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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眾所周知，所謂的傳統是人類在社會活動中從以前時
代形成並較長時間延續下來的特定的形式、習慣、生活方式
等。它並不是原生態的、一成不變的，與新生的或者一時性
的事物相比它具有相對地穩定性而已。所以如果新的事物經
過一定時間以後能繼續存在而具有相對穩定性的話，也就能
成為傳統。而且，傳統自身也在相對的穩定狀態之中又不斷
地發生變化，隨着變化幅度的不同或者被改變為新的傳統或
者被淘汰為舊的傳統而消失。這就好似水隨着溫度的變化而
產生的不同狀態一樣。水越接近100度就越熱而越接近0度就
越冷，這時水的熱和冷並不是互為對立的而是相對的，隨即
變成水蒸氣或是變成冰而成為另一個狀態。也就是說，對某
些地點或狀態的判斷僅僅是一種按照強度或程度的相對的判
斷而已。這些地點或狀態之間的差異並不是對立或矛盾的關
係，而只是變異或形成的關係而已。因此，所謂的現代其本
身就包含着傳統，也意味着過去傳統的保持或變異以及未來
傳統的形成。

二

我認為香港文學具有一些特點，例如不受特定意識形態
和文學觀念支配的多樣性、強有力的商業邏輯直接影響下的
商業性、作家大規模的頻繁移動的流動性、中國文學和世界
文學互相溝通的交融性、連接中國大陸和台灣及世界各地華
人文學的中繼性、以現代大都市為基本素材表現情感和思想
的都市性、流行專欄散文或武俠小說的大眾性等。1	如果就

1 金惠俊《1997年香港回歸以來香港文學的變化及其意義》，見《香港文學》第271期 
 (2007年7月)，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頁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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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學自身來看，這樣的特點也成為香港文學所具有的各
種現象和性格中比較突出的一部分。如果和中國大陸文學、
台灣文學或其他世界任何文學相比較來看，又可以說是相對
突出的或獨特的現象與性格。再進一步探究的話，這樣的特
點不是現在或不久以前的某個特定時刻才突顯出來的，而是
從一個半世紀之前或者從一個世紀之前一直到現在逐漸形成
起來的，其間經過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換言之，這樣的特
點與所謂的香港文學傳統的某些方面有關，甚至可以說就是
構成這一傳統的一部分。

在這樣的層面上，通過能綜合體現大眾性、都市性、商
業性等特徵的武俠小說、言情小說、科幻小說等文學形式，
可以確認香港文學的傳統之一已經定型，這就是親近大眾的
傳統。眾所周知，二十世紀初以來中國大陸文學一直是由精
英分子所主導的啟蒙救亡和追求自由為先。相比之下，香港
文學則一直是在各種人物參與下以表現商業大都會中普通人
的娛樂、休閒、消費為主。因此，理所當然的，在香港文學
中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表面上好像是一直維持着互不相同的
領域，但實際上卻難以區分地互相影響、互相作用。

比如，根據劉以鬯在第一屆香港文學節研討會上的發
言，在1950和60年代，就已經有路易士、徐訏、黃天石、李
輝英、曹聚仁等作家在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兩個領域都有創
作，或是其作品根本就難以明確地區別到底是屬於哪一個領
域。2	到了1970和80年代，思果、梁錫華、潘銘燊、黃維樑
等眾多的學者型散文家也都是注重作品內容和表達的通俗

2 劉以鬯《五十年代的香港小說》，見《暢談香港文學》，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 
 司，2002，頁12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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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生活性，創作了包括專欄散文在內的多種多樣的散文作
品。另外，1990年代以來又有李碧華、亦舒等以通俗文學創
作著稱的作家試圖以精練的表達、快速的節奏、跳躍的敘述
等等方式，嘗試寫出更具深度、更有內涵的作品。

三

專欄散文可能是最能體現香港文學親近大眾的傳統的文
學形式之一。專欄散文在十九世紀末就已經初現端倪，3	

1930、40年代在一定程度上開始初具規模，到1970、80年代
開始盛行。雖然近些年來出現若干退潮的徵兆，但專欄散文
是過去的數十年間在香港作家人數最多、作品數量最高、擁
有的讀者最廣、影響力最大的一個文學體裁。而且從專欄散
文的篇幅字數、專欄形式等外在形式，到主題、題材、技
巧，或者再到作品的創作、登載、閱讀的流通體系等，幾乎
所有層面上都真實地反映着香港社會的特徵。4	總之，專欄
散文的盛行就是香港最具代表性的、獨特的文學現象。

