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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召神學院 2023-24年度下學期 

GE1063/5053 香港社會：說好香港的故事與想像 

講師：堵建偉先生 

 

1. 課程簡介及目的： 

• 本課程嘗試從社會制度和個人生活的交織，檢視香港社會在不同時期和在不同行動

者呈現出怎樣的社會面貌，以及從中構成的社會想像。 

• 以社會文化的理論和視角，從香港故事開始，挖掘香港社會（概念）的構成和結

構，再從日常生活的不同層面探索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和個人能動性

（agency）的互動過程和效應。 

 

2. 課程內容及閱讀資料：（*碩士生附加資料） 

日期 課 次/課 題 閱讀及導修資料 

10/1 1 「香港社會」的概念：從香港研究說起 

 

〈香港：地緣政治與香港研究〉《香

港•生活•文化》，302-330； 

*《社會學》第 1章 (3-25) 

17/1  2 香港故事：全球化、區域與本土的爭持 《香港模式》第 3、4章(63-81, 83-

102)； 

*《香港精神》第 9、10章(195-209, 

211-227) 

24/1 3 上流寄生、下流社會：階級與世代 《新編》第 5章(126-155)； 

*《社會學》第 5章(121-149) 

31/1 4 家在日常：香港社群生活中的關係 

 

《家在香港》第 1, 2, 11章(1-14, 15-41, 

241-253)； 

*《社會學》第 8章(211-237) 

7/2 5 歷史考察 (地點待定) 

 

 

21/2  6  性／別日常 

（課堂導修：霍芯宜） 

《社會學》第 6章(151-179)； 

*《性別向度》第 6章(152-171) 

28/2 7 非我族類：差異與排斥 

（課堂導修：李柏年） 

《認識南亞》1, 2章(9-22, 26-61)； 

*《香港精神》第 8章(167-192)；  

6/3 8 文化就是日常 

（課堂導修：布可瑜） 

《香港•文化•研究》 

〈港式文化研究〉，1-19。 

〈當麥嘜遇上文化研究〉，140-149。 

13/3 9 日常生活 1：居住 

（課堂導修：何稱兒） 

 

梁啟智《香港公屋》，87-118。 

*Yau, Tze Kan. “Housing Question and 

Social Discontent …,” in Fong & Lui, 

Hong Kong 20 Years after the Handover, 

2018, 177-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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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10 日常生活 2：日常語言 

（課堂導修：黃建鐘） 

〈母語〉，《香港關鍵詞》，3-13。 

*黎國威。「香港性與中國性之間」。

《香港社會文化系列》。 

陸詠騫。《香港精神》第 7章(148-166) 

27/3 11 日常生活 3：飲食文化 

（課堂導修：林蔓） 

〈從英式到港式：茶餐廳及其飲食的

傳統與轉化〉。《解構滋味》，54-91。 

*陳靄恩。〈再窮也要吃〉。陳國賁主

編。《貧窮與變遷》，69-92。 

10/4 12 海闊天空：城鄉生活與空間治理 

 

《香港治理》第 6章(427-447)； 

〈城市空間與廣東文化〉。《香港嘅廣

東文化》，161-177。 

*《社會學》第 16章(423-450) 

24/4 13 專題考察匯報 

 

同學專題研究初稿 

 

主要參考讀本：（按閱讀資料次序） 

呂大樂、吳俊雄、馬傑偉合編。《香港•生活•文化》。香港：牛津大學，2011。 

王振寰、瞿海源主編。《社會學與臺灣社會》（第四版）。高雄：巨流，2014。 

呂大樂。《香港模式：從現在式到過去式》。香港：中華，2015。 

羅金義編著。《回歸 20年：香港精神的變易》。香港：城市大學，2017。 

謝均才。《我們的地方，我們的時間：香港社會新編》。香港：牛津，2002。 

趙永佳、丁國輝、尹寶珊編。《家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2015。 

黃淑玲、游美惠主編《性別向度與臺灣社會》（第三版）。新北市：巨流，2018。 

陳錦榮、梁旭明。《認識香港南亞少數族裔》。香港：中華，2016。 

吳俊雄、馬傑偉、呂大樂編。《香港•文化•研究》。香港：香港大學，2006。 

梁啟智。《香港公屋：方格子的吶喊》。臺北：春山，2023。 

Fong, Brian C.H. and Tai-Lok Lui eds. Hong Kong 20 Years after the Handover: Emerging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Fractures after 1997. Cham,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朱耀偉編。《香港關鍵詞：想像新未來》。香港：中文大學，2019。 

