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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亞洲視野中的香港和日本＊

李培德

一、哥︱盲

香港有周星馳，日本有「馳星周」’前者是香港電

影明星，後者是日本知名作家。為何這位日本作家要取此

筆名，是以表達他對香港文化、電影的喜愛，還是有其他

原因不得而知，但近十年來日本和香港兩地掀起的文化交

流熱潮，則是不爭的事實。令筆者印象最深的是，不僅是

日本的流行文化充斥香港，香港的電影、流行曲在日本亦

大行其道。值得指出的是，「周星馳」輸出日本後，它的

讀音完全改變，既不是粵音Chow Sing Chi ，也不是普通

話拼音Zhou Xinchi ，而是根據日本的漢字音讀法： Hase

Seishu ，可謂完全日本化。外來文化進入日本並不稀奇，從

＊本文是筆者對日本人於亞洲社區網絡研究的一項嘗試，要感謝下列人士的支持

和鼓勵，包括譚汝謙和演下武志兩位教授，使我開始認識和對這研究課題的

興趣﹔本文的部分觀點，曾於2002年10月由澳洲國立大學Asian Studies in Asia 

Participation Scheme主辦的Workshop on Frontiers of Asian Studies in the Twentieth 

First Century和同年l 1月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的退修會上發表，要感謝Tessa

Morris-Suzuki教授和黃紹倫教授，與及亞研其他同袍所給予的批評和建議﹔最

後，得到日本住友財囝提供2003年度「 7:/7諸固 l二扣 i:t0 日本閑連研究助

成」資助，研究計劃名稱「貿易主移民仍不、y 卡弓一夕： 1870年代力、包 1930年

代ω香、港、上海、三／二／方~－；］，，（二j計:tQ 日本人社會』’謹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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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以來，日本一直在吸收外來文化，但是必須經過日本化

這一過程，最終變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

香港從1841年開埠到現在，已有 160多年的歷史，香

港的地理位置在亞洲，但我們的思想卻在歐洲。香港與亞

洲，雖然有很密切的社會經濟關係，但我們的注意力卻放

在亞洲以外的地方。坦白說，香港的「亞洲脈絡」、「亞

洲價值」是甚麼？相信不會有很多人關心。香港人的生

活，雖與亞洲國家如中國、日本、韓國、東南亞息息相

關，但我們的價值觀卻驅使我們「反認同」，在「歐洲中

心論」〔 Euro-centrism 〕的思想影響底下，我們是不太容

易有客觀和正面的「亞洲價值觀」。

除了「歐洲中心論」的影響之外，「中國中心論」

〔 China-centrism 〕亦一直干擾我們對接受亞洲文化的態

度。一般來說，香港文化界、社會媒體無不認為香港是

「中西文化」交置的城市，而鮮說「東西文化」。究竟

「中西」〔 Sino-Western J 和「東西」〔 East West 〕有甚

麼分別呢？為何我們只把中國和西方相比較或對壘呢？

難道中國文化等問整個亞洲文化嗎？。 I 因此，說香港是

「東西文化」交匯還是比較惜當的。事實上，我們一直被

這種「中國中心論」〔 China-centrism 〕的價值觀所主導，

即中國文化代表了所有的東方文化。當然，亞洲文化是多

元的，不可能只有中國或任何一個國家的一元文化。如眾

所周知，亞洲近代歷史之變化，起源於鴉片戰爭，揭開了

中國、香港歷史的新一頁，但對日本亦產生了重要影響，

日本的對外開放，問接因為中國和香港。現在，我們研究

香港和日本的歷史，特別是因外部壓力而開放的歷史，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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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分別以鴉片戰爭、明治維新為起點，並不完全正確。因

為本文要討論的香港和日本的關係、香港對日本現代化之

貢獻等，正恰恰在香港開埠之後和日本明治維新之前，即

1841至 1868年的二十多年間所發生的。別小看香港在開埠

後短短二三十年間的發展，香港所代表的「揉合」東西文

化，正是日本當時現代化過程中所急於仿傲的。

二、十九世紀E洲國際秩序的重整

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和日本都奉行保守的封閉政

策，中國於明洪武十四年〔 1381 〕開始海禁，而日本則因

於1637年島原之亂實行鎖國。有趣的是，中日兩國在所謂

「自我閉鎖」的政策下，對外界的接觸並未完全中斷。除

了廣州和長崎被闢為唯一的對外通商港外，通過各種不同

方法獲取外界消息。

從本書所附（香港日本關係大事年表）來看， 1845年

有四名日本「漂流民」來港定居，打開了港日關係史的新

一頁。這些被稱為漂流民的日本人，為何會來到香港？到

底漂流對他們來說有是甚麼含意？當時日本實行鎖國，如

無日本官方的許可，日本國民不可出海，不可離開日本國

土。此外，還規定擅自離開國土的日本人，將不會承認其

國民身分。因而對於日本人來說，一且離開國土就等於永

遠離別家鄉。

雖然是海禁、鎖圈，但不意味這兩個國家對外界發生

的事情→無所知。中國在康熙年間實行廣州一口通商，所

有對外貿易均集中在廣州進行，英國等外國使節來華均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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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廣州。日本的做法與中國相類似，中、日兩國的政策

