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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家族來港 建立商業王國

曹家天下歸司馬 全因宗室無人才

史有點謎歷
隔星期五見報

史今昔歷
逢星期五見報

享歷史FUN
逢星期五見報

◆◆李鈞杰（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現職為大專院校助理教授。作品見佛門網，近作〈戰後香港佛教興辦教育(1945-1960年)〉刊載《新亞論叢》第21期。）

談起香港的猶太人，大家腦海裏自然浮
出一位赫赫有名的光頭老外，被人譽為
「蘭桂坊之父」的盛智文。在他擔任海洋
公園董事局主席時，經常在媒體前扮鬼扮
馬，充分展示其鮮明幽默的形象，在香港
人心中佔有一定的地位。最令人茶餘飯後
談論的事，就是他經營有道，令海洋公園
當年的年收入超越另一個著名的主題公
園。
另一位猶太人經營的生意與我們的生活
息息相關。若沒有了它，我們會在夏日炎
炎中汗流浹背，在寒風凜冽的冬天瑟縮一
角，晚上在家會漆黑一片不見光明，他就
是中華電力公司的大股東、嘉道理家族掌
舵人米高嘉道理，除了中電以外，著名五
星級酒店半島酒店，以及超過百年歷史的
山頂纜車，都是他們的產業之一。
嘉道理家族在香港安居立業逾越百年，

毫無疑問蘊藏更引人入勝的精彩故事。一
位曾擔任美國重要媒體要職的記者、普立
茲獎得主考夫曼（Jonathan Kaufman），
曾經洋洋灑灑地寫了一本嘉道理家族及沙
宣家族的發跡歷史，名為《從上海到香
港，最後的金融大帝》（The Last Kings
of Shanghai），故事盪氣迴腸、曲折離
奇，述說兩個家族由印度遠渡香港乃至上
海，開疆拓土建立一個商業的帝國，掌控
兩個國際大都會的經濟命脈。由於他們沒
有政治上的信仰，發揮了商人敏銳的金錢
嗅覺，左右逢源，除積極地打入當時英國
的上流社會，還在近代中國政治人物之間
穿梭，曾經叱咤風雲一時，最終在香港落
地生根。
猶太人大致可區分為賽法迪與阿什肯納

茲兩大族群，而第一波遷居香港的猶太社
群大多屬於前者，原先生活在中亞，如伊
拉克、伊朗等地。他們瞄準當時英國管治
下的香港發展商貿的潛力，攜帶資金來港
建立商業王國，上文提及的嘉道理家族等
便是此類。第二波移居香港的猶太人則屬

於後者，在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因歐
洲的政治運動，而由原居地（歐洲及俄羅
斯）到香港避難。
當時，兩組社群在香港社經地位懸殊，

賽法迪族群早已於香港建基立業，經濟生
活較為優渥。作為來自外地的非英國人，
他們大多投入本地歐洲人的社交生活，並
且在政治上積極操作，與港英政府打交
道，如沙宣、庇理羅士等更獲委任為立法
局議員。
同時，他們樂意作出慈善捐獻及參與社

會服務，獲授爵士甚至是勳爵銜者比比皆
是。相反，阿什肯納茲族群的社經地位則
稍遜一籌。
時至今天，十九世紀來港發展的猶太家

族幾乎蕩然無存，只有嘉道理家族仍以香
港為家，為人所津津樂道。尤其是他們熱
心公益，造福社會。
首先，在教育方面來說。嘉道理家族曾

在沙宣家族的印度孟買公司任職，與印度
關係殊深。早年香港印裔社群缺乏為學童
而設的學校，艾理士嘉道理於是資助一所

新的政府學校，也就是現在的官立嘉道理
爵士學校。該校的特點是首間教授北印度
語及烏爾都語的，迄今仍服務印度裔、尼
泊爾裔、巴基斯坦裔等在港學童。
其次，在農業方面，嘉道理家族兩兄

弟賀理士嘉道理和羅蘭士嘉道理於上世
紀五十年代扶助香港農業，成立了一個

嘉道理農業輔助會，旨在提供培訓、農
資和免息貸款予有需要的農民，並且設立
推廣農場（嘉道理農場前身），推廣改良
的耕種和畜牧方法。儘管香港農業日漸式
微，嘉道理農場已轉型關注環保議題，嘉
道理家族在過去歲月中對推廣香港農業
貢獻良多。

建東都三征高麗 豈是「暴戾」能解釋

在中學中史的學習過程之中，一說起「暴君」，
學生必然想起秦始皇和隋煬帝。無他，秦朝和隋朝
均是短命皇朝，朝代衰亡，君主責無旁貸。可是，
只要認真考究，隋煬帝可能未必如你想像得那麼
差，今天要為隋煬帝翻翻案，我們就拿建立東都洛
陽和三征高麗兩件史事來討論。
教科書經常批評隋煬帝建立東都洛陽是消耗國庫