黎國威。〈香港性與中國性之間：廣東話〉。張少強、陳嘉銘、梁啟智(主編)。《香

港社會文化系列》。2016。取自 http://jcmotion.com.cuhk.edu.hk 

蕭欣浩。《解構滋味：香港飲食文學與文化研究論集》。增訂版。香港 : 初文，

2022。 

陳國賁主編。《貧窮與變遷 : 香港新移民家庭的生活故事》。香港：中華書局，2011。 

藍逸之。《新自由主義下的香港治理：空間、尺度與策略》。台北：政大，2014。 

鄭煒、袁瑋熙編《社運年代：香港抗爭政治的軌跡》。香港：中文大學，2018。 

文潔華編。《香港嘅廣東文化》。香港：商務，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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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i, Tai-Lok, Stephen W. K. Chui and Ray Yep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Hong Kong.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Chiu, Stephen W.K. [趙永佳] and Kaxton Y.K. Siu.[蕭裕均] Hong Kong Society: High-

Definition Stories beyond the Spectacle of East-Meets-West.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22. 

Wong, Man-Kong [黃文江] and Chi-Man Kwong [鄺智文] eds. Hong Kong History: 

Themes in Global Perspective.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22. 

 

3. 課堂安排 

本課程採取互動形式學習，強調講師與同學、同學和同學之間的交流；期望同學透過

閱讀、課堂講授、交流討論及實地考察等，增進有關香港社會結構和面貌的認識，反

思其中各種結構性和個人能動性的互動造成的社會效應，並嘗試與有關群體對話。 

課堂於指定地點上課，實地考察（歷史、社群、城鄉）則按有關安排時間和地點進

行。 

 

4.課程要求及評估 

4.1 出席及參與課堂導修討論（20%） 

4.2 考察札記（每篇1,000字以內；30%） 

4.3 讀書報告（任選下列其中一本著作；按學位班別要求：副／學士（中文 1,500以

內）、碩士（中文 2,000字以內）；2023年 4月 7日或以前遞交：20%） 

• 陳國賁編。《吾家吾園：中港家庭的社會學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08。 

• 梁啟智。《香港公屋：方格子的吶喊》。臺北：春山，2023。 

• 陳錦榮、梁旭明。《認識香港南亞少數族裔》。張彩雲、梁慧玲、戴秀慧譯。香

港：中華書局，2016。 

• 麥高登（Gordon Matthews）。《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香港重慶大厦》。楊瑒譯。

香港：青森文化，2013。 

4.4專題考察匯報（個人負責完成社會專題考察，撰寫考察報告。考察題目須預先經講

師批准，於最後一課輪流匯報及討論；按學位班別要求：副／學士（中文 2,000

以內）、碩士（中文 4,000字以內）；2023年 5月 17日或以前遞交；30%） 

 

參考書目 

1. 香港社會的概念：從香港研究說起 

Erik Olin Wright。〈解放社會科學的任務〉。《真實烏托邦》。黃克先譯。台北：群學，

2015，55-76。(ETS: HX73 .W75512 2015) 

 

Chu, Yiu-Wai [朱耀偉]. “Hong Kong Studies in the Future Continuous Tense,” The 

Newsletter 2019 (84),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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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vey, Benjamin. “Hong Kong Studies Thrives and Withers in Unexpected Places,” The 

Newsletter 2019 (82),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11. 

Ho, Tammy, Michael O’Sullivan, and Eddie Tay Michael Tang. “Hong Kong Studies A 

Beginning,” Hong Kong Studies. Vol. 1 (1), 2018, 1-6. 

Hong Kong Studies Association, “About,” Hong Kong Studies Association, accessed 5 

December, 2023, https://www.hongkongstudiesassociation.co.uk/p/about.html. 

Lee, Rance Pui-leung and Siu-kai Lau. The Birth and Growth of Academic Sociology in Hong 

Kong. Occasional Paper no. 28. Hong Kong: Asia Pacific Research Institute, CUHK, 

1993. (ETS: H62.5.H6 .H62 NO.28) 

 

