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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本《香山鄉土志》的發現及其價值

摘   要  暨南大學圖書館藏有一部《香山鄉土志》手抄稿本，2018年收入《中國古
籍珍本叢刊・暨南大學圖書館卷》。是書還有另外一種版本，即定稿本，

藏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1988年由中山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影印
出版。通過對兩者的比較研究，筆者發現中山本雖屬定稿，但存在許多謄
寫訛誤、抄錄脫落之處，而暨大本卻無此狀況。從版本的角度來說，暨大
本是優於中山本的。是書在地方志體例方面頗有創新，並保留了諸多關於
澳門、鴉片戰爭以及香山實業、商務、宗教等方面的史料，對研究近現代
澳門史、香山史頗有參考價值。

關鍵詞  《香山鄉土志》；稿本；澳門；價值

許起山 *

* 許起山，博士，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副教授。曾在

《中國史研究》等刊物發表多篇文章，出版著作包括《中興遺史

輯校》等。

香 山 縣（ 主 要 範 圍 包 括 今 廣 東 中 山、 珠 海
等地）自宋代置縣至清末，一直為廣州府屬縣。

按 光 緒《 香 山 縣 志 》 所 載：“ 香 山 縣， 漢 番 禺
縣 地， 晉 以 後 為 東 官 郡 地， 唐 為 東 莞 縣 地， 宋
紹 興 三 十 二 年 分 置 香 山 縣， 屬 廣 州。 元 屬 廣 州
路，明屬廣州府，本朝因之。” 1 香山縣為廣府
文 化 昌 盛 之 地， 學 校 眾 多， 科 舉 發 達， 中 舉 者
頗 多。 澳 門 原 來 即 屬 香 山 縣 管 轄， 故 其 能 得 西
方 風 氣 之 先， 海 外 貿 易 開 始 較 早。 據 今 所 見，

香山縣歷史上修有嘉靖《香山縣志》、康熙《香
山 縣 志 》、 乾 隆《 香 山 縣 志 》、 光 緒《 香 山 縣
志 》、 民 國《 香 山 縣 志 續 編 》 等 九 部 史 志， 足
見 其 修 志 之 頻 繁。《 香 山 鄉 土 志 》 雖 然 記 載 的
內 容 截 止 到 清 末， 但 在 體 例 等 方 面 有 所 創 新，

尤 其 是 書 中 載 有 關 於 澳 門 地 區 的 材 料， 常 被 研
究澳門史、中外關係史等方面的學者廣泛引用。

此 書 目 前 所 見， 共 有 兩 種 版 本： 一 是 暨 南 大 學
圖 書 館 所 藏 之《 香 山 鄉 土 志 》 稿 抄 本（ 下 稱 暨
大 本 ）； 二 是 中 山 市 地 方 志 編 纂 委 員 會 辦 公 室
影 印 出 版 的《 香 山 縣 鄉 土 志 》 定 本（ 下 稱 中 山
本 ）。 中 山 本 影 印 較 早， 故 而 學 術 界 皆 多 引 此
本。 暨 大 本 屬 於 新 近 發 現， 尚 無 學 者 重 視。 經

過 一 段 時 間 的 認 真 研 讀， 我 們 發 現 暨 大 本 作 為
底 本， 能 夠 糾 正 中 山 本 的 許 多 訛 誤。 根 據 學 術
界 僅 重 視 中 山 本 史 料 價 值 的 客 觀 情 況， 茲 就 此
書 的 版 本 價 值、 體 例 創 新、 稀 見 史 料 三 方 面 略
作論述。

一、版本價值

數 年 之 前， 筆 者 在 研 究 香 山 歷 史 文 化 的 過
程 中， 偶 然 發 現 暨 南 大 學 圖 書 館 古 籍 部 藏 有 一
部《 香 山 鄉 土 志 》， 是 書 後 來 在 2018 年 收 入
《 中 國 古 籍 珍 本 叢 刊・暨 南 大 學 圖 書 館 卷 》，

由 國 家 圖 書 館 出 版 社 影 印 出 版。 是 書 編 撰 於 清
末 民 初， 記 載 下 限 截 止 到 清 朝 最 後 一 位 皇 帝 溥
儀在位的宣統二年（1910 年），影印者因此將
其 命 名 為 宣 統《 香 山 鄉 土 志 》。 此 書 為 手 抄 稿
本， 共 十 五 卷， 每 半 頁 八 行， 每 行 二 十 一 字，

