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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興本土，香港本土的真義，

卻遠超一時三刻的潮流所能包涵。

有人興之所至抽取當下生活細節，

以本土口號或符號將之美化，遇有

不同意見者即肆意排斥攻擊；有人

自我中心無限擴大，想以本土之名

將香港從歷史地理、政經文化的淵

源中割離甚至對立。

對於致力牽頭為香港歷史寫書，

希望全面記錄香港地、人、事的嶺

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劉智鵬來說，

本土固然與衣食住行等香港生活文

化息息相關，但當中所呈現的「多

元」及「自由」，才是至關重要的

核心價值，期望港人重新思量它們

的可貴，別讓本港共融美德消逝。

■記者 姜嘉軒

身兼嶺大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主任的劉智鵬，是
少數專門研究香港歷史的學者，他並積極參與多

項保護本土文化工作，包括擔任《香港通志》編輯部主
編，與多名專家一同藉學者修志方式，記錄香港地理、
歷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人物、典籍、重大事
件等，該地方志希望能通貫古今，成為地方上的百科全
書，有助港人了解自己的社會，增強社會的凝聚力。此
外，劉智鵬亦擔任保育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主席，為保
護及活化本土歷史建築出力，貢獻良多。
維護本土近年成為香港的熱門議題，然而到底本

土含義為何，又該如何維護，卻見眾說紛紜。劉智鵬
認為，第一步必先了解本土本質，認識當中包含什
麼，下一步方可討論該如何保護。「本土最基本的定
義是個別地方或國家，生活範圍之中的事物」，從香
港層面上看，他指港人的生活方式、價值取向、風俗
習慣、住民構成以至鄉籍背景等，都可列入本土範圍
之中。

菠蘿油當年非本土平民飲食
劉智鵬指，大部分本土生活文化都會隨社會改

變，例如「雲吞麵」這類傳統飲食，當然能算進本
土，然而每個人對「雲吞麵」認識及重視程度不一，
較難以此作統一標誌，「又如近年人們談論本土平民
飲食文化時，常會提起菠蘿油，但據我小時候經歷而
言，多片厚牛油的菠蘿油遠比菠蘿包貴，過年過節才
有機會吃到，並非尋常食物。」
另一方面，一些生活習慣也會隨時代發展而不斷

在變，「傳統家庭過農曆新年，事前最少要一個月準
備，大掃除、添置應節食品及新衣服；今時今日過年
的禮節經過不斷簡化，可能只吃頓團年飯就算過節，
較新潮的家庭甚至只將農曆新年看成大假，舉家旅行
度過。」甚或連華人最重視的紅白二事，近年其實都
已大幅簡化，反映它們具高流動性，情況每天都可能

在變，不好定義。
話雖如此，劉智鵬認為，本土其實亦包含港人在

精神層面上一些核心價值，不容易隨時代改變，「香
港人一直都是接受不同文化、種族、背景的人一起生
活，大家可自由選擇食雲吞麵還是拉麵。『多元』、
『自由』這些抽象的理想價值，一直是本土可貴之
處。」遺憾的是，近年個別人士棄本逐末，對「本
土」的追求流於一些表面的符號，真正應該捍衛的
「多元、自由」卻彷彿日漸消逝。劉智鵬尤其感嘆社
會近年忘記了「多元」的可貴，容不下相左意見，甚
至使「本土」二字常與衝擊掛鈎，憂慮本港共融美德
將會消逝。

港非孤島 勿單憑地理定本土
對於有意見聲稱是從本土出發卻偷換概念引申至

「港獨」等思維，劉智鵬慨嘆指，這類想法既不理
性且不切實際，可能是源於對香港、內地及周邊國
家關係欠認識，「情況猶如小朋友嚷着要這要那，
卻不了解父母搵食艱難。」另就有人以本土之名排
斥內地文化，劉智鵬則形容有關說法「離奇地膚
淺」，「香港不是個孤島，長年歷史至今的變化，
一直跟世界息息相關，不可能單憑地理位置界定本
土。」

隨着香港社會不斷進步，城市化逐漸將
一些傳統特色湮沒，惟獨新界農村至今仍

保留着不少中國傳統特質，是研究「本土文化」中不得不
提的部分。劉智鵬解釋指，香港新界農村的宗法制度，從
11世紀南宋時期至今一直保存下來，「其宗族社會從未間
斷，即使戰後仍能保持中國傳統社會面貌，新界的族群歷
史動輒過百年，祠堂傳承超過廿代歷史，保存完整。」對
比之下內地一度與西方隔絕，而且經歷文革時期，造成不
少歷史散失；台灣經歷日治時期後，社會面貌亦經過不少
變異，使香港新界成為東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傳統宗族社會
的福地。
至於從社會層面上看，新界人在過去一段長時間與香港及

九龍居住的城市人隔絕，被視之為「鄉下人」，其後新界
於上世紀60年代正式開發，新市鎮及道路交通建設促進了
雙方交流，情況始有改善。然而過程中個別群體多多少少
還是失去了原來特質，例如當年部分新界人為了融入社
區，放棄了自己一套方言及生活習慣，劉智鵬認為這非常
可惜。

