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呂大樂序

喜歡閱讀社會科學書籍的讀者，多數不會甘心於只看見事情的表

面，而希望能夠看透現象，找出深一層次的意義、因果關係等等。如

是，對一個舊題材亦一樣可以有新的了解。更重要的是，當研究員為分

析現象提供一個新的角度、切入點的時候，我們對同一件事情的了解，

便大為不同了。讀者最享受的往往就是這種重新打開如何提問、怎樣分

析的感覺。

李家翹寫《供水香港》，正是從一個我們熟悉的題目——香港地少

人多，難以為不斷增加的人口提供食水——講出一個很多人都不認識

的故事。而這個故事更不只停留在供水工程的層面，而是涉及當時政府

的政治計算、處理不同利益等複雜的事情。更有趣者，最後又不單純是

興建水塘、粵港合作東江供水那麼簡單。同一時期在香港新界農地上，

由耕種稻米轉型為供應蔬菜，改變了原來的土地運用。

作者由政治地理學出發，拆解香港供水建設和領土治理這個課題，

分析了1997年之前香港政府怎樣在特殊的地緣政治環境裏，既應付了

食水供應不足、不穩的問題，同時又嘗試平衡農村人口中的不同利益，

來推動供水基建的建設。而到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基本上已控制了缺

水的問題，而在這個過程之中也帶來了農業的「蔬菜革命」轉型。

對「冷戰研究」感興趣的讀者，可留意李家翹通過現已解密的政府

檔案，把地緣政治因素與當時港英政府在供水和相關工程的關係，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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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呂大樂序

深入的分析。這為我們對了解二戰後香港社會的發展補上了重要的一

筆。同時，這也大大擴充了香港地理的研究議程，呈現出政治地理學視

野的相關性。平時坊間對供水工程建設的理解，往往只集中在政府如何

回應人口增長等表面的因素，鮮有深入分析背後的政治、社會因素的互

動。作者就是從政治地理學的角度入手，幫助我們明白為何政府曾計劃

海水化淡，但又最終棄用。

而在整個過程之中，一方面是應對不斷轉變的地緣政治因素，但同

時在另一方面涉及政府的領土治理。在這個意義上，《供水香港》也豐

富了我們對新界社區發展的了解。

讀到最後，如果讀者發覺自己不單只對供水的課題有了新的理解，

而且還會開始從政治地理學的角度來提出新的問題，我不會覺得奇怪。

我相信，這是每一位研究員、作者的期望。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具
有

版
權

的
資

料



馬嶽序

對熟悉李家翹的人來說，這本書可說是來遲了。大家知道他對東

江水以至相關政治的問題素有研究，2010年那篇有關東江水的文章引

發不少討論（收錄於許寶強編《重寫我城的歷史故事》），但我們都知道

那文章只佔他知識的一個小部分，一直期望他能完整地把東西寫出來，

可是他教務繁重，一直沒有時間。這次他很完整地把整個「供水與政治」

的問題寫成專書，實在是不可多得的、研究香港問題的學術著作。

本書以非常翔實的資料，圖文並茂地論述了戰後香港面對供水問題

時，政府在冷戰的大格局下，如何謹慎地考慮不同方案，觸及如何處理

與中國內地的關係、維持地緣政治格局下的平衡、配合農業發展和土地

使用、治理新界和處理與新界鄉紳地主的關係等，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全

面之作。

近年來，有關香港殖民時期歷史的研究可說是蓬勃發展。不少年

青（對我來說）學者努力重訪殖民時代香港的各種社會、文化、政治、

歷史的不同面相，對殖民時代的香港提出種種新的構想和論述。這一來

是因為檔案研究的普及和有更多文獻資料被發掘，也因為更多新一代香

港學者願意投入香港研究，重新書寫香港的歷史。這標誌了香港研究進

入一個新的階段，香港人重訪及認識自己的歷史，重新反思香港的過去

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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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 ︱ 馬嶽序

多年來，有關香港殖民時期的政治和社會狀況有不少主流的論述，

因為各種原因，香港人不加思索或深究便信以為真。這包括香港人是政

治冷感、殖民時代沒有政治、港英政府無為而治、低度不干預是香港安

定繁榮的基石等，當然也包括本書所說的「香港是靠祖國提供東江水解

決食水的問題」這個論述。這些主流論述，不少都是經不起嚴格的學術

考驗的。

本書透過詳盡的檔案資料，重塑港英政府在冷戰格局下，由戰後開

始至1997年後，如何處理供水問題的歷史。書中清楚指出冷戰和地緣

政治下的各種考慮，一直主導英國和香港政府應對供水問題的策略。香

港政府並不是「無為而治」，而是有相當計劃、積極介入經濟和社會、

細心管理新界和與本地精英的關係，來達致穩定管治，背後的重要考量

卻是如何處理和中國的關係，避免中國延伸在香港的影響力之餘，又要

避免得罪中國政府。政府非常重視供水的問題，做過很多相關的研究，

考慮過不少方案，當中有不同的政治考量，並且結連農業發展、新界治

理和土地規劃等眾多政策問題來考慮。主要倚賴東江水解決食水問題，

不是唯一選擇，而是某個時期後地緣政治關係改變的結果。戰後的殖民

統治，是在層層相扣的政治因素考量之間，細心經營管理的故事。

李家翹是我在中大政政系多年的同事。十幾年來，他在本系任教

不同的科目，其中「文化政治學」和「空間政治學」都是非常具啟發性的

課程，雖然內容並不容易，但卻是學系內外有志為學的學生必要之選。

對學生來說，這些課程的重要啟發，往往是不少並非在傳統政治範圍以

內的東西，其實都和政治息息相關，包括各種文化現象、空間的使用、

每天生活身處的環境，當然也包括每天飲用的水。我相信這本簡單易明

而又資料翔實、論說嚴謹的書，對很多有心了解香港的人，都會有相當

的啟發性，值得鄭重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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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子強序