最初關於專欄散文到底是不是文學這一點也有過爭論，
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專欄散文分明就是文學之一種而且不
乏優秀的作品這一點也得到認證。比如在1991年第一屆香港
中文文學雙年獎的散文領域，入選的五十一部散文集中大約
80%是專欄散文，最終獲獎的也是鍾玲玲的專欄散文集《解咒
的人》。5	還有董橋的十卷《英華沉浮錄》也是每周五篇、為

3 劉以鬯《香港文學的起點》，見《暢談香港文學》，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2002，頁19-22。

4 金惠俊《香港專欄散文的嬗變與未來》，見《現代中文文學學報》第8卷第2期/第9卷 
 第1期(2008年12月)，香港：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頁297-310。下文中有 
 關專欄散文的敘述基本上是參考此文。

5 璧華《我看香港散文》，見《香港文學論稿》，香港：高意設計製作公司，2001， 
 頁11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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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兩年的專欄散文，有評論認為其具有「融貫中英小品之
長，把持着恰到分寸、淡掃娥眉的文字德性」。6	不過，如果
以思想的深度、題材的範圍、結構的嚴密、表述的精緻、風
格的創造等文學評價的慣用標準去衡量的話，整體上看專欄
散文的文學性並不是很強，而且事實上1990年代以後登載量
逐漸減少，加上涉及各個領域的知識性、信息性文章急劇增
加，專欄散文的文學性更趨弱化。

儘管如此，專欄散文仍然有幾點令人關注。首先從外
部層面來看，一些真摯而有水平的作家們活躍在專欄寫作這
一領域，保持着自身的創作個性並寫出了不少優秀作品，文
學愛好者及一般讀者也欣賞乃至消費這樣的作品。而停留在
一般水平的眾多專欄作家也通過不斷的寫作而漸漸提高其寫
作水平。其次，從內部層面來看，專欄散文作家與讀者有直
接的交流並從讀者那裏獲得及時的反饋，所以為了展示他們
多層次的而有意義的思考，為了使這樣的思考能更順利地接
近讀者，就不得不講求表述方式。因此，作家們致力於以平
易而新鮮的表述方式去涵蓋有深度的思想內容，這就推動作
者提高雅俗共賞的寫作水平，或者至少朝雅俗共賞這一目標
發展。也有與此相反的方向。就是作者以新的方式表述讀者
充分感受親近、容易理解的內容，並以此來提醒讀者接觸事
物可以有多樣的方式，進而引導他們對文學產生興趣，為他
們提示文學欣賞的方式，提供進入藝術世界的契機。比如，
李碧華和讀者之間就是這樣的情況。作為通俗作家，比起思
想的深化和文學的創新方面，她更重視商業意義上讀者的反
應。又正是為了實現這樣的目標她撰寫專欄散文時在內容和

6 陳 德 錦《 回 歸 十 年 的 香 港 散 文 》，見《 宏 觀 散 文 》， 香 港 ： 科 華 圖 書 出 版 公 司 ， 
 2008，頁84。



72 第八屆香港文學節研討會論稿匯編——研討會(一)

思考層面上保持與讀者熟悉的面貌，在表述和情緒方面又運
用銳利的筆致表達鮮明的感性，所以既受到讀者的歡迎，同
時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讓讀者超離其期待視野。

簡而言之，專欄散文雖然因作者的水平和態度不同而在
文學成就上各有不同，但是從審美方面來看也不乏優秀的作
品，尤其在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交流溝通方面發揮着巨大的影
響力，可以說是香港所特有的一種雅俗共賞的文學形態。另
外，專欄散文超越自身的領域，對以文學期刊為主的比較長
篇的文藝性散文及文學創作的整體都有一定的影響。比如，
西西在《我城》中所展示的像手卷一樣的效果 —— 這與她長
久以來寫作例如《剪貼冊》等等專欄散文有關 —— 正是巧妙
地結合並發揮出作為連續作品的連載小說的特性和作為單篇
作品的專欄散文的特性。7

四

上文對專欄散文的說明中，我們也許可以發現香港文學
的另一個傳統。那就是混雜性的傳統。

最初在報紙的副刊上連載小說比較顯示強勢的同時，散
文和詩歌也並行刊登，之後才逐漸轉向以專欄散文為主導的
方向。比如，在前期劉以鬯的《酒徒》、《寺內》，西西的《我
城》、《候鳥》等小說都是以連載的方式刊登出來。像這樣報
紙的副刊上混雜着各種文學體裁的作品，也就意味着當時不
僅各種文學體裁之間會互相影響，有時也會出現無法辨明體

