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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珠江風月也無邊，不讓吳娘只棹船」，但曾與秦淮風月、揚州畫舫、海上花魁分

庭抗禮的珠江風月一直比較少學者研究。慕名而來珠江游玩的中國各地文人雅士對於「窄袖

輕衫裝束新，珠江風月漾胡塵」別有特色的景緻與地方習俗，偶有微言。本次講座透過研讀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中國報刊中對珠江地區風月文化、習俗及治理的書寫再現，企圖重

新檢視性別、殖民、民／種族政治與華南現代性的關係。 

廣州在《南京條約》前為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通商口岸（Canton System），香港在《南

京條約》後成為英國殖民地。由於當時不少廣州、香港及澳門女性與外國官兵水手及商人接

觸後患上性病，中國人稱梅毒為「廣瘡」。1857 年，英國以「傳染病條例」（Contagious 

Diseases Ordinance）在香港變相設立公娼制度，為整個帝國的管治版圖中最早通過該條例的

地方，比起英國本土（1864 年，並只限於軍營地區 ）與其他殖民地如印度（1868 年）等都

要早。英國早期女性主義者抨擊這實施近八十年的公娼制度為野蠻落後，經過數十年抗爭，

最終在 1932 年立法廢娼。民國廢娼運動在自詡為革命發源地的廣東，引起不少討論。珠江

三角洲人口流動不絕，廢娼後風月產業被地下化，又製造了新的性別階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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