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二五年　七月號

吳維潮 《花兒》

今夕何年

—何佳霖—

總
二
十
七
期 

二○

二
五
年
七
月

（作者為香港詩人、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香港女作家協會會長。）

她撫摸過荒原的肋骨   

凹凸不平的是漂泊的痕跡 

你自由了 

像一場雨後 

一枝掉下的楓葉被我拾起 

 

因緣在暗處默默築巢   

熟悉又陌生的鄉音 

敘述重生 

當月色來臨 

一些情話 

正掠過肉身至遠的芳菲 

我說，我回來了 

 

峽谷裏一泓清泉在排演愛情 

河流爭先站起來   

成為告白的懸崖   

所有向下的水滴 

碎成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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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霞 
園 

地

圖 

林
青
霞
臨
常
玉

文 

李
志
清

誰
是
我

是
誰
帶
走
了
我
的
小
魚
？

現
在
拿
回
來
！

我
仍
會
原
諒
他
！

是
誰
？

使
得
我
毛
髮
直
豎
？

變
成
了
血
的
紅
色
！

叫
我
如
何
去
參
加
小
老
鼠
的
派
對
？

你
看
到
了
嗎
？

我
那
憤
怒
的
眼
睛
的
瞳
孔
，

已
收
縮
變
成
一
條
垂
直
線
，

扁
起
的
小
嘴
，

也
不
再
笑
咪
咪
的
向
上
翹
！

這
副
樣
子
定
要
把
人
們
嚇
怕
！

誰
人
還
會
來
疼
我
？

哎
呀
！

我
記
起
來
了
，

那
小
魚
啊
！

在
今
早
，
是
我
把
她
帶
到
池
塘
裏
玩
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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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張愛玲逝世三十周年。當全球華語讀者依然沉浸於她筆下蒼涼華麗的

