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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藝叢書出版近況
以《一九五○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叢書》為例
香港中文大學兼任講師｜謝雋曄

「叢書」顧名思義是彙集多種著作的一套書，當中收錄的作品可成於一人手筆，也可以是

數位著者的作品彙編，多有共同主題，反映編者對於某項課題的獨到觀察。在形式上，它可以

不編次序；在出版上，它既可一次出齊多冊，也可逐冊陸續出版。簡單而言，叢書中每一部作

品都是獨立存在的個體，但結集起來就是一部「大書」。

談起「叢書」，大家常錯覺它必定是圖書館內那些厚重無比的典籍，甚麼清代編的《四庫

全書》、當代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叢書》等，霸佔了幾排又幾排的書架，還認定自己一輩子

也讀不完一整套書。然而，近年新出版的叢書，不一定像古時般浩瀚如海，也可以短小精悍，

有其獨特意義。就像香港名作家也斯（梁秉鈞，1949-2013）生前所編的《一九五○年代香港文學

與文化叢書》，僅有 6冊，卻是不可多得的佳作，讓讀者通過編者的選擇和介紹，初步接觸香

港 1950年代的文藝世界。本文以這套發行不久的叢書為例，淺談它的出版緣起和內容意義，借

此反映香港近年這類書籍的出版情況。

*《一九五○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叢書》的出版緣起

《一九五○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叢書》，由香港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主編，為該中

心「一九五○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研究計劃的成果。2011年，這項計劃獲香港研究資助局撥

款支持，讓也斯的研究團隊得以致力探討香港 50年代的文藝活動，並於 2012至 2013年舉辦了多

場講座及國際學術會議，邀得中、港、臺以至歐美、日本的學者參與，一同以跨文化、學科的

視野，探討小城文化如何跟國際掛鉤。及後，該中心又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資助，加上百年

老號中華書局應允支持，終有機會將多年來的研究成果編成叢書出版，以饗廣大讀者，一方面

為學術研究者帶來啟示，另一方面燃起大眾對上世紀香港文學和文化的興趣，期望達到雅俗共

賞的效果。

這套叢書合共 6冊，首冊《也斯的五○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論集》最先於 2013年 5月面世。

往後陸續出版的 5冊，依先後次序為：《真實的謊言：易文的都市小故事》、《長夜以後的故事：

力匡短篇小說選》、《半世紀掠影：馬博良小說集》、《五○年代香港詩選》和《痛苦中有歡樂

的時代：五○年代香港文化》。

「叢書」本來就像一部「大書」，此書首尾兩冊正好活像整套書的「導論」和「結論」，而

中間四冊自然便是各章「專論」。首冊通過也斯的介紹，旨於讓讀者看到上一代的香港文藝世界

有多精彩，以吸引讀者追看這套叢書的一字一句；中間四冊則收錄一些能代表 50年代卻早已教

人忘懷的文學佳作，並附上編者的介紹，讓讀者親自感受到當時流行的短篇小說及詩篇其文字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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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尾冊為了讓這套叢書圓滿作結，編者特別添上有關當世電影、音樂、藝術文化的評論，留

