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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區史研究之四：屯門》

内容概要

屯門於一九七三年正式成為新市鎮，經數十年發展至今，現時已是香港新界西北部人口稠密的核心社
區。當香港與中國內地的經貿關係進一步緊密發展時，屯門鄰近內地的地理優勢將推動這地區的發展
一日千里。
回顧屯門作為新市鎮初期的苦況：地處偏僻、交通發展滯後、社區設施乏善可陳，在港九居民眼中，
儼如一處山區荒地，但有誰知道屯門在中外交通歴史中是如何舉足輕重，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其中一
個中繼站，屯門早於唐代已被載入史冊。如今，我們撫今追昔，當對這個位處新界西北的地區有更深
一層的認識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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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 對這本書的'偏好', 其實更多是來自於對屯門這個地區的感情吧, 畢竟我的童年與青少年都在這區
生活.- 三聯書店出的香港地區史研究, 這一本己經是到了第四冊了. 之前有的分別是九龍城, 大澳與粉嶺.
我記得自己第一本看的是關於九龍城的, 因為其傳奇性(九龍城寨的歷史), 加上當年我開始對這些題目
感興趣, 故印象特別深刻. 最近翻查書架, 才發覺原來我也買了粉嶺那本, 不過就沒有看完. 其實對大澳也
蠻感興趣的, 恐怕剛丟掉一批書後, 書架又要面對沉重的壓力了.- 回到這本書上, 感覺輯錄之文章多是'大
歷史'的東西, 像去考證唐代的屯門是否今天的屯門呀, 去談屯門與辛亥革命的關係, 或是共產黨與&quot;
民主人士&quot;所開的達德書院等. 這些都是重要的東西, 但這跟屯門生活的人其實干系不大. 我在看時,
更喜歡它談青山寺與清涼法院, 更想多了解屯門新市鎮的規劃, 包括書中提到好幾條有幾百年歷史的圍
村, 它們的名字今天還在屯門(泥圍, 鍾屋村等), 那這些村莊怎麼變化? 村裏人如何理解屯門的變遷? 這些
東西其實更有味道.- 觀乎作者關於達德書院的編章, 感覺他政治立場挺明顯的, 反而不甚關注國共政府
利用香港作政治鬥爭下香港市民的感受...... 其中有作者任職公職甚多, 其實蠻擔心這樣的視角並不一定
就能為政府提供更多民間的意見.- 關於新市鎮建設一章, 我自己在看時確實覺得書中的陳述與我自己的
理解是有出入的, 或者不能反映到我作為在這社區土生土長的人的感情. 或者這就是為甚麼口述歷史, 民
間歷史那麼重要. 作者竟把輕便鐵路形容為'利民', 區內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 簡直是無視當年屯門居民
抗議港府強將一種英國捨棄的交通工具到屯門的歷史. 輕鐵來後, 意外無數不在講, 又壟斷了區內交通, 
取消本來是點到點的巴士與小巴服務, 令居民多行枉路, 收費又貴........ 這書的作者所在的嶺南大學, 位
置就在屯門, 竟然給出那麼不貼人情的評語......豈有此理.- 或者說, 屯門的居民或民間, 是時候考慮一下
自己寫自己的歷史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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