世界時，我們更應回望她生命地圖上那個無法繞開的坐標—香港。這座城市，

不僅是她傳奇的起點，更是其文學精魂的熔爐與棲所。值此紀念時刻，我們不禁

叩問：香港，這座曾深刻塑造張愛玲的城市，是否已為她、也為另一位奠基者許

地山，點亮了應有的文化燈塔？

一九三九年，張愛玲踏入香港大學校園，戰雲密布的香港成為她感知亂世浮

生的第一課。《燼餘錄》中冷靜到近乎殘酷的筆觸，剖開了戰時香港「不相干的

事」背後驚心動魄的生存真相。港島的山海、街巷、男女，自此深深嵌入她的敘

事肌理。《第一爐香》、《傾城之戀》的華美與蒼涼，《茉莉香片》裏隱現的港

大教授身影，無不浸透香港賦予她的獨特視角與生命體驗。

一九五二年，當新中國的浪潮席捲上海，身心俱疲的張愛玲再次南渡香江，

香港確切地成為她沉重的喘息之地與關鍵的創作沃土。她的《秧歌》、《赤地之

戀》以冷峻筆鋒刺入時代的肌體，後來《怨女》在《星島日報》上的連載延續

世情小說的蒼涼血脈；她翻譯的海明威與愛默森，亦在此間完成。直至一九六一

年重返尋夢，九龍加多利山上宋淇家的短暫棲居，成為她與這座城市最後的溫情

紐帶。她的衣物、手稿、書信—那些帶生命餘溫的遺物，至今仍由宋氏家族精心守護，

七百多封通信匯成六十多萬字的《張愛玲往來書信集》，成為解讀其精神世界的珍貴密碼。

如此深厚的生命痕跡，難道不值得一座永久性的殿堂來安放與訴說？

最近，香港都會大學與宋以朗先生達成捐贈張愛玲遺物、手跡協議，都大將成為昔日張

愛玲的落腳點。

當我們追溯張愛玲的香港根系，必然觸及另一個被低估的名字—許地山。這位「五四」

巨擘，於一九三五年受聘港大，成為中文學院首位華人教授。他大刀闊斧革新課程，分設文、

史、哲三組，將現代學術理念注入古老學府；他更將視野投向整個香港社會，銳意改革中小

學教育，力倡拼音文字，為戰後香港文化播下啟蒙火種。他活躍於中英文化協會、文協香港

分會，以實幹精神推動抗日救亡，其學問貫通宗教、民俗、服飾，手稿至今珍藏於港大檔案庫。

尤為重要的是，許地山的人文光輝，悄然照亮了初入港大的張愛玲。黃心村教授深刻指

出：「世界主義的人文觀是她從許地山那裏承繼的最重要的文化遺產。」研究者早已洞悉，《茉

莉香片》中學富五車、身著長衫的言子夜教授，正是許地山的文學化身。他的思想潛移默化

地滋養了張愛玲觀察世界的眼光與筆觸。然而，這位為香港文教鞠躬盡瘁、最終病逝任上的

先驅（一九四一年，年僅四十七歲），身後竟連一座紀念其功績的場館都付之闕如！陳寅恪

先生當年痛挽「心力暗殫渾未覺」，今日思之，香港豈能無愧？！

張愛玲與許地山，一位以筆刻寫香港的華美與創傷，一位以血汗澆灌其教育根基。他們

對香港的意義，早已超越個體成就，成為城市文化基因的雙螺旋。設立「張愛玲紀念館」與

「許地山紀念館」，絕非僅為懷舊。這是對城市記憶的莊重存檔：張愛玲的遺物、手稿、書信；

許地山的學術手澤、教育文獻，需從私人書齋走向公共空間，讓市民觸摸真實的歷史紋理。

這是對精神遺產的主動傳承：紀念館應成為學術研究的高地、文學教育的課堂、公共美

育的殿堂，讓「張派」的蒼涼美學與許氏的世界主義人文精神，持續激活當代創作。

這是對文化身份的深刻錨定：在「後浪潮」奔湧的今天，紀念館將昭示香港作為華語文

學重鎮的歷史縱深與世界視野，增強其文化向心力與國際辨識度。

張愛玲在港大求學時，許地山的課堂或許曾為她打開一扇窗；三十年後，當張愛玲的讀

者徘徊於港島，我們期待這兩座紀念館能成為新的文化地標，讓香江之水映照的不只是摩天

樓宇的流光，更有那穿透時光的文學星芒。這是對逝者的告慰，更是對一座偉大城市文化靈

魂的鄭重加冕。

香江文魂：在張愛玲的香港褶皺裏尋找文化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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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明月灣區•2025 年 7 月

萬
花
筒

會議雲集十七位
來自香港及全球各地
的前沿學者。與會學
者 圍 繞 古 代 中 國 意
象、譬喻及修辭的理
論與實踐提出了勝義
紛呈的見解。

二○

二
五
年
五
月
二
十
四
至
二
十
五
日
，
香
港
嶺
南

大
學
於
劉
李
婉
嫻
康
樂
樓
三
樓
舉
辦
以
「
觀
念
之
形
：
古

代
中
國
的
象
喻
與
修
辭
」
（"Contemplating 

the 
Figures 

o
f
 
I
d
e
a
s
:
 
I
m
a
g
e
r
i
e
s
,
 
M
e
t
a
p
h
o
r
s
,
 
a
n
d
 
R
h
e
t
o
r
i
c
 
i
n 

Premodern 
China"

