諸問題》，1971 年。  

� 桑原騭藏著《蒲壽庚之事蹟》，上海：東亞考究會，1923 年。  

 

【西文書目】 

� 〔法國外交官〕Dabry de Thiersant, C. L., Le mahometisme en Chine et dans turkestan 

oriental. 1878 年在巴黎出版。  

� 〔英國傳教士〕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伊斯蘭教在中國》（Islam in China），1910

年在倫敦出版。按：這是早期西方研究中國伊斯蘭教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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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學者〕哈特曼（Martin Hartmann）《中國伊斯蘭教史》（Zur Geshichte dos Islam In 

China），1914 年出版。按：此書內容著重論述十九世紀中國伊斯蘭教和西北地區的回民

起義。  

� 伊斯哈格‧梅遜編《中國回教書目》（又名《中國伊斯蘭教經典文獻書目簡述（1925 年

前）》），北京：文殿閣書莊，1929 年出版。按：這是一冊中國伊斯蘭教歷史文獻英文書

目。  

 

 

附表 1：白壽彝主編《回教人物志》（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1997 年）人物名錄  
 

元代  卷 1：哈散納、捏古伯、阿剌淺、阿里罕、明里察、阿剌瓦而思、阿剌瓦丁、斡都

蠻、曷思麥里、密里吉  

卷 2：賽典赤贍思丁  

卷 3：額典赤納速剌丁、怯烈、賽典赤忽辛、賽典赤烏馬兒  

卷 4：阿合馬  

卷 5：答失蠻、馬馬、哈只、買奴、忻都、怯來  

卷 6：扎馬剌丁  

卷 7：也黑迭兒丁、馬哈馬沙、木八剌沙、忽都魯沙、蔑里沙、阿老瓦丁、亦思馬

因  

卷 8：亦福的哈魯丁、烏伯都剌、高克恭、贍思  

卷 9：夏不魯罕丁、阿老丁  

卷 10：奕赫抵雅爾丁、哈八石、勘馬剌丁、慕卨、買述丁、馬哈麻、阿魯溫氏、

伯篤魯丁  

卷 11：諳都剌、阿思蘭、苫思丁、凱霖、哈只哈心、暗都剌、護都步丁、奧林、

馬合謀沙  

卷 12：薩都剌、買閭、哲馬魯丁、別里沙、僟機沙、掌機沙、吉雅謨丁、愛理沙  

卷 13：馬九皋、玉元鼎、阿里耀卿、阿里西瑛、沐仲易、丁野夫  

卷 14：納速剌丁、馬哈麻、迭里彌實  

明代  卷 15：常遇春、常茂、常升  

卷 16：胡大海、胡德濟、丁德興  

卷 17：沐英、沐春、沐晟、沐斌  

卷 18：藍玉  

卷 19：馮勝、馮國用  

卷 20：鐵鉉、馬乾、羽鳳祺、  之浮、馬成祖  

卷 21：鄭和、馬歡、費信、哈三  

卷 22：馬文升、馬璁  

卷 23：海瑞  

卷 24：李贄  

卷 25：麻貴、達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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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26：馬自強、孫繼魯、詹沂  

