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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簡史》

内容概要

《香港簡史——從殖民地至特別行政區》是根據英語世界中暢銷的香港歷史讀本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翻譯出版，英文版自出版以來，深獲各界好評。在本書中，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高馬可
（John M. Carroll）以引人入勝和深入淺出的敘述，把香港的不凡歷史娓娓道來，上起1800年代初，下
迄香港回歸，追尋這個前殖民地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的發展軌跡。此書的探索重點是香港
這個地方的獨特身份，以及它作為中國歷史、英國殖民史和世界歷史交會的十字路口的地位。相比起
同類香港史著作，本書立論更為客觀，分析上更具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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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評分視乎你買到的是什麽版本了
2、精彩的香港史入门，厚积薄发之作。
3、身在香港，了解香港历史。虽是简史，但那些岁月与人物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将会永恒。
4、简单客观，一段历史娓娓道来
5、有机会要收了
6、过于简单，部分内容叙述不清，有的引用也没有标注出来，成见颇多，有点outdated。
7、政改未通过的这一天，刚好看完这本书
8、全面，客观，什么话都说。。。作为香港史入门最好不过了
9、它融汇中西文化，既重视传统中国价值，又强调现代西方价值。我们不会忘记大家，我们还会以
最关切的目光，注视着你们走入不凡的历史新纪元。
10、了解香港史的好书，论述已近客观
11、感觉叫香港社会简史更贴切一点。有描述香港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但也用了大量笔墨描述历
史上香港社会的形形色色。非常浅显易懂，入门必备！
12、我们之间的不一样，不错的香港史。孔和尚之流应该读读再骂~~~噗！
13、捡垃圾时间看完的，每天脑汁耗竭回到宿舍昏昏欲睡时还想着读上几页到欲罢不能，说明这书对
我的吸引力着实太大，加之译笔极好。在我看来，香港在未来几十年，除去其固有优势或特色（自然
环境、自由经济、地缘政治、多元文化）之外，最重要的一笔将是在中共干预下探索和发展普遍民主
之路并为大陆提供经验与镜鉴，这一点无论沪深还是台湾都替代不了。
14、如果把香港看作一个人，他寂寂无闻了多年，含辛茹苦了多年，以为苦尽甘来了，闪光却不过一
瞬。//历史是多么重要，多亏这本书，我对他们的理解也多了些。
15、正如其名，简史一部，手上这部应该不是删减版，港人今日之心态倒是可以理解了
16、@G71 北京西-广州南 今日我们所怀旧之香港，更多是1970-1997之香港，而1997-2016之香港，或许
得等到20年后回头看才能清晰 
17、作為香港人，這本是我暫時看來最好的香港通史
18、真的历史应该是也必须是客观的···不过写出来的历史从来都不可能是绝对客观的···
19、这本书的好处的确是，客观。
20、香港虽然是弹丸之地，民主改革的结果直接对台湾和边陲两省的未来有重大的借鉴作用。但是沿
用了60年的统战策略老土且粗暴，你国人对国际政治也并不是得心应手，另一方面泛民依靠基本法能
打的牌越来越少，谈判筹码明显不够，和50年代tibet的境遇极其相似，未来堪忧啊。
21、相当公允、客观的史书。
22、无可替代的香港史入门读物，立场平正，译笔极佳，读完之后再回顾男神上课的纲要，可以说是
把港史的点点滴滴都覆盖无遗了。之前就听说港英时代自由而不民主，现在看来即便前者也要打个问
号。历史的伟迹只是权利和权力相互撕咬后的废墟，早先的华人少不了曲意合作，让我最惊讶的是二
战的沦陷给香港华人带去了战后和港英博弈的砝码，而此前的改革无论怎么尝试都是杯水车薪，可见
其中政治（英国、中共、老蒋、港英）、历史、地理因素的相互纠缠，远非一些本土派简单的文化追
认就能理解。除此之外，香港今天的乱局很难说跟当年英国撤离前别有用心（至少在意图上）的民主
化改革没有干系，将来怎么走，尤未可知。然而，我觉得现在香港最大的意义无疑在政治上，只要你
国的改革裹足不前，香港在21世纪就会继续担当鱼龙混杂又保有特色的中转站角色。
23、一百五十多年的香港历史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脚注。过程随之如此：英国人来了，统治；
日本人来了，统治；共产党来了，统治。而香港华人真正很少起到政治上的决定作用。在历史的夹缝
中生存的香港民众，造成如今的局面，情有可原。
24、这种书都应该读两遍以上才能说自己收获了哪些，第一遍都属于被科普。
25、了解香港史的好书
26、很客观的一本书，写出了香港近一百年来短暂却又复杂的历史，一路走来香港的发展，变化，与
英国，大陆甚至日本错综复杂的联系，娓娓道来，却也不失偏颇
27、非常棒的香港历史入门书 香港现存的很多问题都是历史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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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客观的香港历史
29、算是一本简明扼要，翻译清晰的基础读物。购于今年五月的香港三联书店，为纪念此次香港之行
。这本书笔调在我读来是客观中立的。以前我只是傻傻的中意香港流行文化，音乐电影之中是能窥到
香港社会的部分面貌。但都不及这本书给我的感触之深。从南方一个瘴痨遍地的深水港在殖民下形成
了今天的风貌，而期间英政府、北京、各个港督、来港商人、有钱华商、逃难者以及中下层劳工各有
其不同的利益追求。之前的互动和博弈足以看出利益阶层的多样化。一个社会的运作是如此的牵一发
动全身。是很好的写作补充材料。Again，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能够理解一个并没有在香港真正生
活过的人为什么要读这本书，而另一种人并不理解。
30、很中肯的一本史书！
31、对于理解香港当下社会的主要议题（缘由、症结等）很有帮助。印象最深的是书中摘了一段李瑞
环就北京对香港理解之不能的比喻：