有不少相同之處。日本則通過長崎，規定唐船、蘭船〔指

從荷蘭來的船隻〕，及少部分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在預先

得到日本政府同意下，來日進行有限度的勘合符貿易。勘

合符者，意謂這次來日貿易完畢，便發給一張半截符契作

為憑證，待下次再來航時，便可以此半截符契對勘。一般

人都會有一個錯覺，以為日本鎖國，對外界便一無所知。

其實不然，位於日本南端的長崎港，由長崎奉行〔即今天

的行政長官〕管轄，他要求所有到長崎泊岸船隻的船長，

在登岸後必須向他匯報航行期間所經歷和觀察到的各地情

況。長崎奉行會根據這些所見所聞，整理成為一種文獻稱

為《風說書》，呈閱位於江戶（東京〕的最高統帥幕府大

將軍。換言之，日本幕府只要坐鎮中央，不須出外航海，

便可掌握亞洲的各國情報。為甚麼日本會特別關心亞洲︱？

這不僅因為中國曾於元、明時攻打日本，更因日本是一個

位於亞洲東北角的邊陸國家，她必須了解亞洲所發生的事

情來釐定或調整自己的國策。

上文提及的日本漂流民，所謂「漂流」’筆者懷疑只

是一個說詞，因為不能合法出國，所以只能說是因天氣影

響，被颱風「吹」離本國。這幾名日本漂流民先漂流至澳

門，然後來香港。很明顯，他們亦會為自己的將來打算，

當時香港已經開埠，英國人想把香港發展成為亞洲的商貿

城市，把他們吸引到香港發展。

中國在鴉片戰爭以前，主要以朝貢關係來維持其與亞

洲國家的關係，這被稱為「華夷秩序」的國際關係，成為

亞洲國際秩序的重要一環。參加朝貢的藩屬國尊稿中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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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主國，中國的皇帝為天子，自己為屬圓，為中國天子的

臣子。根據潰下武志的研究，中國要維持這種國際關係，

需付出不少經濟代價。中國從朝貢國所得到的貢品，往往

要加倍奉遷，以表達天子的恩澤。 2並且，朝貢制度並非適

用於籠絡所有亞洲國家。首先，日本並沒有參加﹔其次，

作為中國的藩屬，琉球既向中國稱臣，但同時亦派遣使節

去日本，實行兩面拉攏﹔第三，中國另一屬國越南，要求

寮國〔今天老祖〕向她稱臣，當然並未得到中國的同意。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不僅一直沒有參加這個以中國為

中心的亞洲國際秩序體系，相反在豐臣秀吉時代〔 1537一

1598 〕，更要求在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總督和果亞的葡萄

牙殖民總督向日本派遣朝貢使節，嘗試在中國以外創立另

一個亞洲國際關係的系統，與中國抗衡。顯然日本對中國

於亞洲的舉動，是十分留意的。毫無疑問，當鴉片戰爭阻

亞洲原來的國際秩序加以破壞時，日本很自然就會想到中

國在被打倒以後，到底今後由誰來代替她的位置，這不僅

影響到日本的自身安全，更令人擔心今後由誰來主宰亞洲

國家的命運，這影響對日本來說是震撼的。鴉片戰爭之

後， 1853年太平天國攻陷南京，挑戰清政府之統治，加上

1860年英法聯軍之役令到中國皇室要出走西安，使日本幕

府益加相信只有選擇對外開放，早日實行國家現代化，續

能避免重蹈中國之厄運。

日本雖然於1637年起實行鎖園，斷絕民間與海外的

一切交通，但不等如幕府不能知道海外所發生的事情。由

長崎奉行根據來航商船的航行過程報告撰成《風說書》

向幕府將軍呈遞。這種有關海外情報的文獻，現在仍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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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日本。據統計，於1840至 1844年間，共有19件的《風

說書》是討論中國如何禁鴉片、英國在中國的軍事侵略、

《南京條約》內容等事情。可想而知，日本對中國、亞洲︱

動態的情報，是非常重視的。作為天朝大國中國竟然會敗

給細小的英國，令日本舉國震驚。當然，香港作為中國第

一個割讓的殖民地，日本是不會不加留意的。此外，因鴉

片戰爭對原來亞洲國際秩序的破壞，日本出現了一種國家

危機意識，由《風說書》所提供的資料而後來寫成的《海

外新話》和《海陸戰防錄》，都是提倡日本國人應有危機

意識，對以後日本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3

下文表一羅列了十九世紀香港、上海、橫潰於對外開

放過程的比較，三地之中，以香港開放最早，給予西方的

特權最多，上海次之，橫潰再次之。由於是自我開放和被

迫開放的性質不同，橫潰比之上海和香港，都保留更多的

自主權。例如外國人居留地（中譯租界）的地位於橫潰開

放四十年後被取消，上海是一百年，而香港劇是一百六十

多年。在開放權力方面，日本比起中國並未有在軍事、法

律、關稅、鴉片買賣等對西方給予太大的讓步。顯然，中

國和香港的遭遇已經成為日本的一個警惕，如果再固步自

封，將來難逃淪為殖民地之命運。

至於在城市發展方面，從十九世紀開埠時起，一直

到二次大戰結束，從未中斷。作為亞洲現代化大都市，橫

潰如何吸收香港的經驗，將在下文討論。值得提出的是，

十九世紀亞洲城市發展和對外開放，似乎是相輔相成，缺

一不可，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正女日本文附表（香港、

上海、橫潰現代城市發展比較）所列，可留意以下幾點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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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城市範圍擴大之方法，此其一﹔現代都市設施的逐一

出現，此其二﹔外國政治、經濟、宗教、文化影響的表

徵，此其三﹔象徵城市發展的標誌性建築，此其四﹔對內

和對外之交通網絡，此其五﹔中外文化融合和衝突，此其

／＼。

表一：香港、上海、橫潰對外開放之比較

香港 上海 接讀

開埠年份 1841年 1843年 1859年

主權回歸年份 1997年 1943年 1899年

政治地位 殖民地 租界〔 1845 〕 居留地

鄰近城市 廣州、澳鬥 蘇州、南京 江戶〔東京〕

背後腹地 廣東省 江蘇省 神奈川

外國人傳教 自由 由清政府保護 只限簽約國

軍事 英國駐守 英軍艦自由入港 保留自主權

內地旅行權 自由 自由 有規定範圍

自治權 殖民地政府 租界主部局 含糊〔共同管理〕

關稅權 殖民地政府 外國人總稅務司 保留自主權

鴉片貿易 合法 合法 禁止

法律 維多利亞地方法 英租界主部局 含糊〔但有治外法

院（ 1841年〕 〔 1854年〕 權〕

高等法院〔 1844 會審街門

年〕 〔 1864年）

三、香港對日本現代化之貢獻一一兩位受日本

皇室嘉許的香港人

香港和日本由於有若不間的歷史發展背景，往往成

為影響兩地關係的主要因素。早於十九世紀日本楞棄鎖國

政策時起，為求早日達到現代化目標，實行明治維新，由

過去向中國轉移向西方學習，香港在這歷史轉折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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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主要原因有兩點：第一，香港的

