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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凤兮，凤兮！
”    叶灵凤先生较多引起当代读书人关注，大概是因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由三联书店出版其三大册《
读书随笔》所引发。
作为一名“真正的爱书家和藏书家”，叶灵凤先生丰富过人的藏书、涉猎广博的读书兴趣、勤奋高产
的写作、摇曳多姿的文笔，为喜欢书话的读者贡献了一份难得的盛宴，至今仍然让诸多读书人感觉齿
颊留香、津津乐道。
    其实叶灵凤先生亦是作家、画家，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
其一生的文字功业，请读者诸君参见后面的“叶灵凤生平简介”。
这里要顺便补充的，是我们对其评价的改变。
    一九五七年《鲁迅全集·三闲集》中，《文坛的掌故》一文中注释道：“叶灵凤，当时虽投机加入
创造社，不久即转向国民党方向去，抗日时期成为汉奸文人。
”一九八一年新版《鲁迅全集》，已经改作：“叶灵凤，江苏南京人，作家、画家。
”    一切要从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文学说起。
在革命文学的时代潮流中，以创造社、太阳社为代表的年轻的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者们，在行动、理论
上以“左”姿态对鲁迅形成围攻之势。
一九二八年五月，叶灵凤先生在自己主编的《戈壁》杂志第二期上，发表了一幅讽刺漫画《鲁迅先生
》，附有说明：“鲁迅先生，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已往的战绩，躲在酒缸的后面，挥着他‘艺术的
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
”次年，又在自己主编的《现代小说》第三卷第二期上，发表小说《穷愁的自传》，其中的人物魏日
青说：“照着老例，起身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元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下三面到露台上去大
便。
”深受刺激的鲁迅先生，先是在《语丝》杂志发表的《革命咖啡店》一文中，说自己没有去过咖啡店
这样的“理想的乐园”，“这样的乐园，我是不敢上去的，革命文学家，要年青貌美，齿红唇白，如
潘汉年叶灵凤辈的，这才是天生的文豪。
如我者，在《战线》上就宣布过一条‘满嘴黄牙’的罪状，到那里去高谈，岂不亵渎了‘无产阶级文
学’么？
”——“唇红齿白”四个字，于是乎变成了叶灵凤辈最出名的代名词；后来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
，鲁迅先生干脆将叶灵凤封为“新的流氓画家“。
一九三四年四月，在致朋友魏猛克的私信中，鲁迅还说，叶灵凤自以为自己是中国的比亚兹莱，但因
为“在上海混”，所以“染了流氓气”。
虽然叶灵凤本人确乎在自己办的《幻洲》半月刊上宣扬过“新流氓主义”，但明显，鲁迅先生这里更
多指叶灵凤的封面、插图等画作多模仿比亚兹莱等人的作品。
至此，叶灵凤想高挂免战牌亦不可得矣。
此后，当鲁迅先生被日益神圣化时，“齿红唇白”叶灵凤和“乏走狗”梁实秋等符码一样，成了被鲁
迅骂过的人，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直至被无辜地冠以“汉奸文人”的帽子。
    其实，叶灵凤先生不仅不是汉奸，他在抗日战争中做了不少有益工作。
宗兰《叶灵凤的后半生》一文(见《读书随笔》第一册)，对此有详述。
至于他带头和文化界朋友一起，将安葬在香港浅水湾的萧红骨灰迁回广州，更是广为人知的义举一桩
。
    除了早年的小说、随笔与画作，一九三八年起客居香港直至终老的叶灵凤先生，还是“香港学”的
开拓者。
有《香港方物志》、《张保仔的传说与真相》、《香港的失落》、《香海浮沉录》、《香岛沧桑录》
等传世。
二○一一年，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将其汇集，以“叶灵凤香港史系列”为名出版繁体字本。
在香港早已回归祖国并得到快速发展的今天，读到“香港研究第一人”叶灵凤先生学术研究文化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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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爱国恋土情怀、知识性与可读性双美兼具的文字，尤其有一种历史与现代交融的感受。