小 字 雙 行。 沒 有 著 錄 作 者， 也 無 序 跋、 凡 例。

卷 一 有“ 廣 東 師 範 學 院 圖 書 ” 藏 書 印。1970
年 11 月，華南師範學院更名為廣東師範學院，

1977 年 11 月 又 改 回 華 南 師 範 學 院， 即 當 今 之
華 南 師 範 大 學。 由 此 藏 書 印 可 知，《 香 山 鄉 土
志 》 曾 在 二 十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為 廣 東 師 範 學 院 圖
書 館 收 藏， 後 來 散 出， 之 後 歸 暨 南 大 學 圖 書 館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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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暨大本《香山鄉土志》卷首書影（圖片來源：筆者複製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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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中山本舛誤脫落之處與暨大本之對比

中山本 暨大本

序號 卷數／頁／行 原文 校勘記 卷數／頁／行 原文

1
卷 一， 第 3 頁，
第 14 行 其長子彥 應為“彥旻”

卷 一， 第 3 頁，
第 5 行 其長子彥旻

2
卷 二， 第 2 頁，
第 8 行 皆捐捧為之 應 為“ 捐 俸 ”（ 皆 捐 俸

為之）
卷 二， 第 2 頁，
第 1 行 皆捐俸為之

3
卷四，第 59 頁，
第 17 行 咸豐二

應 在“ 二 ” 字 之 後 補 一
個“年”字（咸豐二年）

卷 四， 第 71 頁，
第 4 行 咸豐二年

4
卷四，第 72 頁，
第 4 行

會 巴 西 國 遺 使
通好

應 為“ 國 遣 ”（ 會 巴 西
國遣使通好）

卷 四， 第 87 頁，
第 10 行

會 巴 西 國 遣 使
通好

5
卷 十， 第 9 頁，
第 18 行 時新初等小

應 在“ 小 ” 字 後 補 一 個
“ 學 ” 字。（ 時 新 初 等
小學）

卷 十， 第 11 頁，
第 16 行 時新初等小學

6
卷十三，第 2 頁，
第 3 行

自 縣 南 門 起
十五里

應 在“ 縣 ” 字 之 後 補 個
“ 垌 ” 字。（ 自 縣 垌 南
門起十五里）

卷十三，第 1 頁，
第 11 行

自 縣 治 南 門 起
十五里

筆 者 發 現《 香 山 鄉 土 志 》 還 有 一 種 版 本，

被 改 名 為《 香 山 縣 鄉 土 志 》， 即 1988 年 由 中
山 市 地 方 志 編 纂 委 員 會 辦 公 室 影 印 出 版 的《 香
山 縣 鄉 土 志 》。 此 書 每 半 頁 十 行， 每 行 二 十 三
字，小字雙行，用紙較為講究，為手抄謄錄本。

經 過 比 對， 它 應 為 暨 大 本 的 謄 錄 本。 原 本 藏 在
中 國 科 學 院 圖 書 館， 輾 轉 流 傳 情 況 亦 不 可 知。

據 中 山 本 的“ 出 版 說 明 ” 所 言， 該 書 為“ 手 抄

孤本……主要是根據《香山縣志》和《香山縣志
續編》的材料編寫的”2，顯然沒有注意到暨大
本的存在。中山本每冊之末附有詳細的校勘記，

是影印者根據《香山縣志》和《香山縣志續編》

校勘整理而成。筆者以前人所出校勘記為線索，

對中山本、暨大本兩書內容進行了逐字核對，發
現中山本舛誤、脫落之處頗多。現將中山本舛誤
脫落之處與暨大本之比較羅列如下：

（一）單個字句脫落舛誤之處

由 表 一 可 見， 第 一 至 第 五 項， 中 山 本 原 為
舛 誤， 經 其 校 勘 之 後 所 作 說 明， 修 改 正 確 的 字
句與暨大本相同。筆者通過結合舊志考述可知，