待讀者閱畢這套叢書後，能走出書本的文字世界，繼而自行開啟視聽方面的藝術大門，找找老電

影看，找找時代曲聽，好讓年青一代更深切體會 50年代的香港風情，編者心思可謂細密。

．《一九五○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叢書》首三冊於 2013 年 5 月面世。

（拍攝者及相片來源：香港藝術發展局、香港中華書局）

．《一九五○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叢書》後三冊於 2013 年底至

2014 年初陸續出版。

（拍攝者及相片來源：香港藝術發展局、香港中華書局）

在形式上，首尾兩冊為評論集，前者收錄也斯 10篇有關 50年代香港文學的論文，後者收

錄各文化界別專家對當世文藝事業的論述，像有關電影文化的部分，有曾於香港電影資料館工

作的蒲鋒、何思穎執筆；而音樂文化一節，有著名音樂家余少華、劉靖之及資深歌曲評論人黃

志華撰文；至於美術方面，則有長期鑽研中西藝術的李世莊、羅淑敏提筆。中間四冊則為文學

創作集，其中三冊分別選錄了南來文人易文（楊彥岐，1920-1978）、力匡（鄭健柏，1927-1991）

和馬博良的短篇小說，另一冊則選錄了麥陽（楊際光，1925-2001）、徐訏（1908-1980）、崑南（岑

崑南）等 36位香港詩人的詩作。書中選錄作品，皆極具時代性，能充分反映當世文人心態、社

會面貌和文學特色；而最重要是不少文字本已散佚，猶幸編者的努力，從一些近乎失傳的報刊

中重新蒐集起來，實難能可貴，也反映這套叢書繼承中華傳統，對於保存一手文獻有重要貢獻。

* 叢書所記南來文人眼中的香港

香港自開埠起，一直有不少新移民遷徙到此。1945年後，國共對戰，不少內地文人為了避

開戰火，選擇從大陸移居香港，繼抗戰時期後，再一次將北方文化帶來南方，讓這個本已長期

受到華洋文化衝擊的小城，變得越來越複雜。自 50年代開始，香港文化事業逐漸形成獨特的氣

息，如要用一個詞語形容當時的文藝創作，那麼「雅俗兼容」四字相信最為貼切。正如也斯在

書中開宗明義提到，本港流行而受大眾歡迎的報上專欄、連載小說，在語言風格上混雜文言、

白話以至廣東俚語，在內容上則多描寫港人日常生活，或描寫小城社會面貌，洋溢濃厚的都市

氣息，以便迎合本港讀者的口味，成為香港文學的一大特色。

讀者從第一冊書認知到都市文化跟香港文藝事業的微妙關係後，當他們正式翻開第二冊的

書頁，頓時便可涉足 50年代的世界。第二冊收錄香港名導演、填詞人易文於 50年代初所撰寫

的 37篇短篇小說，由黃淑嫻所編。易文於 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後，即從上海遷居香港，自 50



ISBN
出版觀察

58
僅僅坐著，就能奔馳在精神的世界中，這就是書本的好處。
瑪托斯

年代起，曾編寫劇本六十多個，執導電影四十多部，填詞作品更過百首。活躍於演藝事業的易

文，原來平日還喜歡從事文字創作，不僅在報上撰寫短篇小說，後來還結集成書。其小說集《真

實的謊言》及《笑淚集》，前者於 1951年由香港海濱書屋出版，而後者更由臺灣的出版社約於

1952年前後發行，可見其作曾一度傳至寶島，在當時的影響力可謂不少。可惜六十年後的今天，

不論香港還是臺灣讀者，都難以看到他的舊作，碰巧也斯這套叢書出版，正好讓我們有機會溫

故知新，認識易文其人其作之餘，還能緬懷老香港風情。也許易文曾參與大量商業娛樂活動，

因此他的短篇小說，不像其他南來文人如力匡、馬博良般喜歡「憶舊」，也不喜歡「發牢騷」、

「拋書包」，只是運用簡潔通俗的文筆，細緻描寫重視物質的都市生活，當中不僅出現大量本

港地方名，如銅鑼灣、九龍城、沙田等；還多描寫港人的地道生活，如很多男人喜歡到夜總會

尋歡作樂，不少家庭主婦總是喜歡翻閱自己的銀行存摺等；有時還描繪到大眾因發白日夢而開

心半天的心理，如年輕男生幻想自己有天成為有錢人，年輕女子則想像自己在不久將來覓得如

意郎君等，自然較易獲得共鳴。即使以現代人的眼光看來，易文小說所描寫的人性和都市生活

題材，至今讀來仍然不會讓人覺得落伍，就像發生在昨天的故事一樣。比如〈真相〉一篇，易

文將一位先生在街上踩蕉皮而擦傷手指的尋常事，通過主角本人、女友人及男友人的話，最後

竟變成三個截然不同的版本―一個說自己是為了捉賊而弄傷，一個說主角因被拒愛而自殘受傷，

一個說他被情敵狠狠打傷……作者以俏皮幽默的筆觸，調侃都市人總愛管閒事、喜歡大肆吹噓

的一面，這種永恆不變的醜陋人性，實可超越時空、地域的限制，而這種新穎的多重敍事手法，

罕見於傳統中國文學，滲透外國文學的味道，或跟易文學貫中西的背景有關。除了以輕鬆手法

描寫人性陰暗面外，書中還有不少作品可反映 50年代的港人生活，且笑中帶淚，正如〈夜總會

的貴賓〉一篇，作者通過一位經理的回憶，以敍事者眼光娓娓道來一個真實故事―一對即將銀

婚紀念的老夫婦，為了獲得夜總會的免費招待，不惜欺騙這位經理，聲稱有人要在星期二晚搗

亂他的地方。為了防患未然，經理遂讓該對夫婦在周二晚前來享樂，以便他們找出打算破壞夜

總會的人。最後，當然沒有壞人到此生事，卻終由老太太和盤托出內情―他們沒錢慶祝銀婚而

心生此計，希望換來生平一個值得紀念的晚上。然而結局是經理不單止原諒他們，還願意超時

營業，招待這對老夫婦繼續跳舞、喝酒，全因他受到眼前兩老動人的愛所感動。這個故事表面

上看來不合情理，但反而讓讀者看到極力追求物質生活的都市人，原來背後依舊可以有真摯細

膩的感情，讀後讓人會心一笑。誠如此冊編者黃淑嫻所言，易文的短篇小說，緊扣「都市」與「言

情」兩個關鍵字，告訴我們此刻居住的地方縱然不是理想世界，甚至需要時刻面對沉重的生活

壓力，但不論何時何地、不論身分高低，身為社會的一分子，始終會在作者的小說故事及現實

世界中，找到自己的身影和立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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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畢易文那容易消化而輕鬆有趣的短篇小說，讀者翻開第三冊書，即能體會另一種香港 50