卷 27：賽哈智、登胡洲、詹應鵬、張忻、馬沙亦黑、黑得兒、阿答兀丁、阿都剌、

馬哈麻  

卷 28：丁鶴年、賽景初、吳惟善、楊應奎  

卷 29：金大車、金賢、金大輿、鎖懋堅、虎伯恭、馬繼龍、閃繼迪、閃仲儼、  

 閃仲侗、閃應雷、馬上捷、馬明陽  

卷 30：馬守應  

清代  卷 31：米喇印、丁國棟  

卷 32：祁靜一、馬守貞、馬來遲  

卷 33：馬明心、張氏、馬順清、田五、張文慶、馬四娃  

卷 34：王岱輿、馬忠信、張中、伍遵契  

卷 35：馬注、常志美、舍起雲  

卷 36：劉智、袁汝琦、米萬濟、金天柱  

卷 37：黑鳴鳳、袁國祚、余浩洲、馬大恩、張正經、白位西、馬元章、王占超、

冶世俊、馬長青、余昭文、周明德  

卷 38：馬雄、馬承蔭、馬寧、馬進良、哈元生、哈應忭、哈尚德  

卷 39：哈攀龍、哈國興、冶大雄、馬良柱、馬瑜  

卷 40：許世亨、許文謨、蘇爾相、鄭國卿、買國良、馬彪、馬鳴玉、烏大經、  

卷 41：金溶、金克誠、金克俊、詹彬、李廷秀、李紹祖、李璲、洪夢齡  

卷 42：張端、丁澎、丁景鴻、丁瀠、馬世俊  

卷 43：丁煒、丁自申、丁日造、丁啟浚、丁  、丁儀、丁啟汴、丁奇昆、詹應鳳、

詹希顥、詹希誠、詹宇、詹天挺、詹暹  

卷 44：孫鵬、馬汝為、賽嶼、沙琛  

卷 45：李若虛、李瑜、李征棠、馬之龍、改琦、改光宗、丁燧、改紹賢、蔣湘南、

馬彭、佩玖  

近代  卷 46：杜文秀  

卷 47：李國綸、蔡發春、蔡遇春、蔡得春、某氏、蔡廷棟、蔡廷梁、張翎翔、  

 馬河圖、金萬照  

卷 48：馬化龍、馬占鰲、白彥虎、蘇天福  

卷 49：馬文義、馬桂源、馬本源、馬文祿  

卷 50：馬如龍、馬安良  

卷 51：伍長華、伍長齡、伍承欽、馬新貽、唐承烈、唐傳猷、王廷相  

卷 52：鄭魁士、馬濟美、馬立成、馬文雄、周天受、周天培、周天孚、閃殿魁、  

 閃國璋、閃國勛、閃崇仁、閃崇壽、江長貴  

卷 53：鄭國鴻、沙春元、馬福祿、馬海晏、安玉賢、徐天堯  

卷 54：左寶貴、左士榮、左寶賢、左寶清、左國楫、左國棟、馬毓寶  

卷 55：馬殿甲、馬步衢、馬維騏、馬定邦、白金柱、馬秀廷、馬樹堂  

卷 56：李元慶、羅漢彩、馬驥雲、沙金海、鄒森青  

卷 57：馬玉貴、馬秉乾、馬四虎、馬凌霄、底奇峰、丹鵬彥、王汝川、尹神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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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錦先、孫永安、王廷治  

卷 58：馬麒、馬麟、馬福祥  

卷 59：馬德新、馬安禮、馬開科  

卷 60：王崇名、馬壽清  

卷 61：馬聯元、馬學寬、馬安貞、馬安義、馬安康、田家培  

卷 62：馬元章、馬進西、馬啟西  

卷 63：王寬、楊樞  

卷 64：馬果園、馬會山、李仁山  

卷 65：童琮、黃鎮磐、馬鄰翼  

卷 66：蔡大愚、馬六舟、安銘  

卷 67：丁竹園、丁叔度、丁寶臣、丁子瑜、張子歧、馬駘、丁拱辰  

卷 68：王子斌、李鳳崗、王子平、楊洪修  

 

 

附表 2：白壽彝主編《中國回回民族史》（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傳記名錄  
 

元代  1：  賽典赤贍思丁、賽典赤納速剌丁、賽典赤忽辛、賽典赤烏馬兒、賽典赤家族  

2：  阿合馬  

3：  扎馬剌丁、也黑迭兒丁  

4：  薩都剌、高克恭  

明代  1：  常遇春、馮勝、馮國用、沐英  

2：  鄭和  

3：  馬文升、海瑞  

4：  李贄  

5：  丁鶴年、梁檀  

6：  麻貴、馬守應  

清代  1：  米喇印、丁國棟  

2：  馬進良、馬寧、哈國興、蘇爾相  

3：  王岱輿、馬注、劉智  

4：  祁靜一、馬來遲、馬明心  

5：  改琦、蔣湘南  

近代  1：  伍長華、馬辰、鄭國鴻、沙春元  

2：  徐天堯、安玉賢、馬維騏、馬秀廷、白金柱、左寶貴、馬福祿  

3：  杜文秀、李國綸、蘇天福、馬如龍  

4：  白彥虎、馬化龍、馬占鰲、馬海晏、馬桂源、馬文祿  

5：  馬新貽、鄭魁士  

6：  馬德新、馬聯元、王寬、馬啟西  

7：  丁拱辰、楊樞、王子斌、李元慶  



 • 59 •

 
現代  

（上）  

1：  馬驥雲、丹鵬晏、馬玉貴、趙鍾奇  

2：  丁竹園、丁寶臣、蔡大愚、劉慶恩  

3：  馬駿、郭隆真、劉清揚、吳禎  

4：  馬本齋、劉震寰、安德馨、馬君圖  

5：  韓幽桐、馬宗融、馬堅、納訓  

6：  金爾珍、金頌清、金祖同、馬駘  

7：  馬安良、馬福祥、馬麒、馬麟  

8：  白崇禧、馬鴻逵、馬步芳  

9：  馬鴻賓、馬佐、端木杰  

10：吳鴻賓、劉屹夫、劉格平、馬青年  

現代  

（下）  

1：  蔣翰臣及其家族、魏子青、杜秀升、安樹德  

2：  鐵寶廷、馬伯聲、陳經畬、溫少鶴、丁德山  

3：  白瑞啟，白澤民、趙炳南  

4：  童琮、馬六舟、馬鄰翼、唐柯三、時子周  

5：  哈少夫、伍特公、沙彥楷、傅統先  

6：  馬觀政、馬聰、白耀明、沙國珍  

7：  馬連良、侯喜瑞、雪艷琴、薛恩厚  

8：  王苹、張平、丁嶠、李超  

9：  王子平、馬鳳圖、穆成寬  

10：達浦生、哈德成、王靜齋、馬松亭  

11：楊敬修、龐士謙、虎嵩山、馬良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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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書目繫年  � 