「追上時代不代表放棄已有東西」
同樣情況在香港不斷發生，現在很多家長為了孩子學好英

文，從小只跟子女用英文溝通，送到國際學校讀書，只求
學得一口「純正英語」；另一方面，社會近年亦有出現
「普教中」爭議，兩者情況各異，但都被視為對港人以粵
語作為母語的威脅。借歷史看今天，劉智鵬認為對待兩文
三語，絕不應以落後的「取代」思維視之，「追上時代不
代表要放棄已有的東西，語言如同技能多學無壞，粵、
普、英並存又有何問題？」其實各種語言在社會百花齊
放，奉行各自信仰、生活方式，互相尊重彼此不同身份，
這樣更能促使共融。
他又笑謂，與其崇尚英、美「純正口音」，「港式英語」

在他看來更加可貴，「正如我們不會為操流利廣東話感到
了不起一樣，假如將英文當成母語學習，講得好是理所當
然；相反帶港式口音正好證明這是我們經過一番努力學回
來的第二語言，這才是『身份象徵』。」 ■記者 姜嘉軒

近年部分年輕人主張排斥外
來文化，有時更會引發衝突，

「多元」社會日漸消失，劉智鵬認為家庭的組成有
所改變是其中一個原因，「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
大型公共屋邨，如同一條『打豎』建築的村落，家
家戶戶相互認識，每個『師奶』手上都有數戶鄰居
的鎖匙，幫忙鄰居看家；小朋友可隨意到樓上樓下
『黐餐』，見識品嚐到各處家鄉菜式。即使鄰居之
間操不同方言，有着不同背景都能融洽相處。」這
讓當時的香港市民培養出多元共融的特質，但隨着
社會不斷發展，大家庭發展成核心家庭，公共房屋
特色不再，多元共融特質亦隨之消失。
此外，劉智鵬認為本港教育存在很大問題，本來香
港日益走向國際，但年輕一代的眼光反而愈見狹窄。
他舉例指，香港號稱國際大都會，人們在前途考量上
至今仍然非常落伍，停留在「考唔到功名、讀唔到名
校就死」的觀念上，「人類社會其實應該像動物世界，
各種動物都有一套生存技能及價值，無分貴賤」，遺
憾香港教育未有正確灌輸年輕人欣賞多元發展的可貴，

導致社會發展單一，很不健康。
劉智鵬指接觸過的年輕人都是斯文有禮，但畢竟

大部分年輕一代「好食好住」，萬千寵愛在一身，
成長路上沒有太多歷練，以致見識及經驗俱淺。他
強調是社會環境改變所致，不可能強求年輕人讀完
大學「咩都識晒」，但可從教育上着手調整，協助
年輕人彌補不足，增長見識及培養正確價值觀。

若依傳統教法 中史多教無用
香港教育對中史的重視程度一直有限，近年開始有

聲音要求將中史重新列作必修科目。劉智鵬認為中史
該教，但應好好審視課程內容及教學手法。他強調歷
史是記錄人類生活及社會狀況，每件歷史事件背後總
有因果，立體地了解每個時代的地理環境、經濟狀況、
文化及中外關係等不同細節才可讀得通透，「假如只
是依循傳統中史的教學方法，離不開『荒淫無道』、
『好大喜功』此等標籤性、概括性字眼，將歷史大幅
簡化，多教也是無用。」因此絕非一句「恢復中史教
育」就能解決問題。 ■記者 姜嘉軒

歷史研究一向予人沉悶
感覺，劉智鵬指在研究歷

史的過程中的確沒有太多有趣事情，但他笑言
自己一來天生八卦，二來少年時喜歡看《三國
演義》，雖然它只是一部根據歷史改編而成的
章回小說，卻能吸引他去研究正史，自此培養
出他對研究歷史的興趣，「小說裡面我最喜歡
趙雲，但歷史當中他不過是個尋常武將，倒是

諸葛亮才是個真正非凡的人。」至於在中國眾
多的歷史朝代中，劉智鵬尤其喜歡宋朝，只因
那個時候朝廷禮待文人，物質豐富，國祚長
久，很是有趣。
假如要講研究歷史最有趣味的地方，劉智鵬

認為愈去認識歷史，愈會發現「人類總是犯着
同樣的錯」，個別行為總會引發既定結果，屢
試不爽，「多讀歷史可讓人看清因果，知道人

類的行為模式，這可能是研讀歷史最精彩的部
分。」劉智鵬笑言很多時候遇事都能「開口
中」，有段時期學生更覺得他「料事如神」，
原因不外乎「太陽底下無新事」，人類行為千
古不變，早已清晰烙印在歷史之中。
劉智鵬作為保諮會主席，對本土歷史建築有

着深厚感情，「香港建築之中，我最喜歡舊郵
政總局大樓，現址為環球大廈。」他認為它具
備港英時代建築的特色，非常美觀，可惜早已
拆卸。至於現存的歷史建築，劉智鵬則選了同
為港英時代興建的舊立法會大樓，同樣深具歷
史意義。 ■記者 姜嘉軒

新界成研究宗族社會福地
傳承至今

家庭組成改變 多元共融漸逝
撥亂反正

「人類總是重複犯錯」
演義啟發

■香港舊郵政總局大樓於1976年清拆，
現址為環球大廈。 資料圖片

■■劉智鵬笑言研究歷史最有趣劉智鵬笑言研究歷史最有趣
味的地方味的地方，，在於愈去認識在於愈去認識，，愈愈
會發現會發現「「人類總是犯同樣的人類總是犯同樣的
錯錯」，」，個別行為總會引發既定個別行為總會引發既定
結果結果，，屢試不爽屢試不爽。。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中環舊立法會大樓已修復中環舊立法會大樓已修復
成終審法院成終審法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談及「本土」，劉智鵬認為第一步必先了解其本
質，下一步方可討論該如何保護。 曾慶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