城市現代化歷程比日本為早，不僅有完善的海港設施，更

有先進的通訊設備和大眾傳播媒體，因應了外國商社、傳

教士和知識份子的各種要求﹔第二，香港地理位置適中，

更由於外貿的關係，香港與倫敦、與三藩市的海上航線，

都較早發展，並且吸引了不少船公司在香港開展亞洲區業

務。

雖然於日本和美國於1854年簽訂通商條約，但日本

第一個開港城市橫渲遲至1859年才正式開放，比香港開埠

晚17年。在對外航運交通方面，香港遠比日本發達。早於

1849年，香港已設有到上海之航線﹔ 1850年到倫敦航線。

到1864年，從上海可到橫潰， 1867年更可到三藩市。與香

港相比，日本的海外航運發展較遲。日本要到1875年才有

到上海之航線﹔ 1879年到香港之航線。 4可以肯定的說，香

港是日本連接歐美二洲的重要航運樞紐。據考證，在幕末

到明治維新前夕的合共七次的派遣外交使節，計1860年新

見正興到美國、 1862年竹內保德到歐洲六國、 1864年池田

長發到法國、 1865年柴田剛中到法國、 1866年小出秀實到

俄國、 1867年小野友五郎到美國、 1867年德川昭武到法國

等，無不先取道香港。這批代表日本政府高層的人士，或

在去程時在港中轉，或在回程時在港停留訪問〔參看本書

（香港日本關係大事年表〉〕，他們把在港的所見所聞帶

回本園，說香港是日本接受外界訊息的重要渠道，並不為

過。就算到了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的對外交通航運仍然依

賴外商航運公司時，香港仍扮演重要角色。

岩倉使節團對近代日本的影響，已為一般史家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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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 需要指出者 ﹒使節固不僅遊歷歐美諸圈 ， 在歸囡囡程

時也遊歷7好幾個亞洲國家和城市 ， 並作深入和認真的考

察 。 i吏節國於1871年 12月離開日本 ， 1873年8月經果亞、新

加坡、西貢抵達香港 、 停留雨夜三日後去土海 ﹒ 於9月初返

抵長崎 a 雖然岩倉使節間的重要歷史意義在於明治初期日

本對歐美國家的考察 ﹒ 但使節團在歸航途中所經過停留的

都是西方列強於亞洲的殖民地或租界 ！ 不難想像 ﹒ 使節國

所獲得的印象顯然是亞洲備受西方列強控制 ， 對日本毫無

疑問是一種「威脅 J ’ 間接加促日本成為現代化強國的步

伐 e

十九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兩名日本侵節在香港拍下的照片。紹片中人00向西人

JI影師表情各異，一人比較寬容、施和，一人則較緊張，乎還是E拳頭 。 照片自

美國JI影師Millon M. Miller所泊，自高添強先生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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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達到現代化，必須先了解西方社會的實際情況 ﹒ 語

文翻譯似乎是首要處理的問題 。 在香港出版的車一份中英

對煦的教科書《智環做蒙塾課初步》 ﹒ 第一份專們介紹西

方事物的中文刊物《過避實珍》 ﹒ 和中文報紙《香港的頭

貨價紙》都受到日本朝野的高度重視 ♂ 於明治維新前由日

本高級知識份子進行研修的機檔「蕃書調所 J 抄錄成日本

版 ﹒ 於 1 853年刊印成《盤適貫主主抄本》 、 1859年成《宮版

香港新聞》 ﹒ 於 H本廣泛流傳 ~ 5 峙外﹒由香港德、藉傳教士

羅存德 ﹛ William Lobscheid j 編擎的《華英字典》﹒於 1866

年開始刊印 ﹒ 亦受到 H本if'Z府和知誠界的注意，不少英文

詞攏的漢譯 會 例如「銀行」一詞 ﹒ 便出自這套《華英字

典卜的

1 854年 ， 香港開埠後卡三年 ﹒ 當美國開赴日本的培理

[ Matthew C. Perry 〕艦隊停泊香港等待補給之際，香港

居民羅森 ﹒ 字向喬，原是廣東南海人，得老師外籍傳教七

衛三畏〔 Samuel Well s William仆的介紹 ﹒ 登上艦隊 9 充

當美日之間的翻譯，協助美國打開日本鎖國之門 ） 由於羅

氏曾多予商訂《 H美汽船過兩條約》，成為歷史上第一位

與日本官方接觸的香港華人﹒最終獲得日本朝野的尊做 一

羅氏所苦的《日本日記》， 7 ~走來被衛三畏翻譯成英丈 ﹒

收入《培理艦隊H本建征記》，也為近代rj1關人所寫的第

一部日本見聞錄 o K 為甚M羅拜會被選中參與美 H 早日談？

他的英刊語水平又如何？引起筆者很人﹔的興趣 棒現存衛

三畏的資料顯示，培理當時認為衛三畏的日文水平是以當

艦隊的翻譯，但他卻沒南太大的信心 ， 所以有求快羅森、

但對羅倚重的是謹語而非日語 ﹒ 例如衛三畏對躍的表現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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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評價時寫道 ： 「我的中吃秘書提先生向我打帶有關tj 1 國

的消息－ ．．．羅m 筒寸輩，他常常在日本人的扇手 t題詩，

並和許多盯本人交︱﹔了朋友 他和 H本人交流一般是通過

『寫』的 ／j式來進行 ﹒ 閃 1.'!;很~臼客人能看懂!fr 芝，也能

寫qi士，但是不會說 J ）.＿ ‘「蘿對下．作m商熱情，與當

地人相處也很融俏 ，在當地人看來 ﹒ 羅先生是他們見過

的最博學的巾國人 白躍在他們的屬 F題下優美的詩句以

役，他們就！顯文章與他均腔中，z ( j <) 