 

 

香香港港出出版版中中國國近近代代史史研研究究著著述述  

――――中中文文書書目目繫繫年年（（11993300––22000099））  

  
布琮任 ∗ 

 

 
引 言 

香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已有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書籍出版。可惜當時著述數量貧乏，

部份作品僅能綴拾一、二官私記載窳陋成書，不算得上是覼縷格律的學術著作。然而，隨著

共產政權在戰火中建立，五、六零年代又適逢國變，不少享賦盛名的文史學者，包括錢穆

（1895–1990）、羅香林（1904/1905–1978）、簡又文（1896–1978）、唐君毅（1909–1978）、牟

宗三（1909–1995）、徐訏（1908–1980）、易君左（1899–1972）等，紛紛南移香江，另闢學術

天地。他們一方面窮盡心力、著書立說；另一方面則致力啟迪後學，提掖後進，為香港近代

史研究團隊培育人才。  

七十年代以後，經過先賢學者在史學園圃上的努力耕耘，他們所栽培的弟子相繼撰述多

元多樣的研究專論，貢獻學林。這些著作不僅與中國傳統的治史模式相連，亦成功移植歐美

史學界的理論與概念；作品類型逐漸由以往偏重政制評說的「單元眼光」，擴展至涉獵人物思

想、地區文化、以及中外關係史等範疇的「多元光譜」。另一方面，香港學者對於本土化的中

國近代史研究亦漸見成熟，出版論著洋洋大觀；總而言之，七、八十年代的香港近代史研究

可算是一個突飛猛進、百花齊放的燦爛時期。進入九十年代，近代史研究邁向一個「文化多

元、理論多元、視野多元」的新階段：華僑史、軍事史、性別史、教育史、環境史等專題層

出不窮，在史學研究方法日見進步的同時，相關專題無疑亦為有關領域灌進新鮮的元素與活

力。  

還要指出，對近代史感興趣的人士並不以史學工作者為限，當中還包括許多文化界、藝

術界、旅遊界的從業員。自八、九十年代伊始，香港一些著名藝術館便喜以清代文物為題，

刊印內容豐富的圖冊書籍，以供讀者翫味。這些書目不但寫實地展現中國藝術文明的風華成

就，同時亦為近代史研究提供一種圖文並存的立體素材，大大深化了我們對近世時局、社會

風尚、藝文關係等層面的瞭解與認知。  

本文旨在就香港三十年代以後出版的近代史中文書目作一初步整理，藉以彰示香港學界

與出版界數十年來的辛勤成果。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史的範疇可寬可狹，諸家說法或有不同，

                                                 
∗  布琮任，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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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從其寬義，舉凡政冶、經濟、藝術、醫理等項，皆在輯錄之列。至於有關近代史的上限

問題，擬採「以鴉片戰爭為開端」的主流說法；其餘通論古今的專著，則視乎其重要與否，

慎擇收入。又書目的排列次序，則先按年份，再據編、著者的姓氏筆劃依次臚列。  

本編所錄，乃就筆者暫時目力所見的紙上及網上資料搜羅而成。無奈史海浩瀚，要盡錄

所有通、專論述並不容易實行；再加上個人識見、精神始終有限，滄海遺珠，在所難免。還

望日後能有機會再續此編，補闕拾遺。  

 

作者／編者  書題  出版社  出版年  

1930–1939 

德禮賢 孫中山先生對於基督敎的態度 聖類斯實業學校 1931 

葛虛存 清代名人軼事 會文堂新記書局 1933 

左舜生 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 中華書局 1938 

錢今葛 英國對華罪惡小史 中國經濟協會 1938 

1940–1949 

伍澄宇 伍平一先生革命言行錄 陽明學會 1941 

陳伯達 竊國大盜袁世凱 正風出版社 1946 

中國現代史研究

委員會 

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 新民主出版社 1947 

曹伯韓 中國現代史讀本 文化供應社 1947 

范文瀾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 新民出版社 1948 

周哲 孫中山 中國書局 1949 

胡繩 孫中山革命奮鬥小史 海洋書屋 1949 

范文瀾 中國近代史 中國書局 1949 

華北大學歷史硏

究室 

中國近代史 新民主出版社 1949 

1950–1959 

宋雲彬 本國近代史 新華書店 1950 

忽庵 西太后 大公書局 1953 

徐訏 在文藝思想與文化政策中 友聯出版社 1954 

秦伯未 清代名醫醫話精華 求實出版社 1954 

崔書琴 孫中山與共產主義 亞洲出版社, 1954 

黃福鑾 中國近代史 中國書局 1954 

謝鍾璉 中國近代史 立達出版社 1954 

黄福鑾 華僑與中國革命 亞洲出版社 1954 

李洵 明淸史 文昌書局 1956 

孫逸仙 孫中山選集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1956 

易君左 中國民族英雄 亞洲出版社 1956 

蔡東藩 清史通俗演義 文光書局 1956 

錢穆 中國思想史 新華印刷股份公司 1956 

徐訏 回到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 友聯出版社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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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甄陶 清史述論 亞洲出版社 1957 

