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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属于文化评论类。

　　本书通过文学、电影、视觉艺术、戏剧与流行文化等例证去探讨香港在中西文化冲击、严肃与商
业文化交汇下所建立的独特文化身分。
是对香港文化的一次多角度、全方位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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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也斯，2012年香港书展年度作家！
本名梁秉钧，香港著名诗人、散文家。
生于广东新会，在香港长大，美国加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曾任教于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现为香港
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创作，译介法国、拉丁美洲及美国地下文学，撰写评论，任文艺刊物编辑，与友
人创办杂志，推动香港文艺创作发展。
代表作有：诗集《半途──梁秉钧诗选》（第四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作品）、《雷声与蝉鸣》、《
游离的诗》，散文集《神话午餐》、《街巷人物》、《在柏林走路》，小说集《剪纸》、《岛和大陆
》、《布拉格的明信片》（第一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作品）、《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后殖
民食物与爱情》（第十一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作品）等，其中多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日等
多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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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现代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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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电影里的都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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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在雅俗之间思考香港的文化身份——以摄影为例谈通俗文化与艺术的关系雅俗文化再思考
  回环再造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影像
  以诗与解说开展文化空间
第七章　公众空间中的个人论说——谈香港专栏的局限与可能
  专栏的限制与自由回顾年代《快报》的例子
  80 年代专栏与新感情
  「公众空间」中的专栏
第八章　雅俗文化之间的文化评论
  文化评论的场域：学院抑或流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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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谈香港文化《香港文化十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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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香港文化十论>>

章节摘录

　　专栏的限制与自由 ——回顾70年代《快报》的例子 我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看香港报纸上的专栏。
那时其他传播媒介没 有那么发达，对一个爱好文艺的中学生来说，五花八门的报纸也是吸收 新知的
途径。
因为家里人多，买回来各种各样的报纸，自然也看得很杂。
但看《明报》自1959年创刊以来连载的金庸武侠小说和后来的三苏怪论、简而清杂文之余，偶然也找
到一些不同的东西。
1962年，读《星岛晚报》 副刊的言情小说，忽然读到刘以鬯先生1962年10月至1963年3月连 载的实验性
小说《酒徒》，后来又读到《寺内》，真是带来惊喜。
我在当时 的《新生晚报》上也读到介绍艺术电影的影评，胡菊人的《旅游闲笔》，戴 天、刘方、陆
离和李英豪四人合写的《四方谈》，在《天天日报》和《真 报》上分别读到昆南和伦士谈电影的专栏
；在《中国学生周报》上读到陆 离的《观影随想录》、小思的《日影行》和《路上谈》等。
这些不同的尝 试，令我相信尽管专栏的形式有不少限制，但也可以包容不少新的可能。
我开始试写专栏是在1968年夏天，在《香港时报》副刊写《文艺断 想》，每星期两三篇左右，又因为
副刊每日画版样，字数不会限得太严，结果这段经验并未令我体验到专栏的限制，反而是自由过度，
终以脱稿 收场。
我后来也在《香港青年周报》、《星岛日报·娱乐一周》、《星岛晚 报》等写过专栏，但最长久也最
贯彻的专栏还是在《快报》，从1970年 到1978年，最先名为《我之试写室》，后来改名《书与街道》
，一共写了 8年。
在写专栏的这段时间里，我真正体会到写专栏的好处和坏处：好 处是写作的训练，每日给予你反省和
表达的机会，叫你学习在有限的字 数和时间里把想法写出来，可以接触较广泛的读者，也会较多响应
；坏 处么，则是有时间和字数的限制，校对不可能像期刊那么仔细认真、编 排不那么整齐美观，因
为时间匆忙、篇幅有限，也容易令专栏作者写得 粗疏。
有些报章更有内容和表达上的限制，指定要写流行的题材，指定 不可以写得艰深。
幸好我在《快报》遇到好编辑，把专栏写作的限制减 到最低，令我们享有最大的自由。
七八十年代在《快报》写过稿的朋友，对这点一定感到印象深刻。
当时编《快报》副刊的是刘以鬯先生，他是一位资深编辑，又是文 学爱好者。
他编副刊的历史很长，抗日战争时就在重庆编《国民公报》 和《扫荡报》副刊，和平后在上海编《和
平日报》副刊，来港初编《香 港时报》副刊，去南洋期间曾编新加坡《益世报》和吉隆坡《联邦日报
》 副刊，回港后再编《香港时报》副刊。
他1960年在《香港时报》编的 《浅水湾》副刊，发表不少西洋文学译介和港台创作，是当时一个重要
文 艺园地。
刘先生在港以卖文维生，最高纪录是同时为13家报纸写连载，他自然熟悉娱乐报刊的商业规律了；难
得的是他始终热爱文艺，加以长 久编副刊的经验，所以能编出《浅水湾》和后来的《大会堂》那样的
文 学副刊来，成绩有目共睹。
他从1963年开始至1988年，编了25年非纯 文艺性的《快报》副刊，包括杂文专栏副刊《快趣》，连载
小说副刊《快 活林》，更见出在商业社会推介文艺的灵活策略，虽不如两份文学副刊那 样集中，但
在内容的多元性、培养新人众多，影响深远来说，恐怕更超 过那两份文学副刊呢！
我在《快报》副刊写稿那段日子，也看着它不断变化、推陈出新、雅俗并存，真是在种种限制中发展
了最大的可能。
有时老板觉得作品曲 高和寡，娱乐性不够了，刘先生便会增设一些趣味小品，或把一两段通 俗稿调
到版面上方；过一段时间，风声没有那么紧了，又放出一段比较 实验性的文学创作。
其中当然也会有一定的妥协，未尽如理想的取合，但在这样的策略性进退之间，《快报》副刊开辟不
少有新意的专栏，包括 由名家轮流执笔的散文栏《群英会》及年轻作者的《短篇小说》，可说开 风
气之先，刊登过不少好作品。
据我记得，杨际光、李维陵、方龙骧、司马长风、亦舒、西西、昆 南、戴天、董桥、香山亚黄、梁锡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香港文化十论>>