    江西教育出版社此次推出的“叶灵凤香港史系列”，即以二○一一年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繁体
字版为底本编辑而成。
除了个别明显的文字讹误，文字与图片一仍其旧，未作改动。
谨作此说明，以为出版牟言。
    江西教育出版社    二○一二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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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香岛沧桑录》所收录叶灵凤研究香港史的文章，题材主要分两类，一是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后早
期的社会现象(如《大笪地的痛心史》)，二是考证英占以前香港的山海史实(如宋末二帝在香港留下的
种种史迹)。
文章虽然写于五六十年前，但涉及不少近年香港社会关注的课题，例如填海带来的纷争、政府山的保
育，以及因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的保育而为公众所注意的城隍庙等。

    书名《香岛沧桑录》表达了叶灵凤对香港百年历史的一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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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灵凤（1905～1975），原名叶蕴璞，笔名叶林丰、L·F、临风、亚灵、霜崖等。
江苏南京人。
毕业于上海美专。
1925年加入创造社，主编过《洪水》半月刊。
1926年与潘汉年合办过《幻洲》。
1928年《幻洲》被禁后改出《戈壁》，年底又被禁又改出《现代小说》，1929年创造社被封，一度被
捕。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参加《救亡日报》工作，后随《救亡日报》到广州。
1938年广州失守后到香港。
从此在香港定居，直到1975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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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叶灵凤香港史系列”出版说明叶灵凤生平简介刘智鹏导读丝韦序《新安县志》中的香港香港村和香
港的由来香港的地名和早年香港史的关系港九街名小考证裙带路和阿群带路的传说海旁的变化新旧码
头和填海的纷争维多利亚城香港填海史话大会堂怀旧大会堂的喷水池闹市中的古老兵营玛利操场小考
证汇丰银行和瓦特莱街雪厂街的雪厂政府山和督辕闲话角的闲话孖旗杆十皇殿的沧桑西营盘的由来香
港的城隍庙斌庙与斩鸡头大笪地的痛心史春园街的春园香港造币厂的始末香港的避风塘摩利臣山的沧
桑摩利臣山与老马礼逊黄泥涌与快活谷石排湾的今昔百年前的赤柱香港十景和香港八景新安八景的今
昔香港的山官富场与官富山关于尖沙咀的史料宋王台巨石的沧桑屯门和杯渡禅师青山的韩愈题字媚川
都采珠兴废大埔墟的今昔锦田的由来大屿山的金与银大屿山的史迹宋史上大屿山的水军与盐枭港九的
南宋史迹南宋二帝陵之谜零丁与香港南佛堂的意外收获龙户、卢亭与南佛堂的画龙大庙和已毁的赤湾
天后庙洪圣爷和大王宫南丫岛的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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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英国是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从中国取得香港岛的，因此香港最主要的一条街道乃是皇后道，这就是纪
念维多利亚女王的。
还有一个非正式的纪念女王的地名，那便是“皇后像”，这地名是指汇丰银行前面的那一块空地，本
来有一座维多利亚女王铜像在那里的，香港沦陷时给日本人将铜像运走了，战后虽然从日本寻回来，
可是已经残缺不全，始终不曾再装上去。
去年，为了拓展路面，连那一座空洞的铜像亭也拆除了，因此“皇后像”这地名就成了一个历史上的
