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年輕一代去說
香港文學的故事　

梁秉鈞

一、香港文學之路

魯迅、茅盾、巴金到過香港，抒發過他們的感受；許地山、

戴望舒、葉靈鳳，為香港文教留下貢獻；蕭紅、黃谷柳、張愛玲、

余光中、施叔青，先後在香港寫出重要的作品；端木蕻良、穆時英、

蕭乾、柳存仁、熊式一，都曾在香港留下他們的筆跡。

香港與中國文學有千絲萬縷的關連，抗戰時來港的作者不少，

四九年前後來港定居的文人更多，既有著述豐富，亦有初露頭角，

在港逐漸開創事業：作家如劉以鬯、徐訏、曹聚仁、宋淇、馬博良、

力匡、姚克；導演如費穆、朱石麟、易文、胡金銓、李翰祥，都構

成五、六○年代文藝的主要部分。哲學方面新儒家一代宗師艱辛辦

學、畫壇上嶺南派諸位大師設帳授徒，繼承傳統、開創新章。五○

年代唐滌生改編舊劇目成新粵劇劇本；金庸、梁羽生開創新派武俠

小說；三蘇以「三及第」文體寫市井營生、倪匡繼承上海的女黑俠傳

奇，開展科幻想像。爐峯文友及舒巷城發揚寫實文風；宋淇一代翻

譯家譯介英美名著；劉以鬯編寫引介現代思潮，寫出第一本中文意

識流小說，現代文學美術協會繼承現代追尋，在六○年代的報刊交

流交匯，影響深遠。七○年代有本土化新浪潮、八○年代既有作家

移居海外又有南來作家融入本土，來去反思擴寬題材畛域、九○年

代在歷史轉折間探索與反思，代有人才，方興未艾。

序



香港從來是各地文人薈萃之地，為發展中華文化提供了一個另

外的機緣。從張愛玲開始，陳若曦、聶華苓及高行健某些作品未能

在其他華人地區發表及演出之時，香港亦包容地提供場域，開展了

交流。

但回顧種種，總又同時有不少問題縈繞於心：為甚麼至今香港

還被人稱為「文化沙漠」？為甚麼外界對香港文學所知甚少？為甚麼

至今還沒有一套香港作家選集、沒有一套香港新文學大系，以包羅

各家的心血、多年來眾人走過的足跡？香港商業發達，又是世界金

融中心，但是在物質條件發達之餘，為甚麼對心靈的發展卻考慮不

多？近來大家大談西九龍文化發展之餘，卻沒有想到文學在文化範

圍中的重要性！香港文學不是孤立的，是整體香港文化一個有機部

分，為其他媒體提供思考的素材，反省的評述。但文化政策裏還缺

乏對文學整理、研究、交流、發展的考慮。說來慚愧，跟其他大城

市相比較弱的是：我們的中央圖書館裏找不到較完整的香港作家作

品的收藏！我們也沒有一份中肯的書評刊物，為大家評介每月出版

的新書。

在這樣的環境下教文學，或教現當代文學中的香港文學，有一

定的困難。學生的興趣是有的，教材和研究方法卻是問題。最近聽

說新高中的課程會包括香港文學的部分，我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香港教育會關心香港文學當然是好事。但若未能有充分的研究，