鄒聲 孫中山：中國人民偉大的革命的兒子 中華書局 1957 

公孫儀 簡明中國近代史 上海書局 1958 

吳天任 章實齋的史學 東南書局 1958 

唐君毅 中國人文精神之發展 人生出版社 1958 

簡又文 太平天國典制通考 猛進書屋 1958 

譚永年，甄冠南 辛亥革命回憶錄 榮僑書店 1958 

易君左 中國文學史 自由出版社 1959 

1960–1969 

趙爾巽 清史稿 香港文學硏究社 1960 

夏菊芳 孫中山 育英書局 1961 

曾國藩 十八家詩鈔 廣智書局 1961 

楊志 孫中山 教育書店 1961 

羅香林 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 中國學社 1961 

左舜生 中國近代史四講 友聯出版社 1962 

牟宗三 歷史哲學 人生出版社 1962 

張枬，王忍之（編） 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 三聯書店 1962 

孫國棟 中國歷史 人人書局 1962 

陳安仁 中國近代史要 香港上海印書館 1962 

榮孟源 中國近代史曆表 商務印書館 1962 

簡又文 太平天國全史 猛進書屋 1962 

朱師轍 清史述聞 太平書局 1963 

李立明 清史年表 松柏出版社 1963 

亞洲出版社有限

公司 

中華民國的誕生 亞洲出版社有限公司 1963 

金兆豐 清史大綱 太平書局 1963 

黎傑 淸史 海僑出版社 1964 

李鴻章 李文忠公全集 中國古籍珍本供應社 1965 

周異斌（編） 國父孫中山先生畫傳 中外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65 

繆荃孫 清代藏書題跋彙錄 龍文書店 1965 

楊佐 中國近代史 三育圖書文具公司 1966 

李鼎芳 曾國藩及其幕府人物 遠東圖書公司 1967 

汪景祺 讀書堂西征隨筆 龍門書店 1967 

黃大受 太平天國失敗的原因 現代雜誌出版社 1967 

簡又文 清史洪秀全載記 集成圖書公司 1967 

簡又文 洪秀全戴記 猛進書屋 1967 

錢穆，張其昀 張蔭麟先生紀念專刊 龍門書店 1967 

羅香林 中國文化論叢 中國學社 1967 

敏求精舍 香港敏求精舍第七届展覽清代康熙雍

正乾隆瓷器目錄 

敏求精舍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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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大齡 清代捐納制度 龍門書店 1968 

蔡申之 清代州縣故事 龍門書店 1968 

簡又文 太平天國與中國文化 南天書業公司 1968 

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 

明清史料‧甲編‧國立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編刊明清內閣大庫殘餘

檔案 

龍門書店 1969 

公孫儀 簡明中國近代史 香港上海書局 1969 

左舜生 中國近代史話 文藝書屋 1969 

左舜生 中國近代史話二集 文藝書屋 1969 

佚名 淸代史料筆記滙編 龍門書店 1969 

李少陵 曾國藩傳 現代出版公司 1969 

桂文燦 經學博采錄 龍門書店 1969 

現代出版公司（編） 孫中山三大理想 現代出版公司 1969 

莊俞，賀聖鼐

（編） 

晚清三十五年來之中國教育： 

1897–1931 

龍門書店 1969 

許地山 達衷集：鴉片戰爭前中英交涉史料 龍門書店 1969 

陳蘷龍 夢蕉亭雜記 龍門書店 1969 

葉龍 中國日本近代史要略 遠東文化學社 1969 

福格 聽雨叢談 龍門書店 1969 

黎晋偉 中山思想精義 集成圖書公司 1969 

蕭奭 永憲錄 龍門書店 1969 

謝鍾璉 百年動盪中華 現代出版公司 1969 

羅香林 中國族譜所記基督敎之傳播與近代中

國之關係 

香港大學出版社 1969 

羅爾綱 太平天國文選 南國出版社 1969 

1970–1979 

張德昌 淸季一個京官的生活 香港中文大學 1970 

簡又文（編） 洪秀全早期文學作品 學生社 1970 

辛亥革命七十周

年紀念執委會 

辛亥七十：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紀念特刊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紀念

執委會 

1971 

周康燮 中國書畫論集 崇文書店 1971 

周康燮 清代掌故綴錄 崇文書店 1971 

周康燮 辛亥革命研究論集：1895–1929 崇文書店 1971 

章君穀 太平天國豪傑傳 馬崑傑文化事業公司 1971 

曾國藩著，唐守

仁編 

曾國藩名言類鈔 香港崑崙出版公司 1971 

黎澍 辛亥革命與袁世凱 崇文書店 1971 

羅香林 國父在香港之歷史遺跡 珠海書院 1971 

方遒 鴉片戰爭與太平天國 香港朝陽出版社 1972 

全漢昇 漢冶萍公司史略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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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天任 黃公度先生傳稿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972 