7 參考黃繼持《西西連載小說：憶讀再讀》，見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編《追跡香 
 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頁163-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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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的作品。如前文所舉例證，出現了諸如《我城》(西西)等
作品。1960年代流行通俗電影和「四毫子小說」等通俗讀物，
當時眾多的散文作家雖不至於是要放棄對散文之文學性的追
求，但也是為了和通俗文學競爭而不得不接受它們的影響。8	

從另一個側面來看，許多香港作家並不只拘泥於一種文學體
裁的創作，而涉足於多種文學創作，因此不同文學體裁之間
互相影響和互相重疊當然不會少。比如西西就是如此，她做
過電影的剪輯和編劇，也寫過不少電影評論，還創作了「四
毫子小說」《東城故事》。又如李碧華在創作小說和專欄散文
之外還參與過電影、戲劇、芭蕾、傳媒領域的工作，所以她
在影響力抑或在雅俗不分方面，可以與更早期參與創作香港
題材的小說、翻譯、編劇的張愛玲相提並論。9	她的《秦
俑》、《青蛇》等小說裏混合着劇本或電影的特點，就與上述
的情況有關。

事實上對於香港文化或者香港文學的混雜性的注意很早
就有。1930年代張弓的詩作《都會特寫》既有漢語，又有英
語，既有西方的王子、公爵，又有陰暗角落裏的本地女人、
漢子，1960年代崑南的詩作《旗向》也既有白話和文言，又
有英語，既有中國國歌，又有咭片、股票，這些詩歌都顯示
了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混合在一起的當時香港的文化混
雜或文學混雜。10	另外1970年代初，胡菊人在他的散文《雜
種文化》中認為，香港基本上仍是中國人的社會，但是香港

8 陳德錦《裂縫和出路：香港當代散文的文化背景》，見《宏觀散文》，香港：科華圖 
 書出版公司，2008，頁14。

9 也斯《從五本小說選看五十年來的香港文學》，見陳國球編《文學香港與李碧華》， 
 台北：麥田出版，2000，頁61-78。

10 趙稀方《小說香港》，香港：三聯書店，2003，頁148-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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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已經生活在中國生活方式和西方人生哲學的混合狀態裏，
所以其文化也是一種駁雜不純的雜種文化。11	只是過去香港
人還依舊以為中國傳統文化才是或者應該是正統，也因此沒
有進一步意識到香港社會自身已經或者正在形成新的傳統而
已。從這一角度來看，活躍於詩歌、小說、散文、電影、文
化等諸多領域的也斯很值得關注。他的創作和評論長期以來
都嘗試和強調在主題、素材、體裁、語言等方面的混雜，因
為這對他來講既是自然的，又是有意識的。

最能體現也斯作品混雜性特點的是在體裁上的破壞和混
合。舉其散文作品為例，他由詩歌創作開始文學生涯，所以
在其散文作品中也可以看到很多詩歌的影響。例如他的《歌
與景》、《豬與春天》、《風•馬•牛肉麵》等作品，從題目上看
好像是毫無關聯的詞彙組合，卻產生出新的意味和形象；《在
地下車讀詩》等作品中運用短句或者把長句用逗號分割成短
句，來形成節奏感並構築想像的空間；《生活在馬路上的人
們》等作品運用詩的語言；《獨眼詩人》等作品則通過描寫以
影像為主的場面來營造特定情緒和感覺等等，都是如此。12	

而另一方面，也斯的散文中也可以看到不少小說的特點。比
如《新年前後》中對照特定的場面和故事，大量敘述人物的
對話等就是如此。也斯創作的這些特徵不光是散文，在其他
體裁的作品中也是一樣。比如《遊離的詩》和《東西》裏的一
部分詩作或是像散文一樣自由形式的長篇詩歌，或是混用口
頭語和談話體的詩歌。就大量插入詩歌的《光慶四章》而言，

11 胡菊人《雜種文化》，見《坐井集》，香港：正文出版社，1970，頁110。轉引自陳德 
 錦《宏觀散文》，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2008，頁24-25。

12 以上關於也斯散文在形態上的混雜性，參考宋珠蘭《關於也斯散文的香港性的研 
 究——以1970、80年代為中心》，韓國釜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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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作家自己主張這是篇短篇小說，但是從它的內容和結構
來看，難於分清到底是小說，是詩歌，還是散文。