山於羅海曾著有《南京去已事》一書‘天已錄了 k芋 ξ

國於南京的情況 ﹒ 慢來打字人也想家存﹝II 松蔭將此書譯詩句

口支，書名改為《清國咸豐i孔主Lr. 》 . l辜者影道！極大 ﹒ 使臼

本朝野WJJ 「l ﹒作為天朝大俐的中r~司在鴉片戰爭俊tmf口j開始

衰落 ﹒ 地叮勘亂已是一發而 ·I~ wJ ti({ J有 問此 ﹒ 嚷戶手的們字

很 wJ能在日本已是為人熟悉 fi氏作為華人知識份子 ﹒ 乘

美國軍艦前去， H 水叩！樹 當然 . IE美！胡來說‘培 f!J艦隊的

日iJ 關是怕當成均的 ﹒ ！司為完全 F需武力便與刊本簽訂《 i ! 

美視著1毒品﹞》 日本願意間放部分港口興建國通商 ， 容許

美國人進入 11 來 這是－ fl莘重要條約 、 它打開 f H本的國

們 － 而其他歐西國家例如法國﹒葡筍，于等﹒ ）！其 · 1：捕以《 LI

美親善條約》 1.."J藍本 · 1b1 1 1 本要求幾于悶悶的條款 從

此 ‘ 我們仍不得不說 ﹒ 1854年緯向嵩︱福若罔培 f.ij艦隊到門

本 ﹒ 協助口本完成 f －項偉 Jd1甘任 f－~ . f型 i H,: r-1專 f﹔打開

國門 10 

下少人覺得謹向詩是－個偉大人物 ﹒ 因為他是第一個

中閱人 ﹒ 也是第一個音准人打開了 H 耘的國門﹒影評日本

垃代 l史的發展 ， 軍 1l1J f哥J（~ 口，將在日本的所見l有關寫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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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本日記》 ， 這書被歷史學家譽為第一部由中國人以巾

文撰寫研究門本的著作，評價甚高，筆者並非要反駁， {fl

欲指出羅氏兒童於H本朝野並不是他的高超英語或 f1 語水

平 ﹒ 而是漢語 ﹒ 當培利艦隊抵達日本 ， 日本的官員去問羅

氏商否到過美國 ， 他莽撞 ： 「我在船不過三月也 ﹒ 但段不

管其事..倘我能言，我必教之以仁義。 J 這一句話司謂十

分精景 ‘ 到底是他不會英語 、 還是他在船上地位低微 ， 泣

筒說話的資格？羅氏身為巾囡知織份子 ﹒ 所到之處均受 L I

本漢學家歡迎 守 但問題是他怎會乘上夷船 ， 幫助夷人來做

負受儒家思想洗倦的 H本？因此 ﹒ 筆者相信「倘我能言，

我必教之以仁義 a J 這一句話的真正意思 ， 質為蘿氏為開

己轉閻 ε 其實 司 羅向喬到了日本之後 ﹒ 結識了一大批日本

政界及文化界的人上，他與這些人的交往一直維持到 1 860

年代，據說”日本天皇還贈送了幾幅名畫給他 － 及禮聘他

為日本政府顧問 ＝ 看來羅氏是非常成功及有影響力 ， 但有

一點可以肯定的是﹒蘿氏是不諾阿諾的”羅向喬是清代傳

統的知議份子 ， H水 IE明治維新以前 ‘ 漢學地位和價值觀

主宰著整個日本的上層社會，換言之，羅接觸日本的文化

人士，猶如見到自家人”大家閱讀的儒家經典 、 欣賞的事

物大抵相同 1 無論如何 ， 早竟羅氏訪日結束後bi賀帶來一

些影響 ﹒ 他把H本北海道出廬的昆布首次帶回中國‘羅跟

隨艦隊利堇去了橫情〔橫須賀〕 ﹒ 還去了北海道 ﹒ 並從北

海道帶回一些昆布樣本凶廣東、香港 。 羅氏離開日本後，

有好幾位廣東商人便拿替他帶回來的昆布樣本到日本保

睛”

明治維新伊始 ﹒ 日本實行經濟改革 ， 急需建立新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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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金融體制﹒取代幕末以來紊亂的金融制度 ﹒ 香港在這方

面作出不少貢獻 v 當時於大限新建的造幣寮即後來的造幣

局 ﹒ 發行十進制新貨幣 ， 所間的行政管理人員、工程師、

機器、設備、廠房建築設計等等 。 均來自於1868年倒閉的

香港造幣局〔 Royal Hong Kong Mint 〕 。 當時日本新鑄的貿

易銀元 ﹒ 其貨幣單位「圓 J 的名稱 ﹒ 與本港當時的流通貨

幣 f 固」有很密切關係〔現在適用的「門 J 是「閻 J 的略

字〕 。 新的貨幣推出後 、 香港的匯豐銀行曾協助其在亞洲

多個城市流通 ， 11 日本政府更嘗試說服英國使之成為香港

的合法流通貨幣 ， 可惜最後並沒有成功。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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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香港燈幣局職員發推薦頒授日本皇室，b四等旭日小綴葷的官方文件

造幣廠出售過程頗為複雜 。 先是日本派遣一個代表團

來港考察，了解造幣廠選址、入口、建造等情況 。 日本學

習新事物的態度是相當認真和徹底的會除生產設備外 ， 往

往配套購入人材管理等其他軟件 ﹒ 筆者曾撰文考察大阪造

幣寮的建築規格，發現跟位於香港銅鑼灣東角的造幣廠完

全一樣 。 在人材管理方面 ﹒ 日本更以高薪聘請原造幣廠的

全部舊工作班子，包括首長Thomas William Kinder ﹒ 還有負

責溶解、總管，雕刻、會計、醫生、修理等的各級人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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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香港的貨幣，無論其成色、規格、樣式，甚至單位