其校勘之後是為正解，故不贅述。然而第六項，

中 山 本 經 過 校 勘 後 仍 然 與 暨 大 本 不 同， 茲 僅 就
此項略做考辨，以求正解。

按 第 六 項： 中 山 本 原 為“ 自 縣 南 門 起 十 五
里 ”， 其 後 校 勘 記 改 為“ 自 縣 垌 南 門 起 十 五
里 ”， 而 暨 大 本 作“ 自 縣 治 南 門 起 十 五 里 ”。

由 中 山 本 前 面 說 明 可 見， 其 依 據 的 勘 校 本 主 要
是 光 緒《 香 山 縣 志 》 及 民 國《 香 山 縣 志 續 編 》

等 舊 志， 故 筆 者 通 過 比 對 舊 志 可 見， 此 處 民 國
《香山縣志續編》作“自縣治南門起十五里”，3

光 緒《 香 山 縣 志 》 則 無 此 記 載。 若 依 中 山 本 所
說 以 舊 志 作 為 參 考， 此 處 當 為“ 縣 治 ”， 而 並
非“ 縣 垌 ”， 由 此 知 校 勘 者 一 時 疏 忽， 誤 出 了
校 記， 反 觀 暨 大 本 的 記 載 是 正 確 的。 另 外， 中
山本此處作“垌”，或許與香山地理沿革有關。

據 多 部《 香 山 縣 志 》 記 載， 北 宋 元 豐 年 間 香 山
建 制 為 鎮， 為 廣 州 府 東 莞 縣 所 管 轄， 南 宋 紹 興
年 間 始 設 香 山 縣， 從 東 莞 縣 析 出。 但 在 設 縣 之
前 就 已 經 設 置 諸 如“ 垌 寨 ” 之 類 的 行 政 建 制，

即 中 山 本 所 說 的“ 垌 ”， 長 官 為 寨 官， 武 員。

對 此， 光 緒《 香 山 縣 志 》 載 曰：“ 元 豐 創 建，

中 間 復 廢， 新《 圖 經 》 云‘ 元 豐， 徐 九 思 請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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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縣 ’， 止 置 寨 官 一 員， 紹 興 二 十 二 年 東 莞 縣
姚孝資請州聞於朝，並立縣也。” 4 事實上，在
諸 多 史 志 中， 不 少 縣 有“ 垌 寨 ” 之 類 的 記 載，

香 山 縣 亦 不 例 外， 如 嘉 靖《 香 山 縣 志 》 載 曰：

“ 掌 巡 察 奸 盜 之 事 …… 香 山 寨 巡 檢 一 員， 司 吏
二名。” 5 可見香山縣原為垌寨無疑，且具備專
司 維 護 社 會 治 安 之 功 能， 與 州 縣 等 行 政 區 劃 的
職 能 有 所 區 別。 而《 香 山 鄉 土 志 》 為 清 末 民 國
時 期 所 編， 此 時 香 山 建 制 已 為 縣， 故 此 處 應 為
“縣治”更為貼切。

（二）大段落脫落舛誤之處

中 山 本 除 了 有 單 個 字 脫 落 訛 誤 之 外， 還 存
在大段脫落之處，而暨大本卻不存在此等情形。

茲 將 暨 大 本 以 及 中 山 本 脫 落 之 處 和 校 勘 記 舉 例
說明如下，以區別正訛。

中 山 本 卷 二， 第 6 頁， 第 1 行， 校 勘 記 載
“漏黃正色一段”，補黃正色一段是：

黃正色，字士尚，號鬥（斗）南，其

先光（江）右人本姓廖，因亂，遷江陰，

易姓黃。嘉靖戊子中鄉試，明年第進士，

尹仁和。未滿歲，丁憂。起復詣銓部，座

主霍韜，時為侍郎，心知其廉能，欲用為

南海令，而廖輊在任，乃言於尚書，汪

鋐曰：“吾欲正色暫令近縣可乎？香山雖

僻，而糧逾二萬，亦進士所宜，可令也。”

鋐從之暴志。初，令香山，剖斷如流，政

聲籍籍（藉藉）。發奸摘伏，出人意表，

人自不能欺之。邑之墰田，多為番、南、

順、新士夫豪民所奪，佔及……6（筆者

按：下文與暨大本相同，故不錄出）

暨大本附圖見圖 2。

對 比 可 知， 中 山 本 所 缺 內 容， 暨 大 本 幾 乎
一 字 未 漏。 雖 然 校 勘 者 根 據 他 書 在 校 勘 記 中 補
充 了 中 山 本 所 缺 內 容， 但 對 比 暨 大 本 可 知， 所
補 字 句 有 訛 誤 之 處， 影 響 了 讀 者 閱 讀 和 使 用 本
志。