年代風情。該冊收錄南來作家力匡 16篇短篇小說，由也斯及鄭政恆所編。力匡於 1950年從廣州

移居香港，曾任中學教師，並主編文藝刊物《人人文學》及《海瀾》等。他最先以詩聞名，其

作大談家國鄉情，終奠定「懷鄉詩人」形象，影響當世文壇。後來，他還開始創作小說，但其

．易文（拍攝者及相片來源：臺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

多愁善感的詩風，則沒有延續到小說上，反而換上含蓄而具諷刺味道的筆觸。據也斯的看法，

南來文人由於對新環境不太熟悉，很容易便會把自己的懷鄉心情，轉化成對香港社會的敵視和

否定。因此，在力匡筆下的香港，經常被描繪成一個崇尚物質主義的社會，人情也是建構於利

益關係上。像〈焦大〉一篇，第一身敍事者「我」，突然接到一通電話，得悉某位老同學要辦

一個同學會，希望跟多年不見的朋友敘舊，後來才知對方原來要借同學會的招牌來開賭場。「焦

大」一名，來自《紅樓夢》中一個梗直敢言的小角色。力匡借這個名字，刻劃有位被人冠上「焦

大」諢名的趙同學，不願意跟大家同流合汙，因此白白放棄了發財良機，最後甚至被人挖苦已

到印尼婆羅洲生活。此外，書中其他選錄作品，如〈火災〉、〈陋室〉等，跟〈焦大〉一作同

樣散發濃厚的黑色幽默色彩，前者講述一名前國民學校校長南來後要住破舊「木屋」的辛酸；

後者則以西方戲劇式獨白，由身為地質學者的主角講述自己從武漢南來後要住「天台屋」的實

況。力匡筆下的「焦大」、「校長」、「地質學者」，或許通通可以借代作者本人，又或是作

為部分南來作家的寫照―他們在香港這個經濟至上的都市裡，不願迎合商業社會，不願參與投

機活動，因此在生活中找不到昔日單憑文藝創作而能維生的滿足感。也許，放下身段實在是讀

書人最難學懂的事，古今中外皆然。

至於第四冊叢書，收錄了馬博良 11篇短篇小說，洋溢另一種 50年代香港文化氣息。1949年

後，國共各據一方，不少支持國民政府的人，即使未能成功渡海至臺灣定居，也紛紛南下香港

找安樂窩，而馬博良正好是其中一分子。要談書中讓人留下最深印象的作品，非〈太陽下的街〉

莫屬――每年的 10月 10日，為中華民國國慶，當時支持國民政府的本港居民，總喜歡在聚居地

掛上大量「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以示紀念。故事時值 1956年雙十，有政府職員無故將李鄭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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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置區所懸掛的中華民國國旗拿下，觸動當地居民情緒。他們先是