馬戞爾尼著，秦

仲龢譯 

英使謁見乾隆記實 大華出版社 1972 

章中如 清代考試制度資料 萬有圖書公司 1972 

黃敬華 中國近代史常識 朝陽出版社 1972 

楊佐 中國近代史 三育圖書文具公司 1972 

蕭盛遠 江南大營軍事紀略 新亞書院圖書館 1972 

錢仲聯 黄遵憲詩論評：附黄公度（遵憲）先生

年譜 

崇文書店 1972 

白壽彝 回民起義 萬有圖書公司 1973 

周康燮 洋務運動研究論集 崇文書店 1973 

周康燮（編） 中國近代史資料分類彙 崇文書店 1973 

周康燮（編） 清季改良主義研究彙編 崇文書店 1973 

香港中文大學中

國文化硏究所文

物館 

清代瓷器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

硏究所文物館 

1973 

郭湛波 近代中國思想史 龍門書店 1973 

惲茹辛，惲本

初，惲茹辛 

清代毘陵名人手札 中山圖書公司 1973 

趙矢元 中國近代史事記 波文書局 1973 

羅香林 傅秉常與近代中國 中國學社 1973 

牟安世 洋務運動 波文書局 1974 

周康燮 一九二四年廣州商團事件 崇文書店 1974 

香港專上學生聯

會 

中國近代史圖片展覽：中華民族近百年

來的苦難，奮鬥與新生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 1974 

陳安仁 中國近代史要 上海印書館 1974 

蔣廷黻 中國近代史大綱 中美圖書公司 1974 

蕭一山 清史 中華文化出版事業社 1974 

司馬長風 中國現代史綱 波文書局 1975 

崇文書局（編） 淸代名人翰墨 崇文書局 1975 

陳萬雄 新文化運動前的陳獨秀（一八七九–一

九一五年）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975 

陳鍾凡 清代三百年思想的趨勢 陶齋書屋 1975 

穀雲 中國近代史上的不平等條約 香港朝陽出版社 1975 

余英時 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

硏究 

龍門書店 1976 

徐哲身 晚淸三傑 光華書店 1976 

司馬長風 中國近代史輯要 創作書社 1977 

存萃學社（編） 民國以來四川動亂史料彙輯 大東圖書公司 1977 

存萃學社（編） 一九一七年丁巳清帝復辟史料彙輯 大東圖書公司 1977 



 • 65 •

吳猷 清代吳氏畫稿 香港南山出版社 1977 

汪宗衍 讀清史稿札記 中華書局（香港） 1977 

波文書局（編） 清代史料彙編 波文書局 1977 

益漢書樓（編） 清代史料彙編 益漢書樓 1977 

高伯雨，高伯雨 李鴻章周游列國 波文書局 1977 

許指嚴 民國十週紀事本末 大東圖書公司 1977 

湖北省哲學社會

科學學會聯合會 

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 東方學出版社 1977 

楊端六 清代貨幣金融史稿 廣角鏡出版社 1977 

羅香林 梁誠的出使美國 香港大學亞洲硏究中心 1977 

鐘菁 中國近代史話 香港青年出版社 1977 

中國青年軍人社 1927–1934年的反蔣戰爭 大東圖書公司 1978 

存萃學社（編） 清代學術思想論叢 大東圖書公司 1978 

存萃學社（編） 一九二七–一九四五年國共鬥爭史料彙

輯 

大東圖書公司 1978 

存萃學社（編） 為第二次國共合作鋪平道路的：西安事

變與張學良 

大東圖書公司 1978 

存萃學社（編） 1927–1945年國共鬥爭史料彙輯 大東圖書公司 1978 

余偉雄 戊戌政變之原困及其影響 珠海書院國文學歷史硏

究所 

1978 

周康夑 顔李學派硏究叢編 大東圖書公司 1978 

周康夑 《東方雜誌》 論文彙輯 大東圖書公司 1978 

梁元生 林樂知在華事業與《萬國公報》 中文大學出版社 1978 

盛叔清 清代畫史 博雅齋 1978 

楊玉如 辛亥革命先著記 文化資料供應社 1978 

鄧力群（編） 中國近代史參攷資料 聯合圖書公司 1978 

黎澍 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囯政治 三聯書店 1978 

何漢威 京漢鐵路初期史略 中文大學出版社 1979 

李時岳 辛亥革命時期兩湖地區的革命運動 波文書局 1979 

金梁 清史論叢 大東圖書公司 1979 

周佳榮 蘇報與淸末政治思潮 昭明出版社 1979 

郭廷以 近代中國史綱 中文大學出版社 1979 

陳耀南 魏源研究 乾惕出版社 1979 

黃敬華，林毅 中國近代史常識 朝陽出版社 1979 

楊松，楊松，鄧力

群，榮孟源（編） 

中國近代史資料選輯 三聯書店 1979 

謝興堯 太平天國的社會政治思想 神州圖書公司 1979 

1970–1989 

中山大學學報編

委會 

孫中山年譜 大同圖書公司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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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硏究社 辛亥革命畫傳 中國文學硏究社 1980 

