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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港澳侨 

 

  在承担编纂《香港志》任务的香港地方志中心，活跃着一群年轻的“修志人”—— 
 

了解香港和国家的历史  看到香港未来的机遇 
 

本报记者  冯学知 
 

    日前，《香港志》首册《总述·大事记》英文版在香港礼宾府举行出版典礼。作为香港首部

专属地方志，《香港志》记述了香港上自公元前 5000年新石器时代先民活动，下至 2017年 7月 1

日香港回归祖国 20周年的历史，全套共 54册、约 2500万字，涵盖了自然、政治、经济、社会、

文化、人物、附录、专题等十大类别。 

    “《香港志》首册英文版的推出是向世界讲述香港成功故事的新契机。读者从书中不仅可以

了解香港和国家的历史，更可以看到香港未来的机遇。”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

记者了解到，在承担编纂《香港志》任务的香港地方志中心，活跃着一群年轻的“修志人”。 

    “参与编纂《香港志》这样史无前例的工程，是我的荣幸” 

    位于湾仔的香港地方志中心办公室，是一整层的大开间。一排排工位整齐分布在过道两侧，

蔡兆浚的工位就在离门口最近的位置。蔡兆浚西装革履、面容白净，戴着一副无框眼镜，言谈举

止间透着书卷气和超出年龄的沉稳。作为香港地方志中心的高级编辑，1994年出生的他年纪不大、

资历却不浅，是最早一批加入香港地方志中心的编辑，主要负责《地名》与《附录》部类的编纂。 

    国有史、地有志。修志是中华民族的悠久传统，但自 1819 年《新安县志》问世之后，便再

找不到香港的地方志。香港回归祖国后，不少有识之士持续为香港修志奔走努力。经过多年准备，

2019 年，团结香港基金牵头成立了香港地方志中心，正式启动《香港志》的编纂工作。2020 年

12月底，《香港志》首册《总述·大事记》中文版正式出版。 

    “我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大学和研究生读的也都是历史专业。参与编纂《香港志》这样史

无前例的工程，是我的荣幸。”蔡兆浚说，自己一毕业就能投身这项事业，有一种生逢其时、赓

续文脉的使命感和自豪感。 

    2021年 12月初，《香港志》三部专题志中的第一部《香港参与国家改革开放志》面世。这部

书分为上下两册、共 19 章，涵盖经济、金融、文化、社会四大范畴，逾百万字，全方位记述了

1978年至 2017年间，香港参与国家改革开放的历程。编纂团队平均年龄仅 35岁，其中第十三章

“保险”的作者之一，是 90后赵浩柏。 

    从香港中文大学近代史专业毕业后，赵浩柏做过大学历史系研究助理、网络媒体编辑。2019

年加入香港地方志中心，于他而言既是过往经历的延伸，也是新的人生体验。 

    “修志很考验耐心，要找很多资料。我收集资料用了将近七成的时间，有时写一句话就要查

找资料好多天。”赵浩柏介绍，为求严谨准确，同事之间会互换稿件逐句核查，不同资料也要交

叉验证，一旦发现有出入就要重新考证。现在，一看到数字就想进行核实几乎成了他的习惯。 

    根据规范，“方志”述而不论、涵盖广泛、巨细无遗，务求严谨客观。香港地方志中心制定

了严格的审阅流程，所有《香港志》的内容，都必须经过“蒐、撰、编、统、审、核、定”7 项

程序，再通过责任编辑“内审”、专家“外审”认证审阅，才交由编审委员会批核定稿，并呈请

理事会通过，最终付梓出版。 

    “也许有人觉得这份工作既沉闷又枯燥，但我们对它倾注了感情和意义，反而乐在其中。”

赵浩柏笑言。 

    “对于‘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我有了更深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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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群在成堆文献资料中摸爬滚打的年轻人而言，不断从中获得新知是这份工作的最大收