【他说：有位妇人有一把百年紫砂茶壶，用来沏茶茶香氤氲。妇人把茶壶拿去卖，她不知道积淀在壶
内的茶垢是茶香的来源，将之全部刷洗掉，结果原来想买壶的客人一看，就说这只茶壶一文不值了。
如李瑞环所说：“许多事，你不理解就不自觉，就很难把好东西坚持下来，也很难说你去掉的是好是
坏。”】
32、帝国历史背景勾勒得相当精致入微，香港本地认同为主线的史观，以史知今，占中是个伪命题。
33、立论中正，角度全面，相对比较坚守香港本位，全部引用二手资料而非原始档案和材料，部分论
点还值得深入讨论。基本没有避讳，既记叙了殖民地政府时期种种弊端，如种族歧视与隔离，设立非
政治化行政体系且多次（出于维持统治或担忧中国政府态度）无视华人要求增加政治参与和代表性的
诉求，管治从高压腐败日后才逐步转向理性与高效，经济繁荣背后贫富悬殊和政府福利社工政策不足
等，又谈及在香港位于亚太区蒂利位置和英国政府在全球政治经济中地位变化的背景下，这些措施是
如何产生演变及影响香港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并逐步凝聚香港主体性和形塑香港认同，还初步勾勒了
理解回归后香港社会焦虑、经济重要性相对下滑、政治上由于种种殖民时代后遗症（不全是殖民政府
造成）而在一国两制体系下艰难前行的进程。并讨论修正了许多历史节点的发轫时间问题。
34、2047,nothing will happen.老人看得很透，富人跑得很快.中港青年更应携手共建资本主义中国.
35、内容从地域起源谈起，讲述殖民地早期社群面貌、风俗人情，再到21世纪社会变动、经济腾飞，
到与大陆的历史牵连，再论析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及至八九、回归以来的本土政治觉醒。文段简明清晰
，连贯有趣。在年代翻飞、宏大梗概的历史事件间，穿插生动可信的细节，多面平衡的评论选编，节
制冷静的评论让我激赏。
36、相對來說已是一本相當客觀的歷史書了。PS：書非借不可讀也。
37、几番周折才拿到这本非河蟹版的香港简史，对于我这样一个不爱读历史书的人来讲，这本还是很
耐看的。
38、有點太中立了 更喜歡徐承恩的本土立場
39、没有阉割版的才是正统！
40、立场太明显，有失偏颇，不过总算明白了一些作死的源头
41、香港身份认同，不错的一个话题。
42、看完以后就会觉得香港目前发生的这些问题都是有迹可循，从殖民地到特别行政区 从1884，1937
，1949，1984再到1997，每一个关乎香港现状和未来的历史节点，香港这座城市却都是被作为两国甚
至三国间博弈的筹码，而这座城市，似乎从来没有自己能掌控自己的命运过。这种无力感在现在似乎
开始疯狂地爆发。而香港制度最大的弱点，也是殖民地的贻害所致，那就是香港培养不出政治领袖。
凡此种种吧，读历史真是一个容易让人对未来悲观的事情呀。
43、真是相当客观了，不错
44、香港的历史是一段被忽略的历史，她远远比被割占的惨痛和现时的繁华更丰富更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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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香港簡史》的笔记-第184页