和勞民傷財的表現，這個說法其實有點武斷。公元
581年，楊堅廢周立隋，統一北方，是為隋文帝，
兩年之後，楊堅南下滅陳，統一整個中國。隨之，
隋文帝派人鎮守江南，誰？楊廣，亦即後來的隋煬
帝。這一年，楊廣只有19歲。
楊廣鎮守江南一段很長的時間，其間江南社會穩

定，經濟亦相當繁榮。事業的成功伴隨野心的滋
長，楊廣最終成功取代長子楊勇，成為太子。公元
604年，年僅36歲的楊廣成為隋朝第二任皇帝——
隋煬帝。楊廣從19歲到36歲這段壯年的事業成
就，幾乎都生活在江南地區，自然對江南有一份情
意結，但他又是一個北方人，對於如何糅合自己出
身地（北方）和成長地（南方），有自己一套獨特
的看法。
他想建立一個介乎南北兩方的中心點，既要符合交

通和經貿條件，也要易於管治南北的舊都城，所以最
終選擇了東都洛陽。從此以後，洛陽成為中國長期的
政治、經濟、文化重心，也是南北物資交流的樞紐，

之後的唐朝也一度以洛陽為首都。所以，建立東都洛
陽並非簡單以一句勞民傷財就可以評價的。
教科書另一個經常批評的史事是隋煬帝過於暴

戾，三征高麗，導致生靈塗炭，令隋朝步向滅亡。
這點說法頗有道理，但忽略了一些討論點，隋煬帝
是不是因為「暴戾」而攻打高麗？為什麼要三征？
古代帝皇有個不成文的共識，「朝野皆以遼東為
意」，因為遼東是漢朝的屬地，是中國統一的一部
分，遼東沒有統一，中國就不算是統一。當時遼東
被高麗所侵，自隋文帝開始，隋煬帝、唐高祖、唐
太宗、唐高宗，每個皇帝都有打遼東，這些皇帝裏
面不乏千古明君，所以征討高麗並非隋煬帝「暴
戾」，而是諸多君王都希望能完成的統一大業。
那為什麼要打三次？第一次，隋軍忽略地理形

勢，慘敗而回；第二次，高麗準備投降之際，隋朝
內部發生內亂，隋煬帝撤軍；第三次，高麗稱臣求
和。不是不想一次搞定，而是打了三次才打贏，這
才是三征高麗的真實面貌。
從以上兩件史事我們可知，隋煬帝並非執行暴

政，而是執行了急政。事實上，建造都城和征服外
夷，結果若是成功和理想的話，後世對他的觀點可
能會改變。作為後世閱讀歷史，不應該以一種「事後
孔明」的態度來看待歷史，而應考慮當時的背景，才
能作出一個比較合理的評價。隋朝繼魏晉南北朝而
來，百姓最需要的未必是豐功偉績，而是與民休
息，隋煬帝那份年輕而躁動的心，未必看透此點。
◆◆ 張奔勝（中學中國歷史科科主任，喜歡思考和
推敲歷史細節，尤喜歡講及教科書沒有提及的內容
和細節，引導思考。）

寫了三期的曹家恩仇錄，還沒完結，今期寫的是
曹爽。曹爽，字昭伯，嚴格來說跟曹操一系未必有
親戚關係，因為史書在這方面的記載不一，有些說
其父親曹真是曹操的族子，有些則說曹真的父親本
來姓秦。不管怎樣，曹操舉兵起義時，曹真的父親
為幫助曹操而死，所以曹操就收養了曹真，從此加
入曹氏一族。
曹爽最為有名的，就是在高平陵之變，全家被司
馬懿殺得乾乾淨淨。有人認為重用司馬懿是魏明帝
曹叡的過錯，導致曹家天下被司馬家篡奪，但這其
實是錯誤的，我們先來考證一下。

文帝留重臣 元老侍三朝
在《三國志》中，司馬懿真正飛黃騰達，其實是
自曹丕年代開始。當曹丕死時，召集了四位大臣託
孤，其中就有曹真和曹休兩位曹魏宗室，另一位是
陳群，也就是九品中正制的訂立人，最後一位就是
司馬懿。這四位都是自曹操時代已經加入曹魏陣
營，到曹叡時已經是三朝元老，所以說，不是曹叡
開始重用司馬懿，而是他老爸曹丕留給他的。
魏明帝曹叡統治12年後，曹魏又一次任用託孤重
臣，因為明帝36歲就死了，兒子曹芳年紀尚幼。曹
叡與父親曹丕的選擇非常相似，應該說整個中國歷
史中，皇帝對於託孤重臣的選擇條件都是差不多，
一方面是手握大權的親信，另一方面則從自己家族
中選出，這樣才可以起到互相制衡的作用，當皇族
代表想要換皇帝時，必定遭到朝廷重臣反對，而朝

