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度中國歴史人物選舉結果》何漢權 
歴史是過去與現在永無終止的對話，而誠實、誠意的接納、欣賞對話，這是啟

導人類向前的最大動力。現在看從前，躁動情緒省卻了，同情諒解乃至尊重增

多了，當年今日的種種，究竟是時代的精神抑或是時代的大局限?能尊重相對客

觀的歷史書寫，春秋還有義理與人情在。 
 
國之有國，必有國族繁衍的歷史，生生不息，地球上的中國、美國，俄國，西

歐諸國以至全世界有國號稱謂的，莫不如是。說國家民族的博成，是由無數先

民、無名英雄，拼手胝手刻鑿而有，人民最偉大，當然是事實。但時勢做英

雄、敢於擔當回應甚或再創造時勢的，在歴史不能無限書寫的記載篇章裏，自

會被捕捉成為焦點的歷史人物，古今多少事數風流人物，讓後人無窮思索，認

同與否，就看願意認知多少，情感牽動多大。 
 
歷史發展，內因外因結合，獅子山下，維港两岸，東西文化早已薈萃，中華民

族血濃於水，東江不會斷流，這裏記錄連香港在內的國史，土壤最是肥沃，言

論出版教學都自由。國民教育的根本實源於不黨不私的國史教育，筆者始終相

信，唯有從川流不息的國史長河裏，方有國學深邃文化可知、才能理解國情的

大局與小事的發展、明白建國維艱。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自去年開始，舉辦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選舉，找尋以當年

今日的歷史大事為主題，由專家學者擬定五位歷史人物，供中、小學界的學生

参與自由的票選，選前，由主辦單位提供候選人物生平的硬資料，不加評述，

讓参與的學生自行發掘內容，認知誰就選誰，從而多點暸解歷史，帶點思考今

天的時代。2018 年就以改革開放為题，推出清末民初之康有為、梁啟超;明之張

居正;北宋王安石;北魏孝文帝為候選人，結果王安石高票當選，歷史不以「成

敗」論英雄，能帶領時代精神就值得留傳。去年参與有效票數學校一百二十多

所。 
 
2019 年，是五四運動百周年，以中國近代史學者周佳榮及丁新豹教授等學者，

組成「選舉團」，選出留美自由派的、師從杜威、大力推動白話文的、亦曾到港

大接受榮譽博士學位的胡適；創辦影響力甚鉅的「青年雜誌」，發表「敬告青

年」六大主張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任書記的陳獨秀;肆業於上海英華書院、留學美

國，力主中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戰，藉此增强國家在國際地位的外交家顧維

鈞；棄鑛學地質學及醫學而從文，以喚醒國人，師章太炎，也曾到香港實地演

講的鲁迅;北京大學校長、晚年在香港渡過並卜葬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埸的蔡元

培。風雲際會，五位歷史人物，不同經歷、不同角度，自有不同的評選，但五

位候選者都「不醜陋」，都是飽學之士、奮鬥終身，對文化、時局都有諸多的批

判，但愛國愛民族的情懷，始終如一。可以說，都是五四時代的風雲人物！筆

者武斷，追踪五位的歴史人物，外交的顧維鈞、共產黨發起人之一的陳獨秀、



文學的鲁迅、教育家蔡元培，以及留美自由派的胡適，若有來生，他們都會繼

續做中國人。 
 
但今年，香港艱難，學生的國家身份認同、價值認同更出現很大的困惑危機，

年度中國歴史人物選舉期間，亦遇上因逃犯修例引起的社會大動盪，學校又有

幾天的停課，欲選無門。但統計的結果，有效的選票顯示，参與的學校同樣超

百，合共 106 所。此一结果，影照出香港學校的師生，對中國歷史人物認知，

仍有很大的關心與渴求。當然，學生能有份參與（Engagement）的投票感，由

此產生的「擁有感」效應亦不容小覷。三個星期的選舉期，在毫無利益的前提

下，「選民」可以相對冷靜地投票，魯迅以一萬二千二百多票，膺選 2019 年度

中國歷史人物。或許，選上魯迅的，他們知道，甚或唸完魯迅的兩本白話文小

說，《狂人日記》（1918）、《阿 Q 正傳》（1921）的傳世之作，看懂了「橫眉冷

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自嘲》一文的箇中意義！又或許，因魯迅曾經到

過香港，主講「無聲的中國」及「老調子已經唱完」，因而有點情感牽連；而香

港學校的課程設計裏，長期有鲁迅的篇章載錄，供學生研讀，亦是對鲁迅當選

有利。事實上，1936 年魯迅離世，郁達夫在《懷魯迅》裡有說：「沒有偉大的

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

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今天看魯迅，文學的人生是

否偉大，當有不同的說法，但一國兩制下，香港學生多認識中國歷史有血、有

肉、有靈魂的人物，當會明白中國人並不醜陋，中國文化承傳創新的足跡，是

永遠值得追尋，亦甚有價值。 
2020 年將踏上歷史舞台，縯繹時代，明年今天，第三届年度中國歴史人物選舉

結果同樣會公佈，當年今日，有哪些事件反映大時代，即時想到的是，八國聯

軍入侵中國 120 年記，抑或與 20 相關的某一年，一切都平静，卻是死於安樂的

一年，事事可記，要留待專家學者再定歷史風雲人物，供學生選擇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