像這樣自由地跨於各種文學體裁之間，不僅是也斯個人
的創作特點，實際上也象徵着香港人複雜的身份特徵和香港
混雜性的社會特徵。從這方面來看，也斯作品中更為重要的
不是如上所述的那樣僅僅外形上對體裁的破壞和混用，而是
其作品中那些有關香港的視角和描寫。比如，《城市日夜》
片斷地描述香港這座城市多樣的面貌，這是為了表現香港和
生活在其中的人群的複雜性。又如《清涼的天氣》把從周末
下午到周日上午所見所聞的故事在用「* * *」來區分的十二
節裏好像沒有體系地、混雜地擺出，也斯通過表面上極為散
漫的這些片斷的意象和故事而主張：香港人的生活就是由這
樣平凡的、瑣碎的事情混合構成的，這樣的生活場所就是香
港。也斯這樣的創作態度除了散文以外，在其詩歌、小說、
評論等所有領域中也是有一貫的表達。如他最近出版的小說
集《後殖民食物與愛情》，就是捕捉和混合了香港和香港人
所能走到的地方的細小瑣碎的故事和意象(包括視覺的，也
包括味覺、嗅覺、聽覺的，甚至還包括觸覺的)。換言之，
從也斯作品中得以看到的不是批評香港這座城市的混雜和散
漫，而是認可和包容那些本身。總之，他要表現的正是多文
化混雜與融合的作為「世界人」的他自己和香港人以及作為
「世界城市」的香港。

也斯積極地去展示或試圖展示香港所具有的混雜性，這
種嘗試也可以說是要證明這樣的混雜性經過一個多世紀的傳
承已經成為一種傳統。換言之，這種嘗試是要表現香港不再
是「沒有歷史的未知的空洞的空間」或者「借來的時間、借來
的空間」，而是和大陸、台灣、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一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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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王韜以來許多「外地出身」的香港人，他們在香港一生居住最久，但是總是有一種 
 「過客心理」或「北望心理」。比如，按照陳國球，司馬長風始終都是通過回想和 
 想 像 來 追 求 故 鄉 或 故 國 的 神 話 。 參 考 陳 國 球《 詩 意 與 唯 情 的 政 治 ——司 馬 長 
 風 文 學 史 論 述 的 追 求 與 幻 滅 》，《 感 傷 的 旅 程 ： 在 香 港 讀 文 學 》， 台 北 ： 學 生 書 
 局，2003，頁95-169。

別於它們的「我們的時間、我們的空間」，有着自己的記憶、
歷史和傳統。再進一步講，就是對既有的傳統去保持、改變
或廢棄，同時去探求和形成新的傳統。

也斯這樣的嘗試，從米哈伊爾•巴赫金所說的「故意性混
雜」和霍米•巴巴所說的「縫隙性混雜」兩者混在一起的意義
上來說，在某一個層面上確是新的，而在另一個層面上卻是
傳統的。由這一點來看，從劉以鬯、崑南開始，經過西西、
也斯，到黃碧雲、羅貴祥、董啓章和謝曉虹、韓麗珠等等，
這樣一直延續下來的某種脈絡，或許是香港文學已經或者正
在形成的傳統。還有葉靈鳳、徐訏、徐速、李輝英、阮朗、
司馬長風，13	或者陶然、東瑞、白洛、顏純鈎、王璞等等，
他們的記憶和經驗也或許是香港文學已經或者正在形成的傳
統。而且當然其他更多的也有可能這樣。

五

由於現象存在，人類就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而試圖
去把握現象，去觀察、檢討、分析、分類、定義……而理論
化，則試圖去說明現象。然而，這樣的說明也會改變包括人
類自身在內的現象。從這一點來講，發現、改變和創造香港
文學既已形成的、正在形成的，甚至是未來可能會形成的某
些傳統，這主要是由香港人負責的份兒，特別是由香港文學
工作者負責的份兒。經過過去絕對不短暫的一或兩個世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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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香港文學的傳統 ——包括親近大眾的、混雜性的傳
統——在未來會怎樣地被揭示、改變、創造出來？這個問題
對像我這樣的圈外人(也許同時是作為世界人之一的圈內人)
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同時是我所居住的空間 ——釜
山、韓國、東亞、亞洲、世界，就是說既是地方、又是世界
的空間——的問題。換言之，因為從多重意義來講，香港不
只是香港，同時是世界乃至世界的縮影。至少說香港要以香
港繼續存在下去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