        因此，1949年後的「香港一代一代的華人學子成長起來，通過中國文化科目認識到自己中國人的
身份，但這種身份卻與當代中國或香港本土無關。那是一種抽象的中國人身份，屬於移居海外華人的
一種愛國情操。另外，由於這種情操與中國這個有形實體的善惡美醜毫無關係，他們因而可能更無所
保留地堅持」*。*引自Luk, B. H. K. (1991). Chinese culture in the Hong Kong curriculum: Heritage and
colonialism.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35(4), 650-668.
http://www.jstor.org/stable/1188110

2、《香港簡史》的笔记-第247页

        李瑞环用一个故事比喻中国收回香港，他说：有位妇人有一把百年紫砂茶壶，用来沏茶茶香氤氲
。妇人把茶壶拿去卖，她不知道积淀在壶内的茶垢是茶香的来源，将之全部刷洗掉，结果原来想买壶
的客人一看，就说这只茶壶一文不值了。如李瑞环所说：“许多事，你不理解就不自觉，就很难把好
东西坚持下来，也很难说你去掉的是好是坏。”

3、《香港簡史》的笔记-第261页

        在對香港的統治步入尾聲前一直拒絕實行代議政制的英國人，在臨近九七的時候搖身一變，忽然
成為民主改革的堅定推動者（西方媒體尤其以這種形象來呈現英國人），而對比起中國政權，這個形
象更是鮮明。有關殖民地政府種族歧視和缺乏政治代表性的種種歷史消失殆盡，代之而起的是一種自
鳴得意的信念，認為香港若非在英國統治下變得如此繁榮，中國大概不會想拿回這個城市。英國廣播
公司在報道中讚揚香港是「英國的遺產、自由市場的低稅天堂、華人幹勁與英國仁治的完美結合」。

4、《香港簡史》的笔记-第213页

        大部分1950年後在香港出生的人，對中國沒有什麼經驗，父母又是避禍南來的，所以他們不大認
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是其共產黨政府。港督葛量洪在1962年寫道，過去「大部分華人」對香港沒
有歸屬感，但「自從共產黨統治中國後，情況有所改變，現在很少香港華人打算返回這個他們出生的
國家，而逐漸成為永久定居香港的市民」*。*引自Grantham, A. (1965). Via ports: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9891831/ p. 112

5、《香港簡史》的笔记-第229页

        　　中英有關香港前途問題的談判歷時兩年。⋯⋯雙方對於談判最終要達成什麼樣的成果，有很
不同的看法。前港府政治顧問兼英方談判小組成員衛奕信（David Wilson）憶述：「我們希望制定出
猶如《大英百科全書》般詳盡的協議，但中方想要的，卻是一份兩三頁A4紙大小的文件。」**引
自Wilson, L. (1996). Learning to live with China, In S. Blyth &amp; I. Wotherspoon (Eds.), Hong Kong
remembers (pp. 175-18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4020515/ p. 179

6、《香港簡史》的笔记-第291页

        　　殖民地官員常把香港政治文化發展遲緩歸咎于華人、他們的傳統文化及難民心態。曆史學家
科大衛甚不以爲然：「香港和東亞其他地方的政治或經濟發展，並非由儒家思想主宰，正如歐美政治
經濟發展背後的推動力並不是基督教思想。」科大衛認爲：「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沒有擴大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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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剝奪了香港人參與政治的有效途徑。」香港人了解到他們在香港行政架構中沒有施展空間，改爲
在少數他們有用武之地的舞台發揮實力，例如商業和專業領域，因而給人「香港人不關心政治的印象
」。**引自Faure, D. (2003). Colonialism and the Hong Kong mentalit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903080/ p. 2 &amp; p.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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