名稱，全部被引入日本。不過，當這些新造貨幣要向海外

流通時，英國政府卻拒絕日本的要求，不讓「日圓」成為

香港的合法流通貨幣。 14

四、日本的香港網絡 失落和挫折

香港成為日本汲取亞洲情報的主要渠道，己於上文討

論。除了情報網絡外，香港對日本的海外移民、開拓海外

市場、貿易貨幣之流通等等，都扮演很重要角色。可是，

日本對香港網絡的發展，雖然付出很大的努力，但並不是

路路暢通，相反卻遇上不少阻力。

香港於1894年發生很嚴重的流行疫病，死亡無數，

特別是平民百姓，政府束手無策。由於疫病橫行，很多人

都放棄香港，遷移到內地居住。由於疫症猖獄造成大量居

民死亡，又沒有治療方案，日本對此表現得大為緊張，雖

然傳染病不一定會馬上傳到日本，但日本極為擔心，因為

香港對日本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貿易港口。香港有難，

橫潰、東京、神戶亦難獨善其身。當時，有兩位日本傳染

病專家青山風通和北里柴三郎，被日本政府派遣來港研究

傳染病菌。後來，北里柴三郎發現了鼠疫病菌，但有關這

一方面的史書記載甚少，因而目前史學界還未有一致的觀

點，到底香港的鼠疫病菌是由北里柴三郎還是香港政府的

外籍醫生首先發現？相信還有待更進一步的考證和研究。

這兩位專家來港後，首先發現是鼠疫病菌作惡，而青山風

通卻因接觸疫菌而病倒。很可惜，有關他們在港的經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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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香港醫療上的貢獻一直被埋沒於歷史陳跡之中，而有關

他們在香港研究病菌、治病、施行臨床實驗的德、日、英

文紀錄，並沒有專人去搜集。

在整個明治時代里，香港的日本人口一直在增加。有

趣的是很多香港人都不知道香港的日本人社會早於十九世

紀已經出現，現在位於跑馬地的外國人墳場還可見到為數

不少的日本人墓碑。的引起筆者注意的是一些日本婦女，

出身於日本九州的窮困鄉村，俗稱「唐行」〔 karayuki

san 〕來香港當娟妓謀生的歷史。 16 到底這些人是怎樣來到

香港，到港後又與本國維持一種怎樣的「網絡」關係？她

們到香港後是盃還會移動到中國、東南亞其他國家？這些

問題都很值得我們深入去研究。現在香港的保良局保存了

不少有關日本婦女來港時求助的檔案資料，對我們了解這

些被拐賣的日婦問題，應該有所幫助。 17

除了「唐行」選擇香港作為海外謀生地外，日本不少

商社亦曾努力拓展香港市場，大力發展海外貿易，香港被

視為一個重要的發展基地，但是多年來一直沒有取得滿意

的成績，例如：店業商會，於1878年進入香港， 1882年退

出﹔三井物產，於1878年來港， 1882年退出﹔三菱汽船，

於1879年來港，不到幾年，便於1884年退出等等。還有，

從香港輸入機器、技術和管理人才在大阪生產的日本「貿

易銀」’日本政府最早於1877年提出，經多番磋商，雖獲

港府同意但始終不獲英倫批准在港流通，於1879年被第一

次正式拒絕〔參看本書（香港日本關係大事年表）〕。由

此可見，日本人拓展香港市場的雄心曾遭遇極大之挫折。

有關這一點，當時的日本駐港領事鈴木充美曾作以下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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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分析，歸納日本未能成功拓展香港市場的原因：一者，

香港的華商團結力甚高，外人根本無法進入﹔二者，日本

商人欠缺足夠的資本，很容易倒閉﹔三者，香港的華商直

接與日本的製造商聯繫，毫不需要在港的日商作中間人角

色。 l 8 日本商人在港不敵本地競爭對手，多少反映出香港

當時的營商環境，是如何受本地商人群體的壟斷。

據東亞同文會香港廣東駐在調查班於1906年所撰寫的

調查報告書指出，香港的日本人社會並不團結，分「上田I

連」、「下田I連」兩部分。蓋前者包括政府官員、商社職

員及其家屬，至於後者包括一般普羅大眾、小市民，兩個

階層互不往來，存有嚴重的社會階層分歧。 19 相對於香港

本地的華人社會，香港日本人社會內部不團結，這是否對

日本本國商社在香港開拓市場失敗有關，相信還需要更進

一步的研究。

五、結語

過去學術界普遍認為，由於鎖國的影響，近代日本

對外界的認識十分有限，充其量通過長崎這一貿易窗口，

以了解外界的消息，似乎已欠缺足夠的說服力。在鴉片戰

爭以後，香港急速冒升，在城市現代化、汲取西方文化知

識、對外交通和資訊網絡各方面，都比日本先進，成為日

本借助參考的地方。香港是英屬殖民地，是從中國割讓出

去的，這一點日本亦十分清楚，從某個意義上說，香港已

成為日本開放的一個警惕。原因很簡單，因為西方列強正

虎視耽耽，日本如不欲步上中國後塵，必須面對現實，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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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放國家，迅速發展國家現代化政策。有趣的是，當日