地緣政治趣味題

今天，「地緣政治」這個本屬學術領域的詞彙，已經成了媒體以至

大眾的日常用語，這自然要拜近年世界上一連串地區軍事衝突和對峙 

所賜：

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後來甚至索性全面入侵烏克蘭，其動機可

如何由它的國防和軍事地理佈局來解釋？

台灣的命運，常被扯到「第一島鏈」來說，而美國在後冷戰年代，

組成首個軍事同盟AUKUS，跟英國和澳洲合作，組成核動力潛艇

艦隊，又說是為了補充第一島鏈的不足。究竟第一島鏈是個怎樣

的概念？

中國當初力推「一帶一路」，部分原因是要減低對馬六甲海峽這個

咽喉地帶的依賴？

「特朗普2.0」對格陵蘭志在必得，原來跟他正在規劃的美國國防新

佈局息息相關？⋯⋯

要解答很多類似的有趣又關鍵的問題，都要從政治地理學說起。

近年，在課堂上，我也開始介紹政治地理學，讓同學多些概念和思

考角度去分析問題，不至落後於時勢。

為了增加趣味，以及鼓勵學生進一步思考，我甚至會從他們中學讀

過的中史講起，問一些他們可能從未想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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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v ︱ 蔡子強序

為何中國歷代幾乎總是北方統一南方？

為何古代總是定都長安或洛陽，而後來卻改為定都北京？

楚霸王的「衣錦還鄉」，如何導致他稱霸失敗？

為何諸葛亮要先後五次北伐？那是無聊重覆之舉嗎？

為何宋朝定都開封，鋪定了王朝的滅亡之路？⋯⋯

仗該怎樣打，地該怎樣佔，牽涉的也是政治地理之學問。

我覺得自己可以從中史講起，已經十分貼地，但其實比起同事李家

翹博士（Nelson），我又遜色一籌。

過去十多年，Nelson一直有在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如今升格為政

務與政策科學學院）任教「空間政治學」這一科，頗受學生歡迎，他強項

之一就是把有關理論融入香港以及大家的日常生活，作出分析。

近來，他更寫成了本書《供水香港》，記述和分析殖民年代，港英

政府跟中方如何在香港供水這個問題上交鋒。

在港英政府眼裏，假如香港依賴中方供水，代表把香港的供水權拱

手讓予中方，會損及港府威信和有效管治，卻同時增強中方在香港的聲

望和影響力。因此，港英政府曾大力營建本地的供水系統，但後來卻還

是依賴了東江水供應，當中有何因由和轉折，本書嘗試為此提出解答；

當中大家看到，供水不單是工程和技術問題，更是地緣政治問題。

讀畢本書，大家會明白政治理論其實不一定抽象，也不一定象牙

塔，它可以源於日常生活中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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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香港供水問題的研究，我最早於2010年在《明報．星期日生活》發

表〈為何香港依賴了東江水？〉一文；該文經修訂、充實資料後改寫成

〈為何香港依賴了東江水？——再思香港的供水故事〉，收於許寶強編

《重寫我城的歷史故事》（2010）。此外，我和蔡俊威也於2020年8、9月

在《明報．星期日生活》發表了「香港供水與農業」一系列共三篇文章。

我在此謹向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許寶強教授、《明報．星期日生活》主

編黎佩芬小姐致意。本書第七、八章由上述系列文章改寫而成，是我供

水研究項目第二階段工作的成果，我邀請學生蔡俊威加入研究工作，該

兩章由我和蔡合寫。

呂大樂教授、馬嶽教授、蔡子強先生是香港研究的專家、前輩，他

們為本書撰寫推薦序，我深感榮幸。馬教授、蔡先生是我在中大政政系

十多年同事，多年共事使我在他們身上看到學者的風骨與堅持，他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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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 ︱ 致 謝

是我學習的榜樣。我原來的學術興趣是政治公共空間的問題，撰寫博士

論文時曾花長時間在北京市檔案館閱讀1950、1960年代北京城改建的

檔案。多年前讀到呂教授的著作後，開始關注英國國家檔案館收藏的官

方解密文件。我以官方檔案入手探討香港的供水政治，乃得到呂教授的

啟發。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余敏聰先生及各位同仁在編務上的加持、

處處提點，使本書得以出版，我一直心懷感激。審閱本書初稿的同行專

家提出的寶貴意見，使我得以改進書稿。我父母、兄妹是我的重要精神

支柱，謹此向他們說聲謝謝。

李家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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