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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講 1st Lecture 	

公司法、會計制度與中國歷史上的商業發展：兼論韋伯、
余英時的觀點	
Company Law, Legal Standards of Accounting and the Hist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 in China: Viewpoints of Max Weber and Yu Ying-shih 
 
主持 / 劉國英教授  
Moderator /  Professor Lau Kwok-ying

日期 / 二○二二年四月四日（星期一）

Date /   4 April 2022 (Monday) 

時間 / 下午四時正 

Time /  4:00 p.m.       

語言 / 普通話

Language / Putonghua

第二講 2nd Lecture 	

宗族的理想與實踐：從歷史人類學視野下的探討
The Ideal and Practice of Lineage: A Perspective from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主持 / 張瑞威教授  
Moderator / Professor Cheung Sui-wai

日期 / 二○二二年四月九日（星期六）

Date /    9 April 2022 (Saturday)    
  
時間 / 下午三時正  

Time /  3:00 p.m.        

語言 / 廣東話

Language / Cantonese

以上講座均於網上舉行  All lectures will be held online

第十二屆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
Yu Ying-shih Lecture in History 20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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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會計制度與中國歷史上的商業發展：
兼論韋伯、余英時的觀點
Company Law, Legal Standards of Accounting and the 
Hist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 in China: Viewpoints of Max 
Weber and Yu Ying-shih

概要
Abstracts

我認為清末政府推行的「公司法」最重要的影響涉及兩方面。其

一，是把商業管理的根據從禮儀轉移到法律。其二，也改變了傳統

的商業會計。這種全面性的演變，關乎明清時代的制度，過渡到近

代的制度。當然一紙命令並不能立即產生效果，而是經歷了很長段

的轉變，並且專業人才的培訓相配合，然後才開始看到後果。清末

管理公司的法律也不止公司律，還有商人通例、商會章程和破產律，

各有其作用。我打算討論這個長時間的轉變，也討論為什麼韋伯的

觀點可以有助於瞭解這些改變。

第一講	1st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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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幾年試圖跳出華南的範圍去瞭解宋代以後宗族的歷史。我

還不敢說有很清晰的思路，但是我試圖從族譜、祖嘗、祠堂的發展

追尋不同宗族模式的出現。我相信假如我們要瞭解這個歷史，起碼

的條件是可以把這些制度的歷史，置於時空的架構。換句話說，我

們可以承認宗族有共同的語言，但是實體上，不同時空的宗族有不

一樣的運作機制。宗族歷史的研究目的，就是把這些不一樣的運作，

連貫到一個可以瞭解的歷史過程。

第二講	2nd Lecture

宗族的理想與實踐：

從歷史人類學視野下的探討
The Ideal and Practice of Lineage: A Perspective from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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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衛教授簡歷	
Biography of Professor David Faure

科大衛教授長年致力中國社會史與商業史，以及歷史人類學研究，

對中國的鄉村社會和宗族組織極具心得。他從 1976 年到 1989 年，以

及 2004 年至今在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任教，並開設歷史人類學和中國

商業史等學科，並先後主持香港特別行政區卓越學科領域計劃「中國社

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協作研究金項目「重構西江：明清帝國的建構

與土著社會的演變」等重大項目。1990 年代曾任教美國印第安納大學

及英國牛津大學。

科教授 1969 年在香港大學歷史系畢業，獲甲等榮譽學位，後來負

笈美國，並於 1976 年在普林斯頓大學取得社會學博士學位。當年歐美

的中國研究主流仍然強調社會控制理論，着眼點放在皇權對社會進行

「控制」，但實際王朝的治理只到縣層級，對縣以下的鄉村社會未有廣

泛論及。科教授主張從農民的生活出發，以了解農民這一班以前被認定

是「被統治者」、「被動者」的群體如何創造歷史。他在教研工作亦積

極提倡加入人類學田野調查解讀文獻，為學界開拓更廣闊的治史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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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授的研究極豐，他的主要專著有《皇帝和祖宗：華南的國家與宗

族》、《近代中國商業的發展》、《明清社會和禮儀》等。

科教授 2004 年重返中大歷史系後，曾擔任歷史系系主任（2004

至 06 年）、香港中文大學偉倫歷史學教授（2010 至 14 年）及香港中

文大學偉倫歷史學研究教授（2014 至 20 年）。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歷史