本於1895年佔領台灣之後，英國對香港殖民地的成功統治

經驗，又成為日本政府領導人管治台灣的一個參考典範。幼

眾所周知，歐洲對近代亞洲歷史產生不少重要影響，因而

把我們的注意力很自然地扯到歐亞關係上，從而忽略亞洲

地區的內部關係，這一點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 21

香港雖為彈丸之地，但由於種種的歷史和地理因素，

香港具有強大的「網絡」功能，影響著中國和廣大的亞洲

國家和地區，於亞洲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

都可見到香港的網絡作用。過去，我們只把注意力集中在

香港與中國的關係上，大大忽略了香港與其他亞洲國家的

關係。其實，香港與日本有若很密切的交往，如果我們細

心翻查歷史，便會發現早於鴉片戰爭結束後的不久，在這

個剛開闢的維多利亞新城里，已經有日本船來港的蹤跡。

從香港開埠到現在的160多年歷史里，港日開係可謂經歷了

幾個不同的發展階段。總括而盲，在十九世紀香港一直扮

演著日本於亞洲汲取西洋文明和觀察中團動態的「網絡」

角色。在日本實行明治維新以前，可以大膽地說，日本通

往世界的交通航線，大多與香港連接，亦是因為這樣的原

因，日本不得不重視香港。

如果說鴉片戰爭前亞洲的團際關係是以中團為中心

的朝貢制度來維繫的話，鴉片戰爭可謂是破壞原來亞洲秩

序的一個源泉，隨朝貢秩序破壞而來的歐洲殖民勢力從印

度、東南亞延伸至東亞，使亞洲的歷史舞台除原有的中國

人網絡外，多加了來自歐洲特別是英圍的網絡。朝貢制度

雖然崩潰，但中圍人的網絡並沒有消失，華裔移民滲透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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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i每一個國家，部分華商更與歐洲殖民勢力相結合，借助

其於亞洲的影響力，將華人網絡延伸開去。日本是一個獨

特的亞洲國家，她不僅沒有參加中國的朝貢體系，在豐臣

秀吉時代，更要求在馬尼拉和果亞總督向日本稱臣和差遣

朝貢使節。此外，日本與中國的藩屬琉球一直保持蒼微妙

的關係。面對中國和西方於亞洲的強大網絡，日本不可能

沒有反應，因此將二十世紀前半的亞洲歷史解釋為日本對

這種網絡壓力的反撲，並非沒有道理。基於以上所說的背

景下，到底日本是如何開始挑戰英國在香港、華南的統治

勢力，將是筆者今後要進一步探討的課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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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九世紀香港、上海、橫潰現代城市發展比較

年代 香港 上海 橫潰

1840 －香港開埠〔 1841 〕 ﹒上海開埠〔 1843 〕 . 1442年，橫潰村首
－維多利亞地方法院 ﹒上海外灘（ Bund) 次出現於歷史文

[ 1841 ] 租地開始〔 1844 〕 獻，於幕末時期為

－宣佈為自由港 ﹒英國上海租地章程 德川氏領地，為不

[ 1842 ] 頒布和設定租界 知名漁村

－皇后大道命名 [ 1845)
[ 1842 ] ﹒設置英國租界擴大

﹒成立商埠設計委員 道路窩頭委員會

會〔 1842 〕 [ 1846 ]
－維多利亞城命名， · Flag Staff House 
香港政府成立 [ 1846 ]
[ 1843 ] ﹒聖三一教堂奠基、

－成立高等法院 建立英國領事館

[ 1844 ] [ 1846 ]
﹒三軍司令官部完工 ﹒外灘出現24問外國

[ 1846 ] 洋行〔 1847 〕
﹒成立香港俱樂部 ﹒英國租界擴大

( 1846) [ 1848 ]
美利樓〔 Murray ﹒美國要求設立租界

House ][ 1846 ] [ 1848 ]
﹒聖約翰大教堂竣工 －設置法國租界

[ 1849 ] [ 1849 ]
香港上海定期航線

開設〔 1849 〕

1850 －維多利亞城填海開 ﹒上海倫敦定期航線 ﹒美國培理艦隊叩關

女台 [ 1851 ] 開設〔 1850 〕 [ 1853 ]
﹒規劃大規模填海區 《北華捷報》創刊 －美國培理鑑隊再次

[ 1854 ] [ 1850 ] 來航，簽訂日美親

﹒港督府竣工 ﹒小刀會起義，佔領 善條約〔 1854 〕

[ 1855 ] 縣城〔 1853 〕 ﹒日英親善條約

﹒上海外貿數量超越 [ 1854 ]
廣州（ 1853 ] ﹒日俄親善條約

－頒布第二次土地章 [ 1855 ]
平主 [ 1854 ] ﹒臼荷親善條約

－設置英國租界工部 [ 1856 ]
局〔 1854 〕 ﹒日本與美、荷、

﹒中國人准許入住租 俄、英、法簽訂

界〔 1855 〕 修好通商條約
亞羅號事件，爆發 [ 1858 ]
第二次鴉片戰爭 ﹒橫潰城市規劃初期

[ 1856 ] 方案〔 1858 〕
﹒外灘初期江海關 ﹒橫潰開港〔 1859 〕

[ 1857 ] ﹒橫潰村改稱橫潰鎮

－中英天津條約 [ 1859 ]
[ 1858 ] ﹒英一番館怡和洋

行﹔美一番館瓊記

洋行﹔美二番館寶
順洋行〔 18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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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 －割讓九龍半島 ﹒太平軍攻擊上海， ﹒橫潰道通行

[ 1860 ] 英法聯手防衛 [ 1860 l 
﹒維多利亞城畢打街 [ 1860 ] ﹒居留地成立，填

鐘樓建成〔 1862 〕 ﹒法租界擴大 水田士程開始

﹒成立中央書院，先 [ 1861 ] [ 1861 ]
後改稱為維多利亞 ﹒法租界設置公董局 ﹒「 Japan Herald 」創
書院及皇仁書院 [ 1862 ] 刊〔 1861 〕
[ 1862 ] ﹒成立常勝軍 ﹒爆發生麥事件

﹒香港上海區豐銀行 [ 1862 ] 〔 1862 〕，英國調

成立〔 1865 〕 ﹒美團租界定界章程 遣駐香港海軍到鹿

﹒香港酒店竣士 頒布〔 1863 〕 兒島鎮壓
[ 1867 ] ﹒英、美租界合f并 ﹒幕府軍艦千歲丸抵

﹒香港大會堂竣士 [ 1863 ] 上海〔 1862 〕
[ 1869 ] 「 North China ﹒幕府准許英法駐屯

﹒成立東華醫院 Daily News 」劃刊 軍隊〔 1863 〕
[ 1869 ] [ 1864 l ﹒爆發薩英戰爭

﹒設置會審街門 [ 1863 ]
[ 1864 ] ﹒英美法荷四國聯合

﹒建立江南製造局 攻打下關〔 1864 〕
[ 1865 ] ﹒英商P&O郵船公司

﹒共同租界成立上海 開設橫潰上海定期

煤氣公司〔 1865 〕 航線〔 1864 〕
﹒上海吳地通行電報 ﹒建立橫潰製鐵所

[ 1865 ] [ 1865 ]
﹒上海橫渲航線開始 ﹒幕府准許日本人出

[ 1866 ] 國〔 1866 〕
﹒香港上海區豐銀行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