华、王仁芸、卢因、李英豪、陈韵 文、陈方、孙宝玲、施叔青、关梦南、吴煦斌，都在七八十年代的
《快 报》写过一段时间专栏，集体合写的专栏亦多，如柴娃娃等人的《三轮 车》、吴吴、李国威、
关平、黄花乐的《会友篇》、《大拇指》和《素叶》 的年轻作者，亦曾轮流执笔。
其中不少人还是初次执笔，有不少作者最 好的作品都是在《快报》刊登，比方西西最重要的散文和连
载小说，包 括《美丽大厦》和《我城》都由《快报》催生。
香港文化的丰富性与多 元化、东西文化的冲击、传统与现代的调和、都市文化灵活时新，都可 在专
栏见到。
我很幸运赶上在那个时候在《快报》写专栏，因为编者的包容，我 几乎写什么都可以。
我记得自己写过生活随笔、书评画评影评剧评和游 记，也写过诗、小说以及长篇的评论。
写文化评论，有时也可以对社会 上一些既定意见提出质疑；生活小品，未尝不可以提出另类的生活态
度。
我们的意见包容或偏激，当时编者还是一句话不说就发了。
我事后才知 道，编者为了包容文学性和青年作者，也作了不少缓冲的调整。
P145-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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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香港文化十论》是也斯讨论香港文化的一部论集。
本书共分为十讲，分别从电影、美术、摄影、文学、流行文化等多角度对香港文化进行了深入探讨。
通过论述，体现了作者对香港文化的深入思考，以及对香港文化的批评和阐释。
作者希望借此向大家阐明：香港文化的特色以及形成方式？
也希望借此来帮助我们看清香港未来的方向。
本书是一部深入了解香港文化特色的重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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