王爾敏 上海格致書院志略 中文大學出版社 1980 

存萃學社 《四庫全書》之簒修硏究 大東圖書公司 1980 

何漢威 光緖初年（1876–79）華北的大旱災 中文大學出版社 1980 

李時岳 辛亥革命時期兩湖地區的革命運動 大東圖書公司 1980 

李時嶽 辛亥革命時期兩湖地區的革命運動 大東圖書公司 1980 

周佳榮 辛亥革命前的蔡元培 波文書局 1980 

周康燮 顧炎武學術思想硏究彙编 大東圖書公司 1980 

周康燮 辛亥革命資料彙輯 大東圖書公司 1980 

林毅（編） 梁啓超史學論著三種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980 

青木正兒，內田

道夫 

清代北平風俗圖 今日文化公司 1980 

基督教中國宗教

文化研究社 

太平天國與宗教專刊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

究社 

1980 

張國淦 辛亥革命史料 大東圖書公司 1980 

揚州師範學院歷

史系 

辛亥革命江蘇地區史料 大東圖書公司 1980 

黃振權 香港與清季洋務建設運動之關係 珠海書院中國文學歷史

硏究所 

1980 

蕭國健 佛堂門之清代砲台 中外畫報社 1980 

薛君度著；楊愼

之譯 

黃興與中國革命 三聯書店 1980 

顧韋明 中日近代史 當代敎育出版社 1980 

中國新聞社 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三聯書店 1981 

中華基督敎會公

理堂 

中華基督敎會公理堂廣慶祝辛亥革命

七十周年特刊 

中華基督敎會公理堂 1981 

新報特刊委員會 中國動亂七十年：海峽兩岸紀念辛亥革

命七十周年特刊 

新報出版部 1981 

羅香林，李鑽錚 明淸實錄中之西藏史料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1981 

王德昭 清代科擧制度研究 中文大學出版社 1982 

石羽 鴉片戰爭與香港 時代圖書有限公司 1982 

實藤惠秀撰；譚

汝謙，林啓彥譯 

中國人留學日本史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982 

潘壽康 中國傳奇小說﹕清代篇 大方文化事業公司 1982 

蕭國健 淸代香港之海防與古壘 顯朝書室 1982 

中國社會科學院

中華民國史研究

室（編） 

胡適來往書信選 中華書局 1983 

汪伯岩 中國近代史講話 百靈出版社 1984 

黃璋 明清史硏究論文集 珠海書院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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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啓樵 明清史抉奥 廣角鏡出版社 1984 

魯凡之 鴉片戰爭與香港 集賢社 1984 

中國社會科學院

中華民國史研究

室（編） 

胡適的日記 中華書局 1985 

萬依，王樹卿，

陸燕貞，胡錘 

清代宮庭生活 商務印書館 1985 

萬依，黄海濤 清代宮廷音樂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1985 

陳錫祺，吳倫霓霞 孫中山在港澳與海外活動史蹟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 1986 

許冠三 新史學九十年（1900–） 中文大學出版社 1988 

紫微楊 清室氣數錄 明報出版社 1988 

楊際安，賈半席. 清廷生活秘錄 利文出版 1988 

中國郵票博物館 大龍郵票與清代郵史 商務印書館 1989 

何錦階 曹寅與淸代社會：《紅樓夢》作者曹雪

芹的家世眞相 

靑文書屋 1989 

李木妙 民國初期的榮氏企業 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 1989 

林啓彥 步向民主：中國知識分子與近代民主思

想 

中華書局 1989 

金性堯 清代筆禍錄 中華書局 1989 

鄭德華，劉詠聰

（編） 

香港地區明淸史硏究期刊論文索引，一

九八○至一九八七 

地平線出版社 1989 

黄宇和 有志竟成：孫中山倫敦蒙難及影響 國際展望出版社 1989 

1990-1999 

王英，羅長炎 中華之光：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 125

週年 

地平綫出版社 1991 

李毅華，馬曉旋 清代后妃首飾 栢高出版社 1992 

周佳榮，林啟彦 共和國的追求與挫折：辛亥革命與中

華民國的成立 

商務印書館 1992 

金性堯 清代宮廷政變錄 中華書局（香港 ）有限

公司 

1992 

故宮博物院 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宮廷繪畫 香港姊妺出版公司 1992 

王爾敏，吳倫霓霞

（編） 

盛宣懷實業函電稿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

研究所 

1993 

王爾敏，吳倫霓霞

（編） 

淸季外交因應函電資料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

研究所 

1993 

陳建華（編） 清代文學批評 香港大學出版社 1993 

蔡易安，何卓宇，

蘇慧文 

清代廣式家具 八龍書屋 1993 

周佳榮，劉詠聰

（編） 

當代香港史學研究 三聯書店 1994 

苑洪琪，單國強，鄒 清代皇帝一天的生活 香港區域市政局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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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蓮，嚴瑞源 