資料整理不足，就不易進行。社會上仍有不知有香港文學、若傳媒

又充斥種種偏見誤解，一定也令老師們的教學工作分外艱辛。



嶺南大學的人文學科裏有香港文學和電影課程。人文學科研究

中心也曾舉辦現代文學、香港文學、香港電影的研討會，並曾聚集

研究生和本科生，與香港電影資料中心合作文學改編電影、電影與

流行文化等研究專題，也曾就研究成果出版、舉行展覽、研討及發

佈會。近年有興趣研究香港文學的同學日多，嶺南人文學科研究中

心扮演召集人的角色，提供一個平台與同學與作者、學者交流，整

理研究成果，乃有本書的構思。希望稍盡綿力，有助我們認識百年

來多位前輩留下的筆跡，也為後來者的年輕讀者提供更多更好欣賞

文學的方法。

二、本書的緣起

以下略述本書的緣起：

2004 年底，本地一個電視台與我接觸，說想拍一個關於香港的

節目。我工作忙碌，沒有時間編劇，但想到同學裏有不少人對香港

文學有興趣，所以就想不如把同學聚集起來，讓他們學以致用，

把香港文學的材料普及推廣，亦參與傳媒工作，吸收一些社會經驗。

2005 年中心與電視台進行數次會議，並草擬合約。大綱原定十集，

起初以「主題」分節，內容如下︰

1. 中國文學與早期香港文學， 2. 左右思潮的對立， 3. 通俗小說

（如新派武俠小說等）特色， 4. 張愛玲與香港， 5. 五、六○年代的

中西文化衝擊，寫實與現代風格並存， 6. 六、七○年代的本土化，

7. 香港文學裏的性別思考， 8. 香港的故事新編， 9. 香港的文化空

間， 10. 香港作家寫香港。



2005 年年底電視台工作人員調動，擬定的節目內容也起了變

化，建議由原定的「主題」變成以四位「名作家」為主。我們很擔

心這不夠全面。至此部分同學寫出興趣，寫作計劃也獨立發展了。

由 2004 年到 2005 年年底為止，同學寫了不少初稿，中心不斷向電

視台提供資料，亦嘗試討論如何最有效去介紹香港文學。

同學寫作過程中彼此討論：例如如何掌握輕重分寸、如何處理

通俗文學、如何介紹雜誌？原來有些同學在初稿中註明拍攝手法，

儼然劇本，但由於電視台節目播出時間一改再改，中心至此決定

鼓勵同學多注意資料組織、書寫成文，先考慮如何書寫香港文學、

向大眾介紹推廣香港文學，以文字形式發表，尋找發表的園地。

乃定在 2006 年 1 月底集齊稿件，仍大致參照原定的主題，不過更

加入古典文學與戲曲部分。

當時環繞中心一羣香港文學的研究小組的同學大概包括︰陳智

德、陳素怡、陳穎恆、張嘉俊、張頌賢、許嘉雯、許旭筠、古廣奇、

郭柳娜、郭玉平、林賀超、李卓賢、李凱琳、梁志行、魯嘉恩、

吳兆剛、沈海燕、譚志明、曾卓然、黃靜。我們也同時向香港文壇

前輩與各位老師請教。人文學科研究中心負責編輯把關，原則是

我們尊重各位年輕作者各自的不同觀點，但資料和引文出處則務求

核實。

後來李卓賢同學進《成報》工作，因而與編輯聯繫，由 2006 年

11 月 13 日起，每星期一篇，把這一系列由年輕作者撰寫的「香港

文學研究」連載，試刊以望得到各方賜教。第一篇是李卓賢於 11 月



6 日撰寫〈願香港文學在都市旮旯蔓生 —— 寫在嶺大「香港文學研

究」連載之前〉。最後一篇是 2007 年 6 月 1 日，伍家偉〈香港年輕

作家巡禮〉。共 27 篇。

研究文章在《成報》連載，中心進一步與同學開會，商討結集文

章以出版。「香港文學研究小組」成員不斷增加，除陸續加入討論和

寫作的本地年輕作者和同學，如陳曦靜、鄭政恆、馮佩兒、伍家偉

外，還有在港訪問人文學研究中心搜集資料的耶魯大學東亞語言及

文學博士候選人葛浩德（Frederik Green）、其他來自國內及台灣的

研究生。《書寫香港 @ 文學故事》逐漸成書，既追溯年代發展、亦

試勾勒文學特色，分為七個部分︰往昔文蹤、文壇先驅；五、六○

年代︰現代與寫實、文藝園地、文藝與世俗、傳統與改編；七、八

○年代︰本土意識的形成；九○年代至今︰傳承與開拓；並附文學

資料︰編選與整理。共 40 篇文字，由中心許旭筠和沈海燕擔任執

行編輯，細心校閱訂正錯漏，交由香港教育圖書公司出版。

本欲以電視節目推廣文學，在過程中卻發展了以文字書寫的樂

趣與意義。電視節目尚未落實真正播出的日期，我們很高興一羣年

輕同學的研究得以出版，參與的每個人，花了的時間和心血最後都