包圍徙置區辦事處，後來因受三合會成員乘機煽動，終演變成大型

騷亂，迫使政府派出防暴警察維持秩序，而雙方隨即上演激烈的街

頭攻防戰，最後約六十人因此喪生，另有三百多人受傷，是為「香

港雙十暴動」。馬氏〈太陽下的街〉一作，正好以涉事年青人為主

角，描寫其參與騷亂時的心理變化――他先是義憤填膺，跟隨群眾

四處破壞，還認為自己是正確而轟烈的；中段看到防暴警察出動，

加上夥伴紛紛逃走，頓時變得膽怯；至結局時，因誤傷一位認得自

己的警員而感到歉疚不已。這篇小說主要以第三人稱角度敍事，但

中段部分加入主人翁大量內心獨白，嘗試從其眼睛細緻觀察當時情

況，並展示其置身當中的心路歷程，滲透一點意識流的味道。相比起易文的刻意淺白、力匡的

黑色幽默，馬博良的小說，看來較重視文學技巧，講究修辭及意境，試看〈太陽下的街〉有一

段文字談到「太陽」和「月亮」道：

太陽是要百物欣欣向榮的，是要眾生循正軌良好地發展的。只有那些拜月亮的，看不見太

陽，才會製造階級鬥爭的幌子，屠殺那些阻止拜月或是信奉太陽的人；他們並不相信太陽，始

終認為他們的月亮已夠光明，就是太陽，他們不理會生活在月亮底下是那麼冷酷，沒有溫暖和

快樂，除了他們自己，別的東世不能滋長。（注 1）

這番話顯然受到當世左右對立的政治氛圍所影響，也含蓄表達了作者本身的政見及立場。

無可否認，「暴動」或許是負面的行為，可是這篇小說最大的意義，正是作者嘗試超越道德批

評問題，反而認真思考涉事青年的心靈救贖―主角終在「狂妄瘋癲」過後，變回「冷靜和理性」，

同時已「痛苦地領略這次教訓」，誠如結尾所言「他得救了」。另外，馬博良描寫香港社會風

情的小說，當中的人物對話夾雜大量地道粵語方言（甚至包括粗言），像「爛仔（流氓）」、「唔

得（不能）」、「丟那媽（去你媽）」等，乃突顯地方文學色彩的妙法，值得讀者留意。

閱畢三部短篇小說集後，叢書編者轉而向讀者介紹 50年代的香港新詩。第五冊收錄 36位

詩人共一百零九首作品，篇幅或短或長，內容極為廣泛，正如該冊編者鄭政恆所言，當中主要

題材包含「懷鄉與城市」、「左派與右派」等；至於形式上，有些繼承傳統的格律，有些則作

現代的實驗，可謂各有千秋，能反映當世文學愈來愈多元化的特色，也意味香港文藝事業逐漸

踏入百花齊放的新時代。值得注意是書中特別收錄原刊於 1951年《香港時報》內的《香港浮雕

圖錄》十六輯，此作乃當時文學與藝術跨界對話的產物，由麥陽作詩，名畫家唯陵（李國樑，

1920-2009）繪圖，一首詩配一幅畫，聽覺、視覺交織，讓讀者見證香港早期的跨文化創作活

動。隨著 50年代「左右對立」的風潮下，書中詩篇在風格上有鮮明的對比色彩，像左派的何達

（1915-1994）有〈簽名〉一作，表達自己作為知識分子對 1958年海軍船塢工人運動的支持，洋溢

濃厚的現實主義色彩，強調文學作品的實用性，也紀錄了香港昔日的歷史，具時代意義；至於

右派的作品，大多強調抒情味道，滲透浪漫色彩，如夏侯無忌（孫述憲）、徐訏等人的詩，或

．力匡（拍攝者及相片來源：香港中

文大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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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過去，或感時傷逝，往往能夠超越時空、地域的局限，讓讀者可以看到當世香港文學的多

元性。

* 結語

近年，兩岸三地交流越來越密切，而香港及臺灣在現代文學上的深入交流，更早於 50年代

開始成熟―― 1956年，馬博良在香港創辦《文藝新潮》，提倡重視個人象徵、新興美學的現代

主義，這部雜誌獲臺灣學者秦賢次評為「第一本影響臺灣文壇的香港文藝刊物」。另據香港名

作家劉以鬯的看法，50年代臺灣重要文藝雜誌《筆匯》改版，正是受到《文藝新潮》的影響，

足證兩地文學實「聲氣相通」。（注 2）或許，《一九五○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叢書》中所描繪

的老香港，當中某些風情，實跟 50年代正同樣慢慢都市化的臺灣相若，實值得兩岸讀者玩味。

今天，市場對於傳統文史哲書籍的需求有減少趨勢，看書的人少了，而買書的人就更少。

就此，各出版機構自然難以像昔日般，動輒招募大規模的研究團隊，耗時費力編纂各種大型人

文叢書。然而，叢書在傳統圖書館學上，始終有極重要的地位，畢竟舊日一些零碎文獻，像一

則在老報紙上刊登的短篇小說，又或是一篇出自不知名作家的新詩，要是它們未曾收錄於有系

統的叢書當中，相信很快便會散佚，可見古今叢書不論大小，對於保存各類資料都有不可取代

的作用和意義。正如本文介紹的《一九五○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叢書》，就按照也斯等編者的

見識和觀察，保存了不少早已讓人遺忘的 50年代香港文學作品，讓現今讀者有機會重新看到一

些珍貴而古老的記憶，重拾當年人情。誠然，這部叢書只得六冊，且限於短篇小說及新詩，偶

爾又多收錄一些跟香港關係不大的作品，當然不能完全展示本港文學和文化的所有魅力，但讀

者先通過編者的介紹，再自行體味選錄作品，總算能將它看成是一把能打開昔日文藝大門的鑰

匙，繼而進一步開拓其他領域。由此看來，小型叢書還是有其獨特的出版意義和閱讀價值，自

然能夠吸引更多學人參與編纂工作。未來，像《一九五○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叢書》的同類作

品，相信只會在兩岸三地越來越多，以造福更多有興趣咀嚼文字、緬懷過去時光的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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