2. 香港故事：全球化、區域與本土間的爭持 

孔誥烽。〈在帝國的邊緣，1197-1997〉。《邊際危城：資本、帝國與抵抗視野下的香

港》，45-67。程向剛譯。新北市：左岸文化，2022。 

孔誥烽。〈大嶼山屠殺八百年——蛋族的 1197-1997〉。《浮誇中華：大國雄起與香港主

體的前世今生》，20-27。香港：圓桌精英，2012 [1997]。 

林準祥。《香港•開港：歷史新編》。香港：中華書局，2019。（PL: 629.38 4433） 

林慕蓮。《香港不屈：不能被磨滅的城市》，73-106。廖珮杏譯。新北市：八旗文化，

2023。 

戴秀慧編。《傳說我城•103》。香港：MCCM Creation，2012。 

• 湯映彤。〈重慶大廈遊樂場〉，118-121。 

• 金洙元。〈尋找鶴藪白〉，134-136。 

• 謝傲霜。〈七號界碑〉，137-140。 

• 黃慧貞。〈寫婦女故事․講香港歷史〉，288-300。 

謝佩瑤。〈博物館、歷史觀與文化：以香港歷史博物館為例〉。碩士論文，國立臺北藝

術大學，2014。2023年 12月 5日檢索自華藝線上圖書館。 

 

Cheung, Esther M. K. [張美君] “The Hi/Stories of Hong Kong.” Cultural Studies (2001) 15: 

3-4, 564-590, DOI: 10.1080/095023800110046704.  

Chiu, Stephen W.K. [趙永佳] and Kaxton Y.K. Siu.[蕭裕均] “Hong Kong as a Crown Jewel 

of the British Empire: Colonial History and Legacy.” In Hong Kong Society: High-

Definition Stories beyond the Spectacle of East-Meets-West, 1-37.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22. 

Chiu, Stephen W.K. and Kaxton Y.K. Siu.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Hub: The Rise of 

Hong Kong 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n Hong Kong Society: High-Definition 

Stories beyond the Spectacle of East-Meets-West, 39-70.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22. 

Wong, Man-Kong [黃文江] and Chi-Man Kwong [鄺智文] eds. Hong Kong History: Themes 

in Global Perspective.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22. 

https://www.hongkongstudiesassociation.co.uk/p/abou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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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流寄生、下流社會：階級與世代之爭 

左翼 21。《青年”奴”工 : 廿一世紀初的香港故事》。香港：左翼 21，2020。（ETS: 

HD6276.H62 .Q56 2020） 

 

Chan, Chi Kit and David Wai Lun Ho, “Unequal Vulnerability to Social Risks: Analysis of 

Hong Kong’s Social Strata (1993–2013),” in Hong Kong 20 Years after the Handover: 

Emerging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Fractures after 1997, 153-176. Edited by Fong, Brian 

C.H. and Tai-Lok Lui.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Cheung, Kelvin Chi‑Kin, Wai‑Sum Chan and Kee‑Lee Chou. “Material Deprivation and 

Working Poor in Hong Ko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9) 145:39–66, 

https://doi.org/10.1007/s11205-019-02093-0. 

Chiu, Stephen W.K. and Kaxton Y.K. Siu. “Hong Kong as a Land of Opportunity? Social 

Mobility and Inequality in a Divided Society.” In Hong Kong Society: High-Definition 

Stories beyond the Spectacle of East-Meets-West, 207-39.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22.  

Ip, Chung Yan. “Youth and the Changing Opportunity Structur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Hong Kong, 290-304. Edited by Lui, Tai-Lok, Stephen W. K. Chiu, and 

Ray Yep. Oxford: Routledge, 2019. 

 

4. 家在日常：香港社群生活中的關係 

佘雲楚、何國良。〈香港家庭及家庭研究何去何從：從傳統，經現代，到後現代〉。《香

港社會學報》，第 2期（2001）：85-122。 

陳國賁編。《吾家吾園：中港家庭的社會學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08。(ETS: 

HQ684 .W84 2008) 

家庭議會。「家庭相關研究資料庫及解題書目輯錄」。瀏覽日期：2024年 1月 3日，瀏

覽自：

https://event.familycouncil.gov.hk/tc/research/family_related_research_index.php 

 

Chow, N. W. S., & Lum, T. Y. Trends in Family Attitudes and Values in Hong Kong. 

Commissioned by Central Policy Unit, HKSAR Government, 2008. Accessed 7 

December, 2023. Accessed from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37336770_Trends_in_Family_Attitudes_and

_Values_in_Hong_Kong.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 Study on Family 

Research in Hong Kong: A Critical Review an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CUHK, 2019. 

The Research Team. Further Study on the Phenomenon of Divorc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KJC Centre for Suicide Research and Preven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37336770_Trends_in_Family_Attitudes_and_Values_in_Hong_Kong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37336770_Trends_in_Family_Attitudes_and_Values_in_Hong_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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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g, 2022. 