（三）錯簡之處

此 外， 中 山 本 編 纂 亦 存 在 錯 簡 之 處。 僅 以
卷四為例，其頁碼錯亂之處就有三處，即：

1.  從 25 頁第 18 行之後， 續 26 頁第 1 至
9 行， 再 接 續 27 頁 第 10 行 至 28 頁 第 1 至 9
行止（講李孫辰事）。

2. 從 27 頁第 9 行之後， 接續 28 頁第 10
至 18 行， 再接 29 頁第 1 至 2 行止（ 講鄭一嶽
事）。

3. 從 26 頁第 15 至 18 行，再續 27 頁第 1
至 5 行止（講伍瑞隆事）。

通 過 上 述 的 比 較 可 見， 中 山 本 確 實 存 在 諸
多 訛 誤、 錯 簡 之 處， 而 暨 大 本 卻 不 存 在 此 等 情
形，足見暨大本文獻價值遠超於中山本。

二、體例創新

《 香 山 鄉 土 志 》 在 體 例 方 面 有 所 創 新，

與 前 人 所 修 光 緒《 香 山 縣 志 》 和 民 國《 香 山 縣
志 續 編 》 體 例 不 同。 光 緒《 香 山 縣 志 》 分 為
二 十 二 卷， 分 別 為 輿 地、 建 置、 經 政、 海 防、

古蹟、職官、選舉、宦績、列傳、藝文、紀事等。

民國《香山縣志續編》分為十六卷，分別為圖、

輿地、建置、經政、海防、古蹟、職官、選舉、

宦 績、 列 傳、 藝 文、 紀 事 等。 由 此 可 見， 兩 者
的 體 例 均 是 按 照 傳 統 的 志 書 體 例， 且 內 容 多 沿
襲 舊 志。《 香 山 鄉 土 志 》 卻 不 同， 其 分 為 十 五
卷，分別為歷史、政績、兵事錄、耆舊、人類、

戶口、氏族、宗教、實業、地理、山脈、水道、

道路、物產、商務。通過對比，《香山鄉土志》

有三處明顯的創新點。

一 是 分 類 條 目。 由《 香 山 鄉 土 志 》 以 及 舊
志 比 較 可 見， 前 後 兩 者 分 類 差 別 明 顯，《 香 山
鄉 土 志 》 所 創 條 目 很 多 為 舊 志 所 未 有， 打 破 了
傳統志書的編纂方式。例如增加了歷史、商務、

實 業、 宗 教 等 新 的 分 類 條 目， 單 獨 詳 細 介 紹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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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暨大本《香山鄉土志》卷二“黃正色”條（圖片來源：筆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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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山 縣 之 歷 史、 商 務、 實 業、 宗 教 等 情 況， 這
與 當 時 的 社 會 文 化、 經 濟 等 背 景 密 不 可 分。 是
時 正 值 易 代 之 際， 中 西 方 思 想 碰 撞， 志 書 編 纂
亦 不 可 避 免 地 受 到 西 方 思 潮 的 影 響， 如 其 獨 立
記 述“ 宗 教 ” 一 類， 突 出 宗 教 在 當 時 社 會 生 活
中 的 地 位。 另 外， 此 時 正 值 實 業 救 國 之 際， 各
地 熱 衷 於 興 辦 實 業， 因 此 志 書 之 中 亦 多 獨 立 列
舉“實業”一門。單從這些編纂體例可見，《香
山鄉土志》無疑具有與時俱進的編纂特點。

二 是 整 合 條 目。 如 把 建 置、 紀 事 歸 入 歷 史
一 類， 綱 目 舉 張， 把 一 縣 之 史 全 部 攬 入 其 中。

不 僅 沒 有 沿 襲 舊 志 之 繁 冗， 且 紀 事 簡 略 明 晰，

精簡舊志之記載，添加時下之紀事。達到了“補
史之缺，參史之錯，詳史之略，續史之無” 7 的
目的。

三是細化條目。如把輿地一目細化為地理、

山 脈、 水 道、 道 路 等。 舊 志 介 紹 一 地 之 地 理 沿
革 多 以“ 輿 地 ” 為 條 目， 內 容 包 羅 萬 象， 述 一
地 之 山 脈、 河 流、 水 道 乃 至 行 政 區 劃 沿 革， 甚
為 繁 雜。 而《 香 山 鄉 土 志 》 的 分 類 方 法 卻 做 到
了 一 目 專 敘 一 目 之 效 果， 簡 潔 明 了， 更 方 便 地
方官員翻閱志書，了解香山風土人情。

