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 後 語
今年是香港中文大學成立六十周年，校方將陸續舉行一連串慶祝紀念 

活動，與一眾師生、校友及各界社會人士，同賀六十年來中大在學術和研究 

上取得的輝煌成就。適逢其會，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特意組織一個題為

「中大一甲子」的專輯，邀請幾位不同年代畢業的校友（部分先後於中大任

職），撰文分享昔日母校一些值得緬懷紀念的人與事，以饗讀者。

梁元生撰文回溯了1963年中大成立以前崇基學院的「前史」，強調學院
先賢繼承1949年以前內地基督教大學的辦學精神，為戰後本地青年學生提
供全人教育的抱負，並娓娓道來早期兩任院長以及多位中外老師的生平事迹

和學術貢獻。鄭國漢在其口述訪問文章中，細談他從內地出生、成長到香港

生活、求學，以至後來入讀中大的種種轉折，並憶述在聯合書院唸書期間師

長對他的教誨和啟迪，充滿溫情敬意。譚榮佳闡述中大醫學院成立的前因後

果，在戰後香港社會的脈絡下，既肯定中大醫學院在香港公共衞生醫療史上

的重要地位，亦向中大創校校長李卓敏博士的卓識遠見、醫學院創院院長蔡

永業教授的殊勳茂績致敬。李卓敏校長在1978年離任前早有編寫傳記的想
法，更委託幾位年輕的歷史學者協助進行訪問工作，張志偉通過調查訪問，

追溯這個傳記編寫計劃的始末因由，翻開一頁鮮為人知的中大歷史。本期

「景觀」欄目以中大校園規劃發展為題，梁雅婷在走訪校園發展處後，撰文回

顧一甲子的校園變遷，深入介紹未來規劃發展的方向，並輔以不同時期的中

大圖片，值得耐心品味。

本期刊出的三篇學術論文均屬取材豐富的歷史個案研究，無不關注中國

近代以來不同社會群體與國家權力互動及其衍生的結果。潘威、劉其恩以 

甘肅省民勤縣「移丘戶」為研究對象，考察清代以來河西走廊地區水利現代化

建設遭遇的障礙，尤其詳盡剖析了1949年前後國共政權介入解決「移丘戶」
問題所取得的迥然不同的結果。毛升探討的問題是中共建國初期蘇州人力 

車工人的命運，雖然他們在「翻身」之後政治地位大幅提升，但是由於人力車

行業與國家推動的交通機械化方針背道而馳，最終於1958年完成歷史任務。
王力堅關注建國後廣大農民的遭遇，綜述1959至1960年廣西百色地區兩次
反瞞產運動中，地方當局如何通過「群眾運動」來「運動群眾」，通過主導、

支配運動的「群眾性」，實現針對富裕中農的鬥爭目標。

《張灝教授紀念文集》即將出版，收入學界同仁多篇紀念文章。陳躬芳、

周昭端撰文回顧編輯出版工作的來龍去脈，並闡述紀念文集以「幽暗已成 

千古患」為題的緣由，讀來誠摯感人，鄭重向讀者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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