名称。
    为英国取得香港的第一名“功臣”是查尔士·义律。
他是当时负责与中国方面交涉的“大英国驻华全权钦使兼商务总监”。
在香港割让初期，《南京条约》还未正式签字换文以前，从一八四一年一月至同年八月，他是英国驻
香港的首任行政长官，是比香港第一任总督碎甸乍更早的香港最高统治者，可是香港的地名，没有一
个是纪念他的。
这冷淡是不难解释的。
香港的割让是根据义律与琦善二人所私下订立的《穿鼻条约》，这条约虽使义律为英国取得了香港，
可是订立条约经过和条约内容，双方事前皆未呈报本国政府，结果两人都受到本国政府的严重谴责。
因此义律对于攫取香港虽是第一名“功臣”，却因了政治上的微妙关系，香港的地名便没有一个是纪
念他的了。
    香港的正式首任总督是碎甸乍，第二任是戴卫斯。
这两位总督在当时香港的治绩虽然不大好，可是两人都在香港的地名上留下了他们的纪念。
今日中环的碎甸乍街，便是纪念这位第一任总督碎甸乍的。
西环的摩星岭，英文名是戴卫斯峰，便是纪念戴卫斯的。
    今日香港的街道，为了纪念历任总督而命名的，还有般含道、罗便臣道、孖沙街、麦当奴道、坚尼
地道、轩尼诗道、宝云道、德辅道、弥敦道、卢押道、梅道等等。
    乔治·般含是香港的第三任总督，任期是一八四八年三月至一八五四年四月。
这位总督较之他的前任碎甸乍和戴卫斯，略得香港中外人士的拥护。
他对于殖民地统治政策颇具一点经验，东印度公司出身，曾任过新加坡与马六甲总督，因此到任后不
久就为英国恢复了戴卫斯与碎甸乍二人在香港所失去的民心。
当时又值美国加州发现金矿，香港与外地的海运大增，中国内地则因太平天国起义，来港避难者日众
，这两点都促进了香港的繁荣。
但是般含爵士却有一点缺点，就是个性刚愎和成见甚深，他尤其反对英国人学习中文。
在他的治下，凡是过去深通中国人情风俗的外人皆摒除不用，甚至将当时伦敦派驻广州的领事，著名
的“中国通”巴夏礼(中国官书上作吧嗄礼)也加以排斥。
这举动不仅引起巴夏礼的强烈抗议，而且根本违反当时英国对华外交政策。
后来由于英国本国的直接干涉，般含爵士才放弃了反对外国人研究中国语文的成见。
    任过香港总督的罗便臣有两个，一个是赫科莱斯·罗便臣，他的任期是一八五九年九月至一八六五
年三月。
另一个是威廉·罗便臣，任期是一八九一年十二月至一八九八年二月。
赫科莱斯·罗便臣是计划建筑水塘的第一，他曾悬赏一千元征求水塘建筑图样，由驻港皇家工程部职
员卢令当选，遂筑成了我们今日所见到的薄扶林水塘。
他又是发动要求清朝割让九龙半岛尖端尖沙咀，拓展香港界址的主动者。
    这计划先由他命令巴夏礼与广东地方当局完成局部租借条约，后来再由额尔金在《北京条约》中正
式完成。
威廉·罗便臣爵士则在他的任期内完成了九龙租借条约的重大任务。
新界的接收程序，和当时所发生的一切纠纷，虽落在他的继任者卜力总督肩上，但最初的布置则是由
他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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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半山区的罗便臣道，究竟是纪念哪一位罗便臣总督的，则我一时还找不出可靠的证据可作决定
，但鉴于罗便臣道在香港街道历史中是一条比较年轻的街道，很有可能是纪念后一位罗便臣的。
    纪念麦当奴、宝云、卢吉、亨利·梅这几个总督的街道，都在半山区以上。
其中以卢吉道的风景最美。
它就是登山缆车的山顶车站后面，环绕扯旗山的那一条栈道。
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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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叶灵凤的文章有掌故的可读性，又有史学的可信性，二者兼得，是难得一见的佳作。
叶灵凤看过的资料今日仍然可以重检；但叶灵凤笔下的香港，不少景象早已消失于社会剧变的过程之
中：例如“垃圾码头”、“七先令六便士山”、“闲话角”、“金夫人墓”等。
不过，叶灵凤也有不少文章讨论到近年香港社会关注的课题，例如因为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的保育
而为公众所注意的城隍庙。
    本书的书名《香岛沧桑录》表达了叶灵凤对香港百年历史的一种感觉。
现在的香港人距离叶灵凤笔下的历史更远，细读本书之后，肯定另有一种沧桑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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