三、特殊史料

是 書 沿 襲 前 志， 記 載 了 香 山 縣 的 社 會、 經
濟、 文 化 等， 除 此 之 外， 還 錄 入 了 一 些 珍 貴 的
史 料。 例 如 清 政 府 與 葡 萄 牙 在 澳 門 的 交 涉、 鴉
片戰爭的相關史料，以及香山貿易種類及數量，

人口職業構成等等。現略作舉例述之。

（一）澳門史料

暨 大 本《 香 山 鄉 土 志 》 卷 三 載 有《 澳 門 交
涉 》 一 則， 即 第 35 至 49 頁， 佔 據 14 頁 的 篇
幅。 此《 澳 門 交 涉 》 記 載 時 間 起 於 明 嘉 靖 十 四
年（1535 年 ）， 止 於 清 宣 統 年 間， 這 則 內 容
詳 細 介 紹 了 澳 門 貿 易 之 由 來， 以 及 明 清 兩 朝 中
國 與 葡 萄 牙 等 國 在 澳 門 就 商 貿、 領 事、 司 法 等
方 面 的 交 涉。 按 其 記 載， 澳 門 貿 易 之 形 成 始 於

嘉 靖 十 四 年， 其 曰：“ 明 嘉 靖 十 四 年， 指 揮 使
黃 慶 納 賄， 請 於 上 官， 移 電 白 互 市 於 濠 鏡， 歲
輸課二萬金。” 8 在開埠不久後，澳門逐步成為
西 洋 人 來 華 落 腳 點 和 對 華 貿 易 中 轉 點。 據 光 緒
《 香 山 縣 志 》 記 載：“ 萬 曆 二 十 九 年， 西 洋 人
利 瑪 竇 入 中 國， 始 居 澳 門， 於 後 西 洋 人 來 者 日
益眾。” 9 但洋人來澳至多者是在清代，尤其是
清 初 遷 海 之 策， 使 得 沿 海 成 為“ 真 空 ”， 澳 門
一 度 成 為 洋 人 聚 居 之 地。“ 國 初 以 海 氛 遷 界，

凡 沿 海 地 皆 棄， 弗 收 稅， 西 洋 夷 人 改 歲 輸 課 輸
地租五百兩，西洋夷人聚居於澳自是始今。” 10

至 乾 隆 年 間， 洋 人 暫 住 澳 門 並 向 清 廷 輸 稅 成 為
常 態，“ 西 洋 蕃 船 來 廣 交 易， 委 身 風 濤， 無 地
棲 止， 准 照 舊 例 將 香 山 縣 屬 之 澳 門 許 令 輸 租 暫
住” 11。此後澳門商業較為繁榮，到了清末已逐
漸衰落，如《香山鄉土志》卷九《實業》的記載：

“ 澳 門 洋 界 以 商 務 著 名， 近 亦 凋 落， 只 賭 場、

娼院佔多數耳。” 12

事 實 上， 清 廷 對 於 澳 門 事 務 還 設 立 了 一
整 套 的 行 政 機 構， 處 理 貿 易 糾 紛， 如 乾 隆 八 年
（1743 年）設軍民海防同知，專司澳門事務，

直至近代為西方列強所強租。“澳門枕近海洋，

夷 民 雜 處， 實 稱 重 鎮， 乾 隆 八 年 題 設 海 防 軍 民
同 知， 以 資 彈 壓 舊 行 禁 約， 新 刊 規 條 俱 切 中 機
宜，備載以垂永久。” 13

澳 門 自 葡 萄 牙 租 借 以 來， 成 為 研 究 近 現 代
史 學 者 不 可 迴 避 的 地 區， 尤 其 是 近 些 年“ 澳 門
學 ” 更 是 成 為 熱 門 的 研 究 點。 因 此， 此 則《 澳
門 交 涉 》 史 料 價 值 不 容 低 估， 且 其 已 被 研 究 澳
門歷史文化的相關學者所重視，而此前多部《香
山 縣 志 》 均 沒 有 記 載 此 則 交 涉， 足 見 其 史 料 價
值之珍貴。