系榮休教授、英國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榮休院士，學術成就備受廣泛

肯定。科教授 2004 年起隸屬新亞書院，並自 2007 年起出任新亞書院

院務委員會委員，2014 年起出任新亞書院中國文化講座系列委員會委

員。

今年 4 月上旬舉辦的「第十二屆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有幸邀請

到科教授在兩場講學中分享他對中國商業史、宗族制度的獨到解讀和觀

察。第一講將集中討論公司法、會計制度與中國歷史上的商業發展的關

係，並兼論韋伯、余英時的觀點；第二講則從歷史人類學視野探討宗族

的理想與實踐，歡迎各界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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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衛教授專著	

Monographs by Professor David Faure

	. The Fisher Folk of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A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Boat-and-Shed Living , co-edited 
with He Xi, London: Routledge, 2016.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 is book was publ ished as He Xi  and Ke Dawei,  eds. 
Fosheng: shuishangren de lishi renleixue yanjiu , Shanghai: 
Zhongxi shuju, 2021.)

	. Ming-Qing shehui he liyi (Society and ritual in the Ming and 
the Qing), Beijing: Beiji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16.

	. Ch ie f ta ins  in to  Ances to rs :  Im per ia l  Expans ion  and 
Indigenous Society in Southwest China , co-edited with Ho 
Ts’ui-p’ing,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3.

	. Jindai Zhongguo shangye de fazhan  (Business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 Hangzhou: Zhej iang daxue chubanshe, 
2010.

	. Emperor and Ancestor: 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Transl. in Chinese 
by Bu Yongjian, Nanjing: Jiangsu Renmin chubanshe 2009; 
Hong Kong: Shangwu, 2017.) 

	. China and Capitalism, A Hist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 in 
Modern China ,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vol. 	 Economy , co-
editor (with Pui-tak Le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 Colonialism and the Hong Kong Mentality ,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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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 Search of the Hunters and Their Tribe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 , 
editor, Taipei: Sh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2001.

	.. Town and Country in China: Identity and Perception , co-
editor (with Tao Tao Liu), Basingstoke: Palgrave (St Antony’s-
Macmillan series), 2001.

		.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vol. 	 Society , edito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 Unity and Diversity: Local Cultures and Identities in China , 
co-editor (with Tao Tao Liu),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 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 , co-
editor (with Helen Siu),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The  Rura l  Economy o f  P re -L ibe ra t ion  Ch ina :  T rade 
E x p a n s i o n  a n d  P e a s a n t  L i v e l i h o o d  i n  J i a n g s u  a n d 
Guangdong, 			. to 				 ,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 ,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Xianggang beimeng huibian  (The histor ical  inscr ipt ions 
of Hong Kong, in Chinese),  principal editor, co edited with 
Bernard  H.K.Luk  and A l ice  Ng,  Hong Kong: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1986, in three volumes.

		. From Village to City, Studies in the Traditional Roots of 
Hong Kong Society , principal editor, co edited with James 
Hayes and Alan Birch,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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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

About the Yu Ying-shih Lecture in History

In 2007, CUHK Chung Chi College and New Asia College 
came together to establish the Yu Ying-shih Lecture in History, 
which is  co-organized wi th  CUHK Depar tment  of  His tory .  A 
distinguished historian is invited each year to deliver lectures and 
seminars on interested topic in History. This year marks its 12th 
edition. Among the leading scholars invited to deliver the lecture 
have been Professor Hsu Cho-yun of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ofessor Wang Gung-wu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ofessor Chang Hao of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ofessor Wang 
Fan-sen of Academia Sinica, Taiwan; Professor Luo Zhitian of 
Peking University and Sichuan University; Professor Huang Chin-
shing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Professor Yeh Wen-hsin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Professor Hoyt Til lman of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rofessor 
Chen Jo-shui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ofessor Michael 
Nylan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and Professor He 
Jun of Fudan University. The lecture is currently sponsored by the 
Austin-Eminence Charitable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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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崇基學院及新亞書院於 2007 年起聯合主辦「余英時先生歷

史講座」，並由中大歷史系協辦，每年邀請一位對歷史研究具傑出

成就的學者蒞臨發表演講。本年度講座已舉辦至第十二屆。講座過

去屢邀得知名學人擔任講者，包括：美國匹茲堡大學榮休教授許倬

雲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資深教授及前香港大學校長王賡武教授、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及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教授張灝教授、台灣中央