廷重臣想架空新皇帝，又會被皇族反對。
曹叡最後選擇了兩位大臣，一是司馬懿，也就是
當年幫助自己的人，另一位則是曹爽，也就是曹真
之子，作為曹氏家族的代表。這選擇本來也沒什麼
問題，曹爽一開始與司馬懿的關係並不差，但後來
就不是這一回事了。
曹爽聽信了自己的親信所說，開始慢慢架空司馬

懿，而司馬懿當然也不是省油的燈，暗地裏準備反
擊，結果高平陵之變就這樣爆發。

曹家去祭祖 首都爆兵變
高平陵，其實就是明帝曹叡的墳墓，事件發生時
曹爽正帶曹芳到高平陵祭祖，給了留在國都洛陽
的司馬懿機會，結果司馬懿發動兵變，控制洛陽，
還派人接管曹爽的兵權。
面對司馬懿的攻勢，曹爽沒有起兵反抗的決心，

反而覺得自己投降後可以繼續享受榮華富貴，所以
束手就擒，而司馬懿當然沒打算放過曹爽，結果曹
爽與其黨羽全部被處死，曹爽更被夷三族，曹真的
子孫從此死得乾乾淨淨，而失去領頭人的曹氏宗室
勢力也日漸衰弱，根本沒法與手握大權的司馬氏抗
爭。
雖然選曹爽與司馬懿共同輔政是曹叡的決定，但

代入曹叡的角度，其實他已經盡其所能，安排了曹
魏宗室的代表與司馬懿作平衡，只是此時的曹魏宗
室也沒有什麼後起之秀可以給他選擇，老一輩的曹
真、曹休等已經逝世，年輕一輩中最像樣的就是曹
爽，無奈曹爽還是不爭氣，如果他在高平陵以曹芳
的名義起兵討伐司馬懿，以當時還有不少大臣忠於
曹魏皇室，集結兵力奮起一拚，或許歷史就會被改
寫了。

◆◆布安東（歷史系博士，興趣遊走於中西歷史文化及古典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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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在踏單車的時候要注意風勢，如果風由車尾
吹來，就是順風，那車手就可以省卻不少氣力，但
在下斜坡時就要小心控制速度，要慢駛，畢竟道路
安全才是最重要。若遇上逆風，車手可以稍為向前
彎身，減少身體向風的面積，風阻減低就可以省
力。
車手在參加比賽時，無時無刻都會留意風這個元
素，包括在比賽前查看各區風向和風速資料，如果
去到某一路段的風特別大，又是逆風，車手就會保
留實力，待順風時候才加速，那就有更大機會勝出
比賽。
不知道各位在看比賽時有否留意，車手及隊友有
時會成一直線，輪流帶頭。其實這是前方的車手為
後方的隊友擋風，讓他們省一點力，這種情況又叫
「食氣流」。
在秋冬時期若果踏長途單車，更要注意保暖，即
便在戶外風勢輕微，當踏得比較快，也會好像在大

風之中，會覺得頗冷。如果大風又穿得單薄，身體
的熱量更會很容易被帶走，感覺的溫度會較實際的
氣溫低。所以如果在一些較涼又大風的日子，踏單
車就要注意保暖了。
除了剛才提及的風向和風速之外，最重要的就是

留意天文台的天氣預測，包括溫度變化，還有天文
台提供的實時天氣狀況，哪裏會下雨，以及身處位
置附近會否有雷暴。

秋冬踏單車 風中更覺冷
象萬千

逢星期五見報

氣

◆◆ 香港天文台（本欄以天文台的網上氣象節目
《氣象冷知識》向讀者簡介有趣的天氣現象。詳
請可瀏覽天文台YouTube專頁：https://www.
youtube.com/user/hkweather。）

作者︰張藝
畫作︰心情日記
簡介︰《心情日記》—在某個秋天寂靜的校園中，那個純潔青春的
女孩出現在畫家的記憶中。風兒輕輕吹動妳的長髮，陽光溫柔地灑滿
大地，妳那清澈明亮的雙眸溢滿幸福。雖然妳已經離我遠去，可今天
讀妳仍然讓我激動不已。妳是個奇跡。妳擁有不言敗的信念，歷經命
運的坎坷、困惑和失落，仍勇敢地伸出雙臂，擁抱燦爛的陽光，直到
夢想實現的那一天。畫者用生命注視妳，繪出妳純潔夢幻的人生，
幻想妳有一雙隱形的翅膀，在藍天下高高翱翔，飛向夢開始的地方。

墨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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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提供︰

◆ 隋 煬 帝
的施政，本
意其實不壞。
圖為隋煬帝蕭
后冠的仿製
品。

資料圖片

◆ 賀理士嘉道
理扶助香港農
業，成立了一個
嘉道理農業輔助
會。圖為賀理士
嘉道理於大埔送
贈糖果給小孩。

資料圖片

◆如果遇上逆風，車手會向前彎身，減少身體向風
的面積，這樣就可以省點力。 影片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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