（二）鴉片戰爭史料

《 英 人 入 侵 》 一 則 史 料 獨 見 於 《 香 山 鄉 土
志 》 。 《 英 人 入 侵 》 在 暨 大 本 卷 三 ， 第 30 至
34 頁 。 這 則 史 料 一 方 面 記 載 了 鴉 片 戰 爭 之 前
林 則 徐 赴 粵 剿 辦 鴉 片 ， 與 英 國 交 涉 等 事 宜 ， 是
為 鴉 片 戰 爭 的 前 奏 。 另 一 方 面 記 載 了 英 國 人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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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 香 山 縣 等 事 件 ， 是 為 鴉 片 戰 爭 的 序 幕 。 史
料 翔 實 豐 富 ， 是 研 究 鴉 片 戰 爭 不 可 多 得 的 史
料 。

關 於 鴉 片 戰 爭， 學 界 研 究 成 果 頗 豐， 在 此
不 展 開 贅 述。 但 此 則《 英 人 入 侵 》 對 於 了 解 鴉
片 戰 爭 仍 然 有 較 大 的 參 考 價 值， 尤 其 是 其 記 述
了 鴉 片 戰 爭 的 背 景、 起 源、 直 接 原 因 等， 可 清
晰 窺 見 鴉 片 戰 爭 的 發 展 脈 絡。 從 清 廷 任 命 林 則
徐為欽差大臣赴廣東禁煙，到清政府封鎖英商，

導 致 中 英 兩 國 對 峙， 最 終 兩 國 發 生 軍 事 衝 突，

這 些 均 在《 英 人 入 侵 》 中 有 所 記 述。 如《 香 山
鄉 土 志 》 曰：“（ 道 光 十 九 年 ） 大 臣 林 則 徐 到
粵 …… 將 黃 埔 各 洋 商 貨 船 封 艙， 撤 洋 商 館 買 辦
工人，添兵守隘，禁人往來。距五日，伙食將盡，

義律懼，稟繳鴉片二萬二百八十三箱。” 14

以 往 研 究 鴉 片 戰 爭 的 學 者 多 認 為 此 時 廣 東
防 務 甚 密， 英 軍 不 得 不 北 上 定 海 一 帶 侵 掠， 故
多 把 英 軍 入 侵 定 海 作 為 鴉 片 戰 爭 首 戰。 如 曾 楊
衛的《鴉片戰爭中英軍首犯定海之原因探析》、

季 文 一 的《 鴉 片 戰 爭 中 英 軍 首 先 佔 領 定 海 的 原
因》均持此觀點。據《香山鄉土志》載曰：“七
月 二 十 二 日 未 刻， 英 國 …… 等 率 三 板 十 餘， 火
輪船一，由九州洋駛至澳門關閘，突然開炮……

林 則 徐 隨 添 設 各 路 兵 八 千 名， 屯 澳 英 船 隨 竄 磨
刀 及 伶 仃 洋。 英 人 志 不 得 逞， 謀 所 以 去 林 則 徐
者， 乃 猝 往 廈 門、 定 海， 破 城 池、 殺 官 吏， 而
林 則 徐 去 粵 矣。” 15 依 此 可 見， 在 英 軍 北 上 侵
掠 定 海 之 前， 英 軍 已 經 在 香 山 縣 附 近 發 動 對 清
軍 的 襲 擊， 只 是 英 軍 之 圖 謀 未 能 得 逞， 不 得 不
轉 戰 北 上。 故 筆 者 認 為， 發 生 在 道 光 十 九 年
（1839 年）香山縣的中英兩國軍事衝突實為鴉
片戰爭之首戰。

此 則《 英 人 入 侵 》 雖 在《 香 山 鄉 土 志 》 中
所 佔 的 篇 幅 不 大， 但 基 本 闡 述 了 鴉 片 戰 爭 的 發
展 脈 絡 以 及 此 事 與 香 山 縣 之 關 係， 尤 其 是 詳 細
記 載 了 中 英 兩 國 在 香 山 縣 的 軍 事 衝 突， 這 些 事
件 僅 見《 香 山 鄉 土 志 》 所 載， 足 見 其 文 獻 和 史
料價值。

