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6000年》

編後記

欣逢齡記書業集團創立五十五周年、香港回歸祖國一周年之

際，《香港6000年（遠古∼1997）》經過編輯同仁整整一年的辛勞，終於

由書稿而編印成冊了！

齡記書業集團是香港人經營的跨國出版公司，由區百齡先生於

1943年手創迄今。數十年來，區百齡先生與現任總經理區錦榮先生一

直以發展香港文化教育為己任，投身出版事業，珍愛圖書文物，也器

重專家學者。近年更熱衷出版有關香港史地的圖籍，於是乃有《19世

紀的香港》、《20世紀的香港》、《城寨與中英外交》、《粵港關係史

（1840─1984）》、《香港史論叢》、《香港會話手冊》、《香港路路通》、

《香港歷史圖說》以至本書的問世。其中《20世紀的香港》、《香港會話

手冊》更與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合作，出版了簡體字本，直接與中

國內地億萬讀者見面，是為京港文化出版交流之佳話。

本書原定名《香港大博覽》，擬在內地出版，奈因審批延阻，書稿

遂轉入本公司之手。當開建、國健諸學友於1997年5月與我們聯繫

時，區錦榮先生當即決定承擔此書之編印，後書名並改成《香港6000

年》。從此，開始了我和諸同仁無數缺眠少休的日日夜夜。

原來作者與我們均想在香港回歸祖國的時刻推出此書，然考慮

到歷史書是鄭重的傳世之作，絕不可粗製濫造、貽誤後人，也不必匆

匆忙忙作趕時髦的“獻禮”，故決定潛心編訂、精心製作，由內容到形

式一切以保證質量為依歸。自接手編輯此書，我自己負責全部書稿從

初校到末校的校訂工作，並以長期在港的所見所聞，盡可能予以增

補，尤其是1945-1997年香港與中國內地的關係的範圍。有個別資料

諮詢過陳可焜、黃文放兩位先生的意見，特誌衷心銘感。一些新增材

料因時間關係，事先未及徵得原作者的同意，如有甚麼缺失，應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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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承擔責任。

本書的撰著，是以開建學友為首的寫作班子長年艱辛的成果。

同時，全書的編製也凝聚了許多同仁的心血，其中：陳惠瓊小姐負責

統籌編排工作，決定圖片編選及參與全書末校；陳秋菊小姐負責封

面、扉頁及全書版式的美術設計；劉震華先生參與全書三校起的全部

校訂工作；鍾穎怡小姐參與選圖入文的編輯及圖片、文字的校對工

作；張嘉慧、蘇秀雲兩位小姐從事全書外文譯名的校訂；黎偉權先

生、黃少婉小姐負責全書圖片的分類整理及修補等技術工作；馮韻女

士及吳佩蓮小姐負責地圖的編繪；萬清芳、陳卉、盧英、童曉青等小

姐承擔了全書排版的工作；申惠如先生則負責最後的印務安排。

當全書進入最後製作的關鍵時刻，作者湯開建、陳文源兩位先

生親自趕到香港、深圳，與我們朝夕相處，從事清樣的校訂。此外，

深圳大學的國世平教授對本書的出版頗為關心，由於他和深圳四強資

訊有限公司的引介，本書交由深圳正佳新電子有限公司負責排版及製

作膠片。其他如香港奇峰分色製版有限公司負責為圖片掃描，香港濤

文印刷有限公司承擔印製、裝訂，都為本書的出版盡了力，值得我們

表示深切的謝意。

《香港6000年》這一精裝鉅製終於面世了！它與精裝12卷的《新世

紀百科全書》均屬本公司1998年的殿堂級大作。謹以此鉅獻，呈奉給

關愛香港的海內外讀者，並歡迎批評指正！

陳佳榮

於1998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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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香港6000年》章首序文

1. 前代香港（遠古∼1838）

這是一塊很小的土地 東漢李鄭屋古墓的陶簋

卻留下了許多傳奇─ 大埔碗窯的青花瓷

吐露港的採珠池 宋末帝的行宮

石排灣的運香船 五大宗族的圍村︙︙

佛堂門的天后廟

銅鑼灣的紅香爐 中華兒女在此地牢牢紮根

神州歷史在這况代代延伸

這是一塊很小的土地

卻閃射出華夏文明的光輝─

2. 開埠初期（1839∼1860）

鴉片戰爭一聲炮響 中華故土的城頭上

港海風雲突變 望不到黃龍旗迎風招展

劃破了千年的寧靜 但見那米字旗耀武揚威

開山 填海 築路 建屋

銀號 工廠 商舖 洋行

鐵甲貨輪縱橫西東

萬國商賈雲集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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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初步發展（1861∼1899）

新式汽船 怡和 匯豐 太古︙︙

經蘇伊士運河來到維多利亞港 歐賈 印販 華商︙︙

海底電纜 自由競爭的滾滾厚利

將港地與世界蛛絲般連繫 養肥了商賈

煤氣電燈 成就了香江

為發展香港提供動力

山頂纜車

標誌香港陸上交通的新里程

4. 革命溫床（1900∼1919）

即使不列顛的屬土 香港西醫書院的寧靜環境

也絕非世外桃源 陶冶了國父孫逸仙的革命情懷

中華民族的革命風雲 由乙未至辛亥

就從這况醞釀肇始 從興中會到同盟會

源自香江的燎原星火

終將末代王朝埋葬

5. 動盪歲月（1920∼1936）

這是一段令人頹喪的日子 食不果腹

世界性經濟不景氣 盆滿缽滿的富商鉅賈

觸發了香港社會危機 憂心忡忡

每天幹十四小時的勞苦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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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 反抗 反抗 一次接一次的罷工風潮

罷工 罷工 罷工 頓使香港變為臭港

機器工人 海員工人

洋務工人 電力工人

6. 共赴國難（1937∼1945）

七七蘆溝橋的槍聲 捐錢  捐物  捐飛機

使香港成了祖國同胞的避難所 救災  救國  救同胞

三年零八個月的日寇統治 從學賑會至保衛中國同盟

又將香港變為人間地獄 由港九大隊到英軍服務團

難苦卓絕的八年抗戰 為了打敗日本法西斯

香港—中華共赴國難 譜奏了一曲曲悲壯戰歌

7. 戰後恢復 （1946∼1966）

站起來 只是短短十數載光陰

在戰爭的廢墟上重建家園 滿目瘡痍的香港百業俱興

勤勞智慧的香港人 不僅傳統的轉口貿易港日趨繁榮

對任何艱難困苦視若等閒 更開拓了本地工業化的新時代

8. 步向繁榮（1967∼1983）

歷史的驚歎

香港成了東亞文明圈中四小龍之一

時代的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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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創出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

彈丸蕞爾之地

擁有難以數計的世界第一

誰不稱讚

“積極不干預”的自由經濟政策

誰不知曉

祖國大後方的遼闊市場和全力支持

誰能否認

奮鬥有成的企業家功不可沒

誰能抹煞

奠定繁榮基礎的是廣大港人

9. 主權交接（1984∼1997）

離開祖國一百五十餘年

香港成了舉世聞名的東方之珠

念念不忘又息息相關的是故土鄉親

母親啊 遊子終於重投您的懷抱

當米字旗在全港悄然除下

當五星國旗在會展中心高高飄揚

我的心跳 加快了

我的臉兒 漲紅了

歷史將永遠銘記主權回歸的莊嚴時刻：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零時零分

（載湯開建、蕭國健、陳佳榮主編《香港6000年》，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8年
  出版。各章首頁序詩係湯開建教授原作，後經劉震華、陳佳榮等參與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