有成果，以清新的角度、認真的研究、深入淺出的文字，把香港文

學介紹給廣大讀者。出版後還望得到各方指正，引起更多人閱讀和

討論香港文學的興趣，引發更詳盡深刻的評論。若日後影視節目從

此認真取材，廣為傳播，讓更多人認識香港文學，那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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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到底是誰？

「張愛玲」這名字對世界各地認識華文文學的人來說，一點

也不陌生，誇張程度幾乎是無人不曉，直與五四以來的著名作家

相提並論。她是一九四○年代成就突出的女作家，原名張煐，十

歲時母親送她進學校讀書才從英文名字 "Eileen" 譯名為「愛玲」，

以後也就一直沿用。她來自一個傳統望族，祖父張佩綸為清朝官

員，母親因受不了丈夫遺少作風而離婚。據張愛玲的文字記述，

母親是一個漂亮，懂繪畫、彈琴，富藝術氣質，愛好新文學並思

想西化的人，與她姑姑非常合得來。後來母親不時穿梭歐、亞洲

工作和旅行，除了為她帶來西方玩具如布娃娃外，還帶來點滴的

西洋文化。

	張愛玲（1920	—	95）1954 年攝於
香港英皇道蘭心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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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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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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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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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
。

無線於翌年馬上「和查良鏞斟版權，開拍《書劍恩仇錄》迎戰，動用

全台精英和所有一線演員還擊」，佳視倒閉後，無線更「搶先回購金

庸小說所有電視版權」，並以金劇在「黃金時段」反擊麗的。 2同期，

邵氏亦乘機開拍武俠改編。八五年邵氏停拍以前，共推出十多部金

作改編電影。

風雲再起

八○年代中後期，武俠電影陷入低潮，金劇改編只有許鞍華的

《書劍恩仇錄》（上下集）（1987，下集名為《香香公主》）。九○年代

初，「金庸熱」卻突然重現影圈。導演徐克藉新「黃飛鴻系列」再次

響起新派武俠片之號角，一連串與金作有關的電影以「拆件」方式湧

現銀幕，如《笑傲江湖》（1990，胡金銓、徐克導演）、《笑傲江湖 II

東方不敗》（1992，程小東導演）、《倚天屠龍記之魔教教主》（1993，

王晶導演）、《新天龍八部之天山童姥》（1994，錢永強導演）等等。

另外亦見金作之破格改編，如《東邪西毒》（1994，王家衞導演）、

《射鵰英雄傳之東成西就》（1993，劉鎮偉導演）和《鹿鼎記 II 神龍

教》（1992，王晶導演）。陳墨稱之為「金庸之戲說」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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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的「下場」尚且如此，昆蟲自然是難逃「毒手」：

當父母親同樣離開我們以後，我開始覺得旅行有點
教人興味索然。我把對他們的怒氣遷到那些花草昆蟲身
上。我剪去甲蟲雙翼、踏扁剛冒出來的小草、把蜈蚣切
成一段一段⋯⋯7

〈旅行之家〉，《好黑》(2003)