（三）香山其他史料

《 香 山 鄉 土 志 》 除 了 記 載 有 關 澳 門、 鴉 片
戰 爭 等 相 關 問 題 外， 還 有 香 山 縣 文 化、 經 濟 等
史 料， 如 實 業、 商 務、 宗 教 等， 這 些 均 不 見 於
舊 志， 是 其 創 新 之 處。 這 不 僅 可 彌 補 前 志 記 載
之 不 足， 更 可 從 中 窺 見 清 末 至 民 國 時 期 香 山 的
社 會 經 濟 以 及 對 外 貿 易。 限 於 篇 幅， 茲 僅 從 實
業、商務、宗教三個方面略作探究。

1. 實業

據《 香 山 鄉 土 志 》 記 載， 香 山 人 口 職 業 構
成 方 面 以 農 民 為 主， 其 曰：“ 全 邑 農 民 約 佔 泰
半。” 16 另 據 其 所 載， 香 山 縣 於 清 末 民 國 時 期
在工業方面以輕工業為主，例如紡織、米廠等，

且規模較小，甚至“僅資糊口而已” 17。由此可
見， 香 山 一 邑 在 清 末 宣 統 至 民 國 時 期 的 商 業 尤
以輕工業和手工業為主。

此 外， 暨 大 本 載 有 宣 統 元 年（1909 年 ）

香山人口構成分佈表，現摘錄為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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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暨大本宣統元年香山人口構成分佈表（單位：人）18

官紳
文七品、武五品以上 八二

生員以上 六三〇

士 二二七

農 約二十餘萬

工 約五萬餘

商 二八三〇

兵勇 九三二

書吏 九四

差役 五〇

雜業 無

無業 二百餘

乞丐 五六

合計 三七〇五七〇

（原文表後按：此表全邑士類僅得二百二十七人，係據儒學查覆者，其入學堂肄業諸生，尚未列入，似宜入本門第一條調查人數參觀，
方見賅備。）

按，此表是清宣統元年香山縣申報的戶口、

職業情況， 士人一欄僅 227 人， 遠低於商人數
量， 由 此 可 見 當 時 香 山 縣 讀 書 風 氣 不 夠 濃 厚，

這 與 清 末 廢 除 科 舉 及 香 山 受 外 來 風 氣 的 影 響 有
關。另外，本表“合計”一欄共 370,570 人，

與 前 幾 欄 所 列 數 目 的 總 合 不 吻 合， 但“ 雜 業 ”

一 欄 數 目 為“ 無 ”， 即 沒 有 統 計 數 字， 若 編 撰
者將從事“雜業”者估算數量後，也統計在內，

那 麼 從 事“ 雜 業 ” 者 約 有 十 萬 人。 或 者 編 撰 者
一 時 疏 忽， 計 算 錯 誤， 將“270,570” 寫 成
“370,570”。

2. 商務

《 香 山 鄉 土 志 》 有《 商 務 》 一 卷， 其 商 務
情 形 大 致 是：“ 縣 屬 商 務 除 澳 門 外， 以 城 南 石
岐 為 匯 總， 各 鄉 墟 市 亦 有 號 稱 暢 旺 者 …… 歲 入
百餘萬。”19 可見香山一邑商業較為繁華。其中
有輸入貨物和輸出貨物之統計，茲列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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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輸入貨物統計表

