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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興趣與專長為香港華人社會史及中國近代史，因香港本身即為東亞地區航運網

絡中之重要港市，加上博士班時期隨指導教授執行近世東亞海港城市等研究計畫，故研究涉獵

亦擴及東亞海洋史、越南史等領域；近期則因為工作緣故較常接觸日治以來臺灣史之範疇。未

來研究方向預計進一步探索香港與東亞區域如新加坡等其它重要港市的聯繫，並持續探究不同

華人族群在這些港市中獲取之文化經驗等議題。

提    要

鴉片戰爭之後，長久以來被中原王朝視為邊陲之地的香港，在英國殖民政府落力經營下，

形成具備文化上中西交匯，政治上鄰近中國卻不受清廷干預，輸出西方文化等多元獨特性的國

際港市，並成為週邊國家與地區學習效法的對象，與香港緊鄰的晚清中國，亦不例外。當思想

多數被儒家傳統形塑的晚清外交使節、長期寓居香港使思想介於中西間之文化人、接受殖民地

西式教育之華人菁英等不同背景的清末知識分子置身於香港，與其多元獨特性接觸，他們分別

對此又會有那些不同的回應？

本文以 1860 ～ 1900 年間上述三種華人知識分子之日記、遊記、改革思想論述等著作為材

料，檢視其中與香港相關之記載，通過比較分析其內容，了解他們在置身香港時，因所承載的

思想與文化背景之差異，對香港客觀存在的環境產生各種主觀的描述與觀察，並在此種過程中

獲得異文化的衝擊、文化涵化、文化認同等各種文化經驗，以及形成文化傳播等現象。另一方

面，對不同的華人知識分子群體而言，在其生命歷程中的特定時間與香港這個城市產生交會時，

也因為其各自背景的差異，香港又被塑造為不同的角色，且具備多種不同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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