上海分行〔 1866 〕 橫j賓分行〔 1866 〕
﹒德圈俱樂部 ﹒改造居留地及跑馬

[ 1866 ] 場墓地 c 1866 ]
﹒上海三藩市定期航 ﹒德國領事館

線開設〔 1867 〕 [ 1866 ]
《萬國公報》創刊 ﹒居留地擴大

[ 1868 l [ 1867 ]
﹒芙租界天主教堂 ﹒美商太平洋郵船公

[ 1869 l 司開設三藩市橫

－上海第三次士地章 潰香港定期航線

平呈 [ 1866 ] [ 1867 ]
﹒東京橫渲通行電報

[ 1867 ]
﹒制定中國人戶籍制

度〔 1867 〕
﹒英國公使館

[ 1867 ]
﹒設置橫潰裁判所

[ 1868 ]
﹒美國公使館

[ 18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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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 －敷設香港上海海底 ﹒上海香港通行電報 ﹒橫潰市街地實測

電纜〔 1870 〕 [ 1870 ] [ 1871 ]
－維多利亞城火災 －敷設上海倫敦海底 ﹒橫潰新橋鐵路通車

[ 1878 ] 電纜〔 1871 〕 [ 1872 ]
﹒香港橫潰定期航線 《申報》劃刊 －法人開設歌特劇院

開設〔 1879 〕 [ 1872) [ 1872 ]
﹒沙遜洋行〔 1872 〕 ﹒橫潰海關〔本叮

－外白渡橋竣工 道〕〔 1873 〕

[ 1873 ] ﹒格蘭酒店開業

﹒中國輪船招商局成 ( 1873 ]
立〔 1873 〕 ﹒橫渲郵政局

﹒租界引入人力車 [ 1874 ]
[ 1874 ] －東京丸抵上海

英國郵政局 [ 1875 ]
[ 1874 ] ﹒橫潰上海定期航線

﹒設立格致書院 [ 1875 ]
[ 1876 ] ﹒橫演港修建規劃

﹒英商敷設湘種鐵路 [ 1875 ]
[ 1876 ] －爆發西南戰爭

﹒拆毀吳恨鐵路 [ 1877 ]
[ 1877 ] ﹒中國領事館

﹒聖約翰大學 [ 1878 ]
[ 1879 ] ﹒外國人居留地日本

大道以下三十條街
命名〔 1879 〕

1880 ﹒土地章程頒布 －上海天津通行電報 ﹒橫潰正金銀行開業

[ 1885 ] [ 1880 ] [ 1880 ]
－建立維多利亞女皇 ﹒設立中西書院 ﹒橫j賓YMCA

﹛象〔 1887 〕 [ 1881 ] [ 1884 ]
－山頂纜車通車 ﹒設立上海電力公司 ﹒日本郵船株式會社

[ 1888 ] [ 1882 ] 開業〔 1885 〕
﹒敷設公共同租界自 ﹒第一次官派移民夏

來水水管〔 1882 〕 威夷〔 1885 〕
﹒公共同租界開始供 －橫演海關〔海岸

水〔 1883 〕 道〕〔 1885 〕

－中法戰爭〔 1884 〕 ﹒敷設自來＊水管

－外灘氣象信號塔 [ 1887 ]
[ 1884 ] ﹒港口建設工程動工

－外灘範圍擴大 [ 1888 ]
[ 18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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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 －中環填海及港口 ﹒橫潰正金銀行上海 《橫潰貿易新報》
建設土程動土 分行〔 1893 〕 創刊〔 1890 〕
[ 1891 ] 《新聞報》創刊 ．中國北洋艦隊途經

－港督府改建 [ 1893 ] 橫潰〔 1891 〕

[ 1891 ] ﹒外灘第二期江海關 ﹒指路會教堂

－高街精神病醫院竣 [ 1894 ] [ 1892 ]
士（ 1892 ] ﹒中日簽定航海通商 ﹒日本郵船公司橫

－香港俱樂部竣工 條約〔 1895 〕 演孟買航線通航

[ 1897 ] －設立上海南市馬路 [ 1893 ]
﹒租借新界〔 1898 〕 土程局〔 1895) ﹒橫潰港大棧僑竣土

﹒土部局市政廳 [ 1894 ]
[ 1896 ] －日英簽定航海通商

﹒法國領事館 條約（ 1894 ]
[ 1896 ] －設立橫潰商業會議

﹒中國通商銀行成立 所〔 1894 〕
[ 1897 ] ﹒取消居留地

﹒商務印書館成立 ( 1899) 
[ 1897 ] －第二期港口建設土

﹒吳松開埠〔 1898 〕 程開始〔 1899)

﹒頒布租界第四次土

地章程〔 1899 〕
－英、美共同租界誕

生〔 1899 〕

資料出處：橫潰開港資料普及會編《橫潰和上海

兩個開港城市的近代》〔橫潰：橫潰開港資料館， 1993

年〕﹔張在元、劉少瑜《香港中環城市形象》〔北京：中

國計劃出版社， 1997年〕

註

l 周佳榮（關於亞洲研究的幾個問題），載氏著《亞太史研究導論》〔香港－

利文出版， 1999年〕，頁3 9 。

2. 演下武志著《香港大視野一一亞洲網絡中心》〔香港：商務印書館， 1997

年〕，頁150 。

3. 詳見王曉秋《近代中日敢示錄》〔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7年〕，頁8-16 。

