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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行將消逝，21世紀就要到來。對於香港地區，伴隨著

2000這一世紀之交數碼的，還有另一震撼人心的年份─1997！這一

年6月30日24時止，按照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租借

的新界九十九年之期屆滿；這一年7月1日0時起，按照1984年中英《關

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英國將把整個香港地區主權及管治權，歸

還給中國。

隨著香港的回歸，以1842年港島割讓為起點的一個半世紀─殖

民地時代，即將宣告終結。值此風雲變幻的歷史時刻，中外人士都渴

望多瞭解香港這顆東方明珠的滄桑，昔日中國統治者如何被迫將她出

讓給英國人，而一百五十年來她又如何從一個罕為人知的小島嶼，變

成世界馳名的大都會。可是，遍顧寰宇，有關香港的中文歷史書實屬

寥寥，因此出版一套比較詳盡的香港史著作，就成了一件極有意義的

事情。

呈奉在讀者面前的《十九世紀的香港》，是齡記出版集團屬下之麒

麟書業有限公司計劃推出的香港史系列之一。該書由北京及香港知名

學者合作撰著，包含了大量中外文史料，不僅篇幅巨大，而且學術性

頗強。對於書中的部分觀點，中外學界也許會有不同的看法；可是世

界上又有哪一部著作，不帶有作者因出身、民族、國籍乃至種族有

異，而產生的不同觀點之烙印呢？判斷一部歷史著作，首要的不是作

者如何闡釋歷史，而是書中引用的史料是否真實、全面，由這些史料

導出的結論是否公允。就此而言，本書可說是迄今為止用漢文寫成的

資料詳盡、論述客觀的第一部香港斷代史。

整個十九世紀下半期，香港歷史最根本最突出的課題就是：英

國利用武力強迫中國政府先後割讓港島、九龍及租借新界。本書正是

圍繞這一環節，提供了巨量的史料並加以分析，或令讀者自行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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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材料的介紹，自然有剪裁的問題，但也不無歷史時代的規限。例

如，英國在十九世紀對香港的管治，黑暗面不小。這不僅由於香港是

殖民地，而且也因為當時宗主國英倫本土的政局弊端甚多，帶有剛剛

脫離原始積累赤裸裸掠奪的痕跡，否則馬克思、恩格斯當年也不會在

大英圖書館創出一個“社會主義”來了。

然而，歷史是不能戴著玫瑰色眼鏡來閱讀的。儘管十九世紀英

國人以巧取豪奪的方法佔領了香港，但時至今日，香港已成為人見人

愛的東方明珠。她被稱為“購物者的天堂”、“亞洲第一小龍”，這是世

人公認的不爭事實。如何看待這種錯綜矛盾、令人目眩的歷史現象

呢？人們大概會說：這一切一切都是香港人艱苦奮鬥的結晶。有些學

者也可能提出：香港繁榮乃拜第二次世界大後資本輸出新轉變之賜，

歐美諸國不得已而分給東方人一杯羹。上述分析自不無道理，不過平

心而論，應該進一步考慮：英國在香港的政治、經濟制度及其健全、穩

定性，對於香港一個半世紀以來的突飛猛進，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任

何一本嚴肅的香港史著作，都必須對這些問題作出恰如其分的回答。

由此可見，1997年的主權回歸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政治問題，它

還涉及經濟、文化諸多方面。在某種意義上說，1997年及其後的至少

五十年，對於中華民族是一個重大的考驗：如果沒有外國人的“權

威”，中國人能否自己管理好香港，令她繼續傲立於世界先進都市之

林？1997-2000年已經在望，我們將成為香港回歸祖國的歷史見證

者，翹首期望她繼續繁榮穩定，我們也衷心祝願中華民族與神州大地

迅速繁榮昌盛。

關於香港史的研究課題，範圍相當廣闊，許多方面都值得去展

開，去進行。本書可算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不久後，本公司還將繼續

出版《二十世紀的香港》，繁、簡體字版同時發行，敬請廣大讀者垂注。

1994年4月1日

（載《十九世紀的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4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