）
為
主
題
的
國
際
學
術
會
議
。
會
議
由

嶺
南
大
學
中
文
系
與
環
球
中
國
文
化
高
等
研
究
院
（AIGCS

）

聯
合
主
辦
，
雲
集
十
七
位
來
自
香
港
及
全
球
各
地
的
前
沿
學

者
。
與
會
學
者
圍
繞
古
代
中
國
意
象
、
譬
喻
及
修
辭
的
理
論

與
實
踐
提
出
了
勝
義
紛
呈
的
見
解
，
分
享
並
交
流
了
古
典
文

學
、
哲
學
、
宗
教
、
修
辭
學
、
思
想
史
、
物
質
史
等
諸
學
科

領
域
的
舊
學
新
知
。

五
月
二
十
四
日
上
午
，
會
議
正
式
開
幕
。
嶺
南
大
學

中
文
系
講
座
教
授
兼
環
球
中
國
文
化
高
等
研
究
院
院
長
蔡

宗
齊
致
開
幕
辭
。
他
代
表
主
辦
方
歡
迎
與
會
學
者
，
闡
釋

嶺南大學「觀念之形：
古代中國的象喻與修
辭」國際學術會議紀要
� 顧一心

了

會

議

主

題

的

學

術

意

義
，
並
強
調
「
天
下
學
問

一
家
」
的
學
術
理
念
。
會

議
召
集
人
、
中
文
系
顧
一

心
教
授
進
一
步
說
明
會
議

的

理

論

路

徑

與

方

法

立

場
。
為
期
兩
天
的
會
議
共

分
為
六
個
相
對
獨
立
而
又

彼
此
關
涉
的
議
題
，
分
別

為
「
天
文
，
人
文
與
關
聯

性
」
（"Cosmos, 

Culture, 

Correlativity"

）
、
「

近

取

諸

身

」
（"Taken 

from 

B
o
d
i
e
s
 
H
e
r
e
i
n
"

）

、

「

闡

釋

與

再

闡

釋

」

（"
I
n
t
e
r
p
r
e
t
a
t
i
o
n
 
a
n
d
 
R
e
-
i
n
t
e
r
p
r
e
t
a
t
i
o
n
"

）
、

「

技

藝
、

美

學

與

人

為

性

」
（"Arts, 

Aesthetics, 

Artificiality"

）
、
「
遠
取
諸
物
」
（"Taken from Things 

Thereof"

）
以
及
「
文
本
性
與
元
文
本
性
」
（"Textuality 

and Meta-textuality"

）
。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下
午
，
會
議
圓
滿
閉
幕
。
嶺
南
大
學

中
文
系
與
環
球
中
國
文
化
高
等
研
究
院
將
竭
誠
推
進
後
續
的

知
識
交
流
與
合
作
，
與
學
界
同
仁
一
道
，
協
力
探
究
古
典
思

維
、
語
言
與
文
化
的
形
象
世
界
與
多
維
景
觀
。

（
作
者
為
嶺
南
大
學
中
文
系
助
理
教
授
。
）�

嶺南大學「觀念之形：古代中國的象喻與修辭」國際學
術會議與會者大合照。� （嶺南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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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發表媒體計劃」《明月灣區》

主辦機構： 

承辦機構：

合辦機構：( 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

香港都會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

澳門基金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廣州市作家協會

珠海市作家協會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

澳門筆會

《明報月刊》

《明月灣區》顧問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明月灣區》特約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英偉、李大宏、宋永華、吳志良、貝鈞奇、

林群聲、陸  波、陳  致、蔣述卓、蘇樹輝

白　楊、朱壽桐、許子東、張　欣、陳橋生、

梁慕靈、湯梅笑、游 江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資助。

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

不反映本局意見。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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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家手跡

寓文於趣  動情以真 

李天命
著名哲學家、作家、詩人

（明報月刊資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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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五年　七月號

吳維潮 《花兒》

今夕何年

—何佳霖—

總
二
十
七
期 

二○

二
五
年
七
月

（作者為香港詩人、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香港女作家協會會長。）

她撫摸過荒原的肋骨   

凹凸不平的是漂泊的痕跡 

你自由了 

像一場雨後 

一枝掉下的楓葉被我拾起 

 

因緣在暗處默默築巢   

熟悉又陌生的鄉音 

敘述重生 

當月色來臨 

一些情話 

正掠過肉身至遠的芳菲 

我說，我回來了 

 

峽谷裏一泓清泉在排演愛情 

河流爭先站起來   

成為告白的懸崖   

所有向下的水滴 

碎成銀光 

四目相對 今夕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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