香港中國近代史學

會（編） 

中國近代史研究新趨勢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1994 

馬戞爾尼著，葉篤

義譯 

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

公司 

1994 

寒波 李鴻章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1994 

曾國藩 曾國藩家書 天地圖書公司 1994 

萬仁元 中國近代珍藏圖片庫 商務印書館 1994 

萬仁元，王曉華 孫中山與國民革命 商務印書館 1994 

錢振宗 清代瓷器賞鑑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

公司 

1994 

田家青 清代家具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

公司 

1995 

吳果遲 左宗棠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1995 

宋伯胤，程曉中 淸瓷萃珍：淸代康雍乾官窯瓷器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1995 

來新夏 北洋軍閥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

公司 

1995 

周耀祺 從郵票看中國近代史：周耀祺藏品 愛華基金有限公司 1995 

陳湛頤 日本人與香港：十九世紀見聞錄 香港敎育圖書公司 1995 

麥天樞，王先明 昨天：中英鴉片戰爭紀實 利文出版社 1995 

齊思和 第二次鴉片戰爭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

公司 

1995 

學峰國學文化硏究

所 

清儒治學與清代學術 學峰文化事業公司 1995 

蕭乾 辛亥革命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

限公司 

1995 

何冠彪 明清人物與著述 香港敎育圖書公司 1996 

李木妙 明清之際中國的海外貿易發展：以馬

戛爾尼使華前的中英貿易為案例 

新亞研究所 1996 

李金強 區域硏究：清代福建史論 香港敎育圖書公司 1996 

李茂高 偉人孫中山 山邊出版社 1996 

唐浩明 曾國藩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1996 

馬龍 漫畫中國近代史 創作人出版社 1996 

學友社（編） 讓歷史透視未來： 香港近代史展覽 學友社 1996 

聶崇正 清代宮廷繪畫 商務印書館（香港）股

份有限公司 

1996 

聶崇正 清代宮廷繪畫 商務印書館（香港）股

份有限公司 

1996 

李一翔 近 代 中 國 銀 行 與 企 業 的 關 係 ，

1897–1945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海嘯出版事業有限

公司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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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舜臣，蕭志強 鴉片戰爭 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1997 

鞠盛 中山頌：孫中山詩傳 新亞洲文化基金會 1997 

王韜 弢園文新編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

公司 

1998 

胡禮忠，戴鞍鋼，李

國章，趙昌平 

晚淸史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

公司 

1998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

館 

御賞壺珍：誦先芬室藏清代宮廷鼻煙

壺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1998 

馮元魁，李國章，

趙昌平 

淸史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

公司 

1998 

劉潞 淸代皇權與中外文化：滿漢融合與中

西交流的時代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

限公司 

1998 

魯凡之 從鴉片戰爭到廢除不平等條約 毓祥文化服務社 1998 

中山市孫中山研究

會 

孫中山研究文集，第二辑 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1999 

耿雲志 胡適及其友人，1904–1948 商務印書館 1999 

黃韵海 辛亥革命老人黃元秀傳 香港恆明出版有限公司 1999 

2000-2009 

Augustus F Lindley 

著；王維周，王元

化譯 

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000 

呂元驄，葛榮晉 清代社會與實學 香港大學出版社 2000 

林啓彥，黃文江

（編） 

王韜與近代世界 香港敎育圖書公司 2000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

館 

虹影瑤輝：李景勳藏清代玻璃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2000 

孫穗芳 一個開創世纪奇蹟的偉人：國父孫中

山先生纪念集 

秋海棠文化企業 2000 

劉建業 清代進士墨迹集珍 中國收藏出版社 2000 

尚明軒 孫中山及辛亥人物論叢 東方紅書社 2001 

胡志偉 黃世仲與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九十週

年紀念曁黃世仲投身革命百週年國

際學術討會論文集 

紀念黃世仲基金會 2001 

徐中約 中國近代史 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1 

高勞 辛亥革命史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

限公司 

2001 

梁啟超 李鴻章 海南出版社 2001 

單國强 清代書法 商務印書館 2001 

源志藩 清代史迹雜談 科華圖書報社 2001 

中國文學硏究社 國父孫中山先生畫史 中國文學硏究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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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佳榮、鍾寶賢、