 

5. 性／別日常 

陳效能、簡敏棋。《性別主流化在香港的實踐：研究及檢討報告》。香港：平等機會婦

女聯席，2017。 

黃囇莉。〈性別歧視的多重樣貌〉《性別向度與台灣社會》，第三版。黃淑玲、游美惠主

編。高雄：巨流，2018，152-171。 

梁麗清。〈親密伴侶間的暴力：概念、理論和爭論〉《親密伴侶暴力的性別思考》。香

港：香港城市大學，2016。 

戴伯芬主編。《性別作為動詞：巷仔口社會學 2》。新北市：大家，2017。 

• 廖珮如，〈性別社會建構的四堂課〉，9-13。 

• 游美惠，〈「異性戀霸權」是什麼？〉，14-18。 

 

#Report on the Youth Sexuality Study 2021. Hong Kong: The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2023. 

 

6. 非我族類：差異與排斥 

王國羽、林昭吟、張恒豪主編。《障礙研究與社會政策》。高雄市：巨流圖書，2019。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基層少數族裔住屋及經濟狀況調查報告》。2021。 

政府統計處。《第 63 號專題報告書 : 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香港：政府統計處，

2021。 

政府統計處。《香港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的概況及其照顧者的特徵》。香港統計月刊

專題文章。香港：政府統計處，2022。 

政府統計處。《主題性報告 : 少數族裔人士》。香港：政府統計處，2022。 

陳錦榮、梁旭明。《認識香港南亞少數族裔》。張彩雲、梁慧玲、戴秀慧譯。香港：中

華書局，2016。(ETS: DS796.H79 .S68412 2016) 

陳國賁主編。《貧窮與變遷 : 香港新移民家庭的生活故事》。香港：中華書局，2011。

(ETS: HV4153.A5 .P55 2011) 

劉人鵬等編。《抱殘守缺：21世紀殘障研究讀本》。H-德克森.L.鮑曼（H-Dirksen L. 

Bauman）等著。林家瑄等譯。新北市：蜃樓，2014。（ETS: HV1568.2 .B36 

2014） 

 

#Chiu, Stephen W.K. & Kaxton K.Y. Siu “Hong Kong as a Migration Haven?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Global City.” In Hong Kong Society: High-Definition Stories beyond 

the Spectacle of East-Meets-West, 71-107.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22. 

Chung, Ka-Fai. The Experience of Stigma in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Are There 

Improvements in the Past 15 Years? Final Report.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7. 

#Fong, Eric, Jenny X. Li, and Carew C.S. Chan “Mainland migrants in HK,” Tai-lok L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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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 W.K. Chiu, and Ray Yep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Hong 

Kong. Abingdon: Routledge, 2019, 275-289. 

#O’Connor, Paul. “Ethnic minorities and ethnicity in Hong Kong.” Tai-lok Lui, Stephen W.K. 

Chiu, and Ray Yep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Hong Kong. Abingdon: 

Routledge, 2019, 259-274. 

 

7. 文化就是日常/普及文化 

呂大樂、吳俊雄、馬傑偉合編。《香港・文化・研究》。香港：牛津大學，2006。 

呂大樂、吳俊雄、馬傑偉編。《香港・生活・文化》。香港：香港大學，2011 年。 

吳俊雄、馬傑偉、呂大樂。〈港式文化研究〉《香港‧文化‧研究》。香港：香港大學，

2006，1-19。 

吳俊雄、張志偉編。《閱讀香港普及文化，1970-2000》。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01。 

吳俊雄、張志偉、曾仲堅編。《普普香港：閱讀香港普及文化，2000-2010》。香港：香

港教育圖書公司， 2012。 

高俊傑、陳巧盈、張翠瑜、彭家維編。《文化本是平常事 : 文化研究。實踐。生活》。

香港：Kubrick，2014。（ETS: HM623 .W428 2014） 

• 阿欣。〈生活〉。149-153。 

• 區可茵。〈信仰〉。37-40。 

高夫曼（Erving Goffman）。《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修訂版。徐江敏譯。台北：桂

冠，1994。（ETS: HM291 .G6 1994） 

厄文•考夫曼（Erving Goffman）。《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黃煜文譯。台北：商

周，2023。 

劉靖之。《香港音樂史論：粤語流行曲、嚴肅音樂、粤劇》。香港：商務，2013。 

 

Bennett, Tony. “Culture.” New Keywords: A Revised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Edited by Tony Bennett, Lawrence Grossberg, Meaghan Morris. Oxford: Blackwell, 

2005, 63-69. 

Goffman, Erving.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59. 

[ETS: HM291 .G6] 

Jones, Paul. “Settling Accounts with ‘Culture.’” Raymond Williams’s Sociology of Culture: A 

Critical Reconstruction.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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