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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值曾敏之先生逝世十載，華文文壇代表相聚羊城，以文祭魂，以思承志。

這位以筆為舟、以心為炬的文學先驅，其精神風骨早已鐫刻於時代的豐碑之上。

今期特稿，既為追懷一位拓荒者的崢嶸歲月，亦為重溯華文文學的根脈與遠景。

曾公敏之，一生輾轉於戰火、筆墨與家國之間。少年執筆戰地，壯歲深耕

報業，晚年傾力於華文文學的全球播衍。他如青松扎根巖隙，任風霜淬鍊，終

以蒼翠之姿蔭庇後學。（中國）香港作家聯會、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世界

華文文學聯會—三座由他親手奠基的橋樑，聯結海峽兩岸，貫通四海文心。

其視野之宏闊，襟懷之坦蕩，非止於一地一時，更在於將華文文學納入民族復

興的宏大敘事之中。

十年光陰，未掩其志。今春，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香港作家聯會代表

近廿人聯袂赴廣州中華永久墓園祭奠文化先驅，松柏環繞間，素菊與清酒並陳，

追思與承諾同駐。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名譽會長王列耀教授在憶述曾敏之當

年創建學會之艱辛和勇於承擔，情難自已；白楊會長緬懷與曾老同時代的文人以他們最

寶貴的年華共同陪伴和見證了香港文學和世界華文文學的發展，將鼓勵後來者努力前行。

我在簡約祭詞略謂：「曾老指引文學之路，我們後來者當不負他的熱望並勉力承傳之。」

從暨南大學的曾老思想之學術研討會，至《香港作家》、《文綜》雜誌的薪火延傳；從

跨域文學會議的籌辦，至後輩學人的傾力傳承，俱見曾公精神之延續。黃維樑教授攜舊

刊《香江文壇》追憶其「海量」胸襟，恰是文脈相連的明證。

曾敏之的貢獻，在於其「不為師」而「開風氣」的哲人境界。他首倡香港文學研究，

推動學科建制，卻甘居幕後，以「橋樑之姿」默默耕耘。陸士清教授稱其「新聞與文學

的兩棲者」，袁勇麟教授譽其「鼓與呼的先行者」，皆道出他兼容敏銳與深邃的獨特氣質。

更難得者，是其以「赤子之心」踐行文人使命：從抗戰烽火中的民生記錄，至香港回歸

的歷史見證，筆鋒始終與民族命運共鳴。

當下，商業浪潮與價值多元並存，曾公之志愈顯珍貴。劉俊教授所言「儒生本色，

壯士情懷」，正是知識分子於浮世中應持的姿態—既需「自強不息」的執，亦需「寧

折不彎」的擔當。而白舒榮女士以「筆墨為舟楫，擺渡精神火種」喻之，更道出文學超

越時空的永恆價值。

十年一瞬，文光不滅。曾敏之先生以畢生心血澆鑄的華文文學版圖，正由新一代學

人接續拓展。從馬來亞大學的跨域研討，至《曾敏之評傳》的學術深耕；從青年作家的

提攜鼓勵，至全球華文網絡的緊密聯結，皆印證「文化不朽，風骨永存」的真理。

我們相信曾先生對華文學創建之努力，隨時間長河洗刷而越益光亮。願我們以筆為

旗，承其志業，令這道「不滅的閃光」，永耀於華文文壇的蒼穹之上。

薪火相傳  文光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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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明月灣區•2025 年 5 月

新
書
訊

「詩言志、歌永言」，中國詩歌如何塑造

民族心靈？中國為何被稱為「詩的國度」？本書

從外交禮制到科舉制度、從隱逸精神到女性書

寫，以歷史、政治、宗教、性別等多個維度，追

蹤先秦至清末三千年詩歌與社會的雙向塑形—

詩既映照時局，也重塑生活。二十七位海內外學

者合力勾勒詩史長卷，揭示「詩言志」背後的文

化想像與人文理想。配套《作品導讀》對照閱讀，

更能體悟文本美學與文化氣象的交織。

� �詩歌背後的故事 香港  蕭文禧

中
港

中

� 文人與詩歌的構成 香港  蕭文禧

港

《如何閱讀中國詩歌：詩歌文化》

蔡宗齊 主編

張楣楣、李皖蒙 譯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3 年 7 月

《如何閱讀中國詩歌：作品導讀》

蔡宗齊 主編 

魯竹 譯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3 年 7 月

本書以文體為綱，涵蓋四言、騷體、漢樂

府至宋詞、元曲等近二百首經典，結合當代文本

分析方法，剖析意象、聲律與情境的生成機制，

亦突出民間口頭傳統與文人書寫傳統如何此消彼

長、相激相續，牽引詩體在歷史長河中的不斷革

新。十七位中外學者分章主筆，細讀歷代文人如

何藉詩詞觀照家國興衰、山川性靈與個體情思的

多重面向，映照詩與人、歷史與自我的交互映

射。與《詩歌文化》互為表裏，引領讀者步入中

國詩歌的遼遠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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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家手跡

〈八三自況〉

舉步維艱一衰翁，氣若游絲周身痛；

柱杖手震傍牆立，眊眊四顧皆朦朧。

倪  匡

著名作家、科幻小說大師

（潘耀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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