像這種暴力片段在謝曉虹的作品中俯拾皆是。還好，學習經驗

告訴我們「小說家言」不過建基於虛構或重塑的層面。誰知謝曉虹在

一次訪問中說︰「有些細節卻是很現實的，我們以為是荒誕嗎？現

實世界裏也存在這樣的『倒置』。」8 逆向思考，倒能提出新的觀照角

度，重新審視世界。或許，現實真的比小說世界更荒謬，也未可知。

王貽興的都市愛慾

相較韓麗珠和謝曉虹兩位女性作家，王貽興小說的風格又見不

同。即使小說仍圍繞城市周遭的人事情色，但「殘雪式」的情節顯然

大減，較為突出的反是小說中「男」與「女」的愛慾與「人」與「城」

的關係書寫。

在《無城有愛》的〈我所知道的愛慾情事〉中，「男」與「女」的

愛慾，竟通過「我」的父母和他們各自的性伴侶演繹出來。兒子在回

憶中臆斷父母的「婚外情慾」時，也表達了「我」與父母間「淡如水」

的疏離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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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以我有限的經驗認定父母是一個單位、一個共
同行動思想的個體，而且永遠不會分離。現在想來，或
許在露絲替我洗頭抹身的同時，爸爸正坐在床上迎向剛
洗完澡的赤裸妓女、媽媽正在床上摟着她的客戶激烈地
喊叫；在我的記憶裏，他們未曾大聲向我喊過話。 9

在憶述父母情慾之事的同時，「我」也在回憶菲傭

露絲替自己（當時仍是小學生）洗澡的情景，片段充滿

了曖昧的性暗示，以及少年對女性的慾望幻想：

至今我仍忘不了她察覺我下體變化了的眼
神。眼睛瞪得大大的，詫異中閃着光，睫毛不
停眨動，嘴角隱約翹起，浮現出曖昧的微笑，
似有還無。 10

除了情慾書寫，王貽興也似乎特別鍾情於城市 —— 

特別是關於城市與人的關係剖析，思考深沉不失細密，

呈現出來的，恰恰又是一種「無根」的疏遠狀態。「城

市異人」與城市格格不入，終究被城市遺忘和放逐。

迪強從宣傳裏知道身處的地方原來是數碼港、中
藥港、物流轉口港、動感之都、電影之都、希望之城
﹝⋯⋯﹞

他抗拒身處的地方被命名，被形容，甚至被稱為城
市也隱隱覺着不安。他不過是偶然生長在這地方，這地
方流行的甚麼他不必跟從，因此他不認為聚居在一個很
多高樓大廈的地方就叫做城市，也不認為人們有共同意
志，或者城市是一個所謂的有機體。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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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洛寫過兩首關於碼頭的詩，第一首〈下一班船 —— 給天星碼

頭〉（2006）是抒情詩，另一首〈皇后碼頭〉（2007）則是圖像詩，是

實驗性較強的作品，以文字「繪畫」皇后碼頭原貌，控訴之中有抒情

的表達。在眾多關於碼頭的詩中，尤其是批判性的作品中，這一首

詩是比較成功的，現引錄其一：

海風吹送浪頭往復　石石　未來在灰色天空下　石石　像遙不可及的風景
你的諮詢只是　柱柱　竊竊私語我們呼喊　柱柱　和訴求的聲音
穿越海港兩岸　支支　擺動着強烈的回音　支支　這不就是你們
多年獨斷獨行　柱柱　豎立的回音牆嗎？　柱柱　摩地商場斬斷
過去以及未來　瓦瓦　包括皇后碼頭那段　瓦瓦　五十四年歷史
那麼短促那麼　礫礫　頑強不告別的心願　礫礫　在夜幕低垂下
跟天上的星光　沙沙　有着遺憾的親密感　沙沙　我們清楚記得

你刻意拋棄的往事　石石　港督就職女皇蒞臨　石石　　　獨自　　望海
牽手以至分別　海眼　那超越涼亭盛載的　海眼　回憶　　卑微
如老人對奕時　水淚　變幻棋局中不變的　水淚　　　真諦 10

以上年青詩人的詩作展現出獨特的風格，當中有歌謠體的作品，

有抒情性的作品，有實驗性的作品；有的激昂批判，有的低迴婉轉，

風格多樣，在社會與個人之間築起了一道道詩的橋梁，展現出抗衡

的姿態，因為「十二月風很大的日子�在碼頭吹吹風的日子�是我

們的」1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