获。每多一个发现，他们对香港与国家的认识便深一分。 

    除了《香港参与国家改革开放志》，赵浩柏同时参与了《总述·大事记》及《香港志·经济》

部类的编纂，“对于‘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我有了更深的体会”。 

    “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是香港得天独厚的显著优势。内地改革开放后，香港为内地保险业

的发展做了很多贡献，比如中资保险机构利用香港的资本市场获得融资、改善公司治理。”赵浩

柏表示，回归祖国开启了香港历史新纪元，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敢为天下先，敢做弄

潮儿，创业建功的舞台越来越宽广。 

    2017年从中山大学考古学专业博士毕业的陈德好，曾在珠三角一带从事田野调查、考古等工

作，加入香港地方志中心后，她主要负责《文化》部类的编纂和统筹工作。从文物、建筑到语言、

宗教、民俗等，搜集香港各类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为陈德好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也

让她对香港与内地同根同源有了更深的理解。 

    “香港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的风俗节庆有 70多项，都与内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陈

德好说，她印象最深的是在新界一些传统村落，每年农历正月十九都会举办“扒天机”活动，这

正是明清地方志记载的民俗活动“天机节”，“这一习俗在内地已很难见到，但在香港却被很好地

保存下来”。 

    香港有 7000 多个可供考证的地名，蔡兆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考证其中部分地名的由来。

在此过程中，他挖掘到许多鲜为人知又引人深思的历史细节。 

    “吐露港一带在五代十国时期就是知名的珍珠产地。此外，香港产盐的历史也超过了 2000

年。”蔡兆浚认为，这些史料都能证明，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

史，记载着华夏先民在岭南这片土地上的辛勤耕作。 

    参与编纂《总述·大事记》时，蔡兆浚特别研究了 1899 年新界乡民抗英六日战，并专门写

了一篇纪念文章。“新界原居民在英国接管新界之时，为了保卫乡土，曾组织千余乡勇与英军激

烈战斗。虽然最终失利，500多人战死，却无损其英勇壮烈，可歌可泣。”蔡兆浚感叹。 

    今天，已回归祖国 25 年的香港生机勃勃。但当年香港被迫割让的屈辱、中华儿女救亡图存

的抗争，仍常令蔡兆浚心绪难平、陷入深思。 

    “不只是为了梳理和回顾香港与内地的血脉亲情，也蕴含着香港社会对未来的展望与期盼” 

    关于编修地方志的意义，学界常将其概括为“存史、资政、育人”。随着时间推移，编纂团

队的年轻人对这份事业的信念也越来越坚定。 

    《总述·大事记》出版后，作为编辑之一，陈德好一度在网络上遭到政治攻击。承受的压力，

反而让她更加坚信编纂权威历史著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地方志是权威历史著作，是学者做研

究、老师开展教学要引用的。”她相信，如果人们对历史的认知是准确的，将来也许就能避免出

现大的偏差。 

    蔡兆浚将这种“偏差”归结于教育的缺位，“过去香港历史很不受重视，很长一段时间，中

学历史科都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而历史科亦不是高中必修科”。 

    近两年，对香港历史的关注不再局限于学术圈，越来越多出版和传媒机构开始加入这一队伍。

做研究之余，蔡兆浚经常为报刊撰文或接受媒体采访，介绍他的最新研究成果。 

    “可以感觉到，社会对香港历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了。我在新界村落的亲戚也很关心我的

工作，还主动把他们家传的族谱借给我做研究。”蔡兆浚说，《香港志》的编纂带动越来越多人认

真认识香港自身的历史、了解自己的根源，这令他非常开心，也成为他继续投身这项事业的主要

动力。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蔡兆浚和同事们一起编撰了普及读本《回归·情义 25 载》，

通过精选 25 篇打动人心的故事，讲述内地和香港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情义，读本赠送给了香

港千所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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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盼望年轻读者可通过阅读此书，知所从来、思所将往。”蔡兆浚说，编写这本书，不只是

为了梳理和回顾香港与内地的血脉亲情，也蕴含着香港社会对未来的展望与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