輸入品 輸入地 歲值約計

洋米 / 三十餘萬兩

鹹魚 港澳等處 七八十萬兩

海味雜貨 / 一百萬兩

磚瓦 / 三十餘萬兩

木器杉料 / 三四十萬兩

竹器 / 十餘萬兩

柴炭 / 二十餘萬兩

洋貨 省城、香港 二十萬兩

布疋綢緞 省城等處 六七十萬兩

生熟煙 / 二十餘萬兩

藥材 省城、香港 六萬五千元

茶 佛山等處 五萬元

煙業 江門、澳門等處 三萬元

煤油 省、港、澳 二十萬元

油 省城等處 一百八十餘萬元

黃糖 省城等處 十八萬元

蘇杭雜貨 省、澳等處 一百一十萬元

表四. 輸出貨物統計表

輸出品 輸出地 歲值約計

穀 / 五六百萬兩

生果（ 烏欖、 大蕉、 蔗、 荔枝、
龍眼等居多）

/ 三十餘萬兩

荷蘭薯及椰菜等 澳門等地 三萬餘兩

蠔蟹蝦醬 香港、省城、江門等地 十餘萬兩

鹹魚 / 三四十萬兩

蠔油蠔豉 香港、省城、江門等地 十餘萬兩

繭絲 省城、順德等地 百餘萬兩

夏布 外洋 數萬兩

從表三、表四可見香山縣貿易有三個特點：

一 是 輸 入 的 商 品 多 為 工 業 製 成 品 或 半 成 品， 例
如 黃 糖、 煤 油、 煙 等 產 品。 輸 出 的 多 為 農 產 品
和 初 級 產 品， 例 如 蠶 絲、 夏 布、 椰 菜、 荷 蘭 薯
等， 可 見 此 時 香 山 縣 經 濟 貿 易 尚 處 於 較 低 級 的

水 平。 二 是 輸 入 商 品 總 額 遠 遠 超 過 輸 出 商 品 的
總 額， 可 見 此 時 香 山 縣 貿 易 處 於“ 逆 差 ”。 三
是 其 多 數 商 品 從 省 城 或 香 港 進 口， 說 明 其 與 省
城、 香 港 的 經 濟 貿 易 比 澳 門 更 為 密 切， 這 與 澳
門市場狹小，貨物流通量較小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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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宗教

《 香 山 鄉 土 志 》 的“ 宗 教 ” 一 目 專 記 香 山
一 隅 之 宗 教， 打 破 了 舊 志 的 編 纂 方 式。 舊 志 記
述 宗 教 事 務 多 散 記 於 建 置、 紀 事、 古 蹟 等 處，

且 多 與 中 國 傳 統 的 道 教 等 混 雜， 無 專 門 記 述 宗
教 事 務 一 門， 至 清 末 民 國 方 出 現 將 其 單 獨 列 入
“ 宗 教 ” 一 目， 可 見 這 一 變 化 是 近 代 地 方 志 書
編 纂 的 重 大 變 化 和 創 新 點， 也 體 現 了 宗 教 自 近
代 以 來 的 重 要 性。 尤 其 是 香 山、 澳 門 等 地， 不
僅 是 近 代 西 方 宗 教 傳 入 中 國 的 橋 頭 堡， 且 其 近
代 歷 史 事 件 的 發 生 多 與 宗 教 密 切 相 關。 是 書 詳
細 記 載 了 香 山 宗 教 概 況， 是 研 究 清 末 至 民 國 年
間 香 山 宗 教 的 重 要 史 料。 其 曰：“ 現 查 調 得 全
邑耶穌教人約為二千四百餘名，天主教人最少，

除 欖 都 外， 不 過 數 十 人 而 已。” 20 由 此 可 見，

這 一 時 期 香 山 信 教 人 士 以 耶 穌 教 為 主， 而 天 主
教 很 少。 自 明 代 西 方 宗 教 傳 入 中 國， 至 清 末 民
國， 宗 教 在 中 國 近 現 代 史 中 扮 演 着 越 來 越 重 要
的 角 色， 而 香 山 毗 鄰 澳 門， 得 益 於 地 理 位 置 的
優越性，其受到西方文化渲染更為強烈。

通過對暨大本《香山鄉土志》、中山本《香
山 縣 鄉 土 志 》 的 比 較 研 究， 我 們 認 為 暨 大 本 在
版 本 方 面 的 價 值 遠 超 中 山 本， 這 一 點 需 要 引 起
學界同仁的重視。《香山鄉土志》的體例創新，

反 映 了 晚 清 民 國 時 期 我 國 方 志 撰 修 對 傳 統 體 裁
的 一 個 轉 變， 是 舊 志 到 新 志 過 渡 的 典 型 體 現。

另 外， 從《 香 山 鄉 土 志 》 的 史 料 價 值 來 說， 該
書 不 僅 是 研 究 晚 清 時 期 香 山 縣 對 外 關 係、 宗 教
文 化 等 方 面 的 重 要 史 料， 還 是 研 究 澳 門 歷 史 的
關 鍵 文 獻。 若 能 將 暨 大 本 整 理 出 版， 必 然 嘉 惠
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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