4. 片山邦雄《近代日本海運之7:/7 》〔東京﹒御茶仿水書房， 1996年〕

頁的一27 ° 

5 卓南生《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 1815一1874》〔台北正中書局， 1998年〕

頁78 IOI 0 



26 李培德

6. 例如銀行等經濟、金融詞彙，便源出於該套字典，參閱立協和夫《在日外國

銀行史》〔東京 日本經濟評論社， 1987年〕

7 詳見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一一羅森著（日本日記〉》〔長沙：岳麓書

社， 1985年〕，頁29-46 。有關羅森與香港關係，可參考王曉秋（近代中日文

化交流的先軀羅森），載北京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編《日本學》第五輯〔 1995

年〕，頁141 151 。

8. 陶德民（十九世紀中葉美國對日人權外交的敢示一一寫在日本開國150周年之

際），《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04年4月號，頁48 。

9 衛斐列著，顧鈞、江莉譯《衛三畏生平及書信 一位美國來華傳教士的心

路歷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4年〕，頁 108 I仰， 130 ﹔ 136 。

10. 羅香林（香港開埠初期文教工作者羅向喬事蹟述釋），《包遵彭先生紀念論

文集》〔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 1971年〕，頁289 293 。

I l 參閱斯波義信編（函館華僑關係資料集），載《大阪大學文學部紀要》第22

號〔 1982年〕

12. 參閱Takeshi Hamashita’”A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silver yen and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1871一1913," in Frank H. H. King (ed.), Eastern 

banking: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ondon: Athlone Press, 1983), pp. 321 349. 
13. 參閱拙文（香港造幣廠與大阪造幣局），載蔣永敬等編《近百年中日關係論

文集》〔台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1992年〕，頁573 589 ﹔（明治日

本 l二於仿志貨幣ω改革主香港），《季刊歷史海流》第3卷第3號〔 1997年7

月〕，頁19一尬。有闋的過程，可參閱本書附錄（香港日本關係大事年表）

14. 拙文（香港造幣廠與大阪造幣局），頁587 588 。

15. 可參考本書羅燕妮、陳文耀（從香港日本人墓地碑文看日本人在香港活動之

歷史轉變〉及赤岩昭滋（香港ω日本人墓地），載譚汝謙編《港日關係之回

顧與前瞻， 1845年至1987年》〔香港：香港日本文化協會， 1988年〕，頁

132-141 。

16. 陳湛頤（香港早年的日本姐妓），載原武道、陳湛頤、王向華編《日本與亞

洲華人社會》〔香港：商務印書館， 1999年〕，頁133 152 。

17. 可兒弘明《近代中國仍苦力主「豬花」》〔東京﹒岩波書店， 1979年〕。

18. 奧田乙治郎編《明治初年lζ於付志香港日本人》〔台北：台灣省熱帶產業調

查會， 1937年〕，頁276--281 。

19. 飯島涉（香港 日本關係仍拉你ω香港日本商工會議所），載波形昭一編著

《近代7 己； 7仿日本人經濟團體》〔東京－同文館， 1997年〕，頁192 。

20. 吳密察（外國顧問W. Kirkwood的台灣殖民地統治政策構想），國立台灣大學

歷史系編《日據時期台灣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

系， 1993年〕，頁1 27, 

21. 參閱演下武志著（香港於東亞史上的位置），載《創文》第320號〔 1991

年〕，頁4 5 ﹔ j賓下武志著《香港 7 /7(f) 才、、y 卡 '7 夕都市》〔東京：
筑摩書房， 1996年〕，頁的－66 。

22. 參閱房建昌（本世紀上半葉日本及台灣總督府在潮沁的活動），《沁頭大學

學報》第14卷第4期〔 1998年〕，頁89-94 。



鳴謝

本書能夠順利出版，實有賴各方面的支持和鼓勵。首

先，要感謝兩次「日本文化與社會」講座的所有主講人，

除了本書的作者外，還有：王慶新、林少玲、林泉忠、洪

志輝、張展j鳴、趙雨樂。他們都是研究日本問題和港日文

化社會關係的專家，可惜由於時間和篇幅所限，編者未能

全部向他們徵稿。兩次講座能夠辦得成功，本書各論文作

者都犧牲了不少寶貴的工作時間，為講座或本書文稿作出

各種形式的準備，在今日香港學界備受資源增值和學術評

審的壓力情況下，是難能可貴的。本書收錄的部分論文

初稿，曾以「港日關係史」專輯，刊載於《香港日本文化

協會四十周年特刊》〔香港：香港日本文化協會， 2002

年〕，頁116-209 。需要指出者，本書收錄的論文都經過原

作者的重新修訂。

支持本書出版和協助組織兩次「日本文化與社會」講

座的，包括以下各位人士和機構：

香港日本文化協會周亦卿先生、趙連榮先生、馬鐵穎

先生、鄭廣才先生、侯清儀先生、許淑文小姐﹔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楊建明教授、沈雪明博士、←

克〔 Richard Booker 〕先生、陳以漢先生、梁美瓊小姐、陳

慧嫻小姐﹔



288 

香港大學出版社張煌昌先生及兩名書稿評審人﹔

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潰下武志教授﹔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黃紹倫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林啟彥教授。

鳴謝

此外，曾經接受我們訪問的前香港駐日經濟貿易代表

處處長藍鴻震先生、導演許鞍華女士、香港創價學會會長

李剛壽先生、天理教香港佈道中心會長大向良治先生、第

一日文專科學校校長李澤森先生、熱心推動香港對日索償

運動的已故杜學魁先生、專欄作家一條小百合小姐、香港

戰史專家高添強先生、都市田園書店范永康先生等，並為

本書提供資料和圖片的福光博一先生和高添強先生，謹此

一併致以謝忱。

本書付梓之際，本書作者之一區重量不幸因病逝世，

我們痛感惋惜之餘，對於過去他對本書的支持，謹致衷心

的謝意和懷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