研究院院士王汎森教授、北京大學及四川大學教授羅志田教授、台

灣中央研究院副院長黃進興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歷史系

教授葉文心教授、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教授田浩教授、國立臺灣

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及臺灣大學講座教授陳弱水教授、美國加州大

學柏克萊分校歷史系教授戴梅可教授，以及復旦大學特聘教授暨哲

學學院博士生導師何俊教授。講座目前由奧斯丁卓犖慈善基金會贊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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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亞書院創立於 1949 年，由已故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及一群來自內地之
學者，在極艱難窮困的環境中創辦，其宗旨是保存及發揚中國文化，為社
會培育優秀人才。

作為中國文化理想的荷負者，新亞書院多年來積極推動各項學術文化
活動，讓中國文化得以承傳。每年舉辦之文化講座、研修班及培訓班概列
如下：

一、學術文化講座

•	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

創立於 1978 年，旨在發揚學術風氣及培養文化風格。此講座獲海內外
學術界重視，先後蒞臨之講者包括書院創辦人錢賓四先生、英國劍橋大
學李約瑟教授、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及哲學講座教授杜維明教授等。

•	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

由新亞書院及崇基學院於 2007 年創立，中大歷史系為協辦單位，旨在
促進學術文化交流及推動歷史研究。歷年來均邀得知名歷史學家蒞校演
講，包括美國匹茲堡大學榮休教授許倬雲教授、香港大學前校長王賡武
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教授等。

•	新亞當代中國講座

創立於 2012 年，旨在激發本院師生及社會人士對當代中國國情的認識，
以至對當前面對之挑戰作深入探討。

•	新亞儒學講座

創立於 2013 年，目的在於弘揚儒學，同時探討儒家思想對個人、社會
以至中國未來發展的意義。

•	任國榮先生生命科學講座

創立於 2015 年，由新亞書院及生命科學學院合辦，旨在令社會大眾及
學生加深對生命科學的認識、意義，以及生命科學在現今社會的價值及
應用。

•	新亞書院文化講座

創立於 1950 年，由多位書院老師擔任講者，當中包括錢穆、唐君毅與

新亞書院簡介
Introduction of New Asia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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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 IG
College Instagram

本院 Facebook 專頁
College Facebook

本院 Youtube 頻道
College Youtube

張丕介等從內地來的著名學者，以鼓勵大眾認識中國文化與世界學術，
以及關心人類前途。新亞書院與新亞校友會於 2014 年正式復辦此講座，
每年度共有三至四次講座。

二、研修班／培訓班

•	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

自 2000 年起，新亞書院與中華傳統文化研修會、中國教育學會高中教
育專業委員會及台灣素書樓文教基金每年於暑假期間舉辦，旨在促進兩
岸四地中學老師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識，並冀學員在參與培訓班後，回
到自己所屬的教學單位，把所見所學推廣給同儕及學生。

•	中華美德教育行動師資培訓班

為弘揚中華美德，提升青少年道德素養，新亞書院與北京東方道德研究
所於 2002 年起合辦此培訓班。參加的學員來自內地各個省市學校的校
長及老師。

三、其他活動

除了期盼學生能認識國家歷史文化、掌握當代中國發展情況，我們同
時希望學生具備國際視野，以肩負起弘揚中國文化的使命。因此，書院致
力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機會，包括舉辦「新亞青年學人計劃」、「湖
南大學暑期交流計劃」及「暑期北京普通話課程」等，致力培育他們成為
學德俱備、關心國家及勇於承擔的優秀人才。

另一方面，新亞學生團體積極推廣中國文化，如歷史悠久的「新亞國
樂會」及「新亞國術會」便一直致力發揚中國音樂及弘揚國術；本院學生
亦透過成立及參與社會服務團，積極投入社會服務，以服務社會為職志，
當中包括「新亞書院學生社會服務團」、「新亞書院我愛香港社會服務團」
及「新亞書院扶輪青年服務團」等。此外，我們以資助及獎學金的形式鼓
勵及支持學生探求中國文化，讓新亞精神能夠薪火相傳下去。

如您想了解更多我們在中國文化推廣方面的工作，請瀏覽新亞書院的
網頁 www.na.cuhk.edu.hk。若您希望定時收到我們的最新消息及活動預
告，歡迎將聯絡資料電郵至 nac@cuhk.edu.hk。

13



問卷：第十二屆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

Questionnaire: 
Yu Ying-shih Lecture in History 202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