黃文江（編） 

香港中華總商會百年史 香港中華總商會 2002 

孫威軍 國父孫中山：一代偉人不朽傳奇 文化傳信有限公司 2002 

羅香林 國父在香港之歷史遺蹟 香港大學出版社 2002 

任桂淳，陳文壽. 清史 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有

限公司 

2003 

林啓彥，朱益宜

（編） 

鴉片戰爭的再認識 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3 

郭繼生 合璧聯珠：樂常在軒藏清代楹聯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2003 

黎志剛 中國近代的國家與市場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200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

館 

清代文書檔案圖鑒 三聯書店 2004 

牛貫傑 原來李鴻章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

公司 

2004 

成金 曾氏止學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

公司 

2004 

李金強、麥勁生、

蘇維初、丁新豹

（編） 

我武維揚：近代中國海軍史新論 香港海防博物館 2004 

現代敎育硏究社有

限公司編輯委員會 

中國歷史文化地圖集：淸代至現代 現代敎育硏究社有限公

司 

2004 

傅一峰，華強（編） 東南民眾運動與上海小刀會：東南民

眾運動與上海小刀會起義 150周年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 

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2004 

黃鴻釗 香港近代史 學津書店 2004 

楊鍚紱 漕運則例纂 蝠池書院出版有限公司 2004 

蝠池書院（編） 欽定回疆則例 蝠池書院出版有限公司 2004 

蝠池書院出版有限

公司（編） 

欽定王公處分則例 蝠池書院出版有限公司 2004 

蝠池書院出版有限

公司（編） 

欽定臺規（道光朝） 蝠池書院出版有限公司 2004 

蝠池書院出版有限

公司（編） 

欽定學政全書（嘉慶朝） 蝠池書院出版有限公司 2004 

蝠池書院出版有限

公司（編） 

戶部海運新案（道光朝） 蝠池書院出版有限公司 2004 

蝠池書院出版有限

公司（編） 

欽定八旗則例（乾隆朝） 蝠池書院出版有限公司 2004 

蝠池書院出版有限

公司（編） 

欽定大清現行刑律（宣統朝） 蝠池書院出版有限公司 2004 

蝠池書院出版有限 清代各部院則例 蝠池書院出版有限公司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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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編） 

蝠池書院出版有限

公司（編） 

欽訂戶部漕運全書 蝠池書院出版有限公司 2004 

蝠池書院出版有限

公司（編） 

欽定宗室覺羅律例（宣統朝） 蝠池書院出版有限公司 2004 

蝠池書院出版有限

公司（編） 

乘輿儀仗做法 蝠池書院出版有限公司 2004 

蝠池書院出版有限

公司（編） 

續增科場條例（咸豐朝） 蝠池書院出版有限公司 2004 

錢鋼 大清海軍與李鴻章 中華書局 2004 

鍾叔河（編） 曾國藩教子書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004 

牛貫傑 原來曾國藩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

公司 

2005 

林啟彥，李金强，

鮑紹霖（編） 

有志竟成：孫中山、辛亥革命與近代

中國 

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 2005 

周佳榮 言論界之驕子：梁啟超與新民叢報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

公司 

2005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

館 

暫得樓清代官窯單色釉瓷器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2005 

康志杰 尋覓「丢失的記憶」：辛亥革命時期

武漢暨長沙聖公會基督徒參與社會

變革活動研究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

心 

2005 

蝠池書院出版有限

公司（編） 

清代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 蝠池書院出版有限公司 2005 

丁新豹、周佳榮、

黃嫣梨（編） 

近代中國留學生論文集 香港歷史博物館 2006 

李久芳 清代漆器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

限公司 

2006 

李焯然，楊松年，

容世誠 

明清研究：現狀的探討與方法的反思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2006 

張瓊 清代宮廷服飾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

限公司 

2006 

趙雨樂 文化中國的重構：近現代中國知識分

子的思維與活動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2006 

周佳榮 近代日人在華報業活動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

公司 

2007 

周佳榮 從翰林到教育家：蔡元培及其事業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

公司 

2007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

館 

機暇清賞：懷海堂藏清代御窰瓷缾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2007 

啓功 啟功說紅樓：清代文化解讀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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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趙建 清代郵政用品（1877–1911） 中國郵史出版社 2007 

劉潞 帝國掠影：英國使團畫家筆下的中國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

公司 

2007 

李金強、湯紹源、

梁家麟（編） 

中華本色：近代中國教會史論 建道神學院 2007 

王汎森 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

公司 

2008 

李金強 一生難忘：孫中山在香港的求學與革

命 

孫中山紀念館 2008 

周佳榮 新民與復興：近代中國思想論（第二

版）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2008 

姚西伊 中國基督教唯愛主義運動 基道出版社 2008 

陳平原 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晚清畫報研究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

公司 

2008 

陳萬成 自西徂東：中外文化交流史叢稿初編 嘉業堂 2008 

方永德、宋光麗、

方思源（編） 

中國的魅力：趨之若鶩的西方作家與

收藏家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

公司 

2009 

王成勉（編） 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創新：紀念牟復禮

教授論文集 

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9 

王宏志、梁元生、

羅炳良（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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