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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香港專欄散文的概念及所引起的_注

香港報紙文藝版的版面很獨特。整版有相對固定的版面設計，但同時又 

分割出許多邊界時有時無、規則或不規則的專欄區，讓指定的作家每天或 

隔一定的時日在這些固定的空間裏發表從幾百字到一千多字的文章。從整 

體 上 看 ，很多作家就像是群雄割據一樣佔據了一定的空間來定期發表各自 

的文章。這就是所謂的專欄文學。

專欄文學從一九三〇 、四〇年代年代開始出現，一直發展到七、八〇 

年代年代，甚至影響到了報紙的銷售量和廣吿登載量。從體裁上來看，專 

欄文學包括詩、小 説 、散文等多種類型。早期大多是連載小説，1不僅有武 

俠小説、愛情小説等所謂的通俗文學，還有像劉以鬯的《酒徒》 、《寺內》 、 

西 西 的 《我城》和 《候鳥》等等所謂嚴肅文學作品也有登載。後來散文類 

作 品 ，例如雜文、雜 感 、雜 讀 、雜 論 、短 評 、札 記 、隨 筆 、小 品 、美文等 

逐漸處於主導的地位，特別是其中雜文佔據著領先的位置。2專欄文學包括 

著如此多樣的文類，又以難於明確定義的雜文為主導，所以指稱它的用語 

也相當多。從單純地稱為專櫊、方 塊 、框 框 、報 紙 專 欄 、報章專欄、副刊 

專攔等，到專稱為專欄文章、專欄文字、框框文學、塊塊框框文學、方塊文 

章 、專欄小説、散文專欄、專欄雜文、框框雜文等，甚至被俗稱為報屁股、 

豆腐乾等。3

專欄文學，特別是其中的專欄散文受到評論家乃至研究者矚目的原因 

有 許 多 。從香港自身來看，那是因為進入一九七〇年代以後比起在文學期

1 唐人 19 5 2年冬到香港定居，據 他 所 説 ，當時報紙無論其立場和風格如何’無論是早報還是晚 

報 ，都無一例外地重視小説的連載，每日同時連載少則三四篇’多則一二十篇。參 考 秦 瘦 鷗 ’ 

〈記唐人〉 ，《中 國 現 代 、當代文學研究》 （北 京 ：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 1 9 8 1年 ） ’ 

頁9 6 。

2 根據岑逸飛的調查，1970年4 月3 0 日 《華僑日報》的 「華僑村」版刊登了四篇文藝小説、五篇 

通 俗小説、五篇散文和一幅漫畫。不過根據黃維樑198 2年 的 調 查 ，十三個報紙副刊的固定欏中 

約有四分一是連載小説，其餘有四分三都是各種各樣的專攔散文。與此相閼的詳細事項後文中 

還有討論•參考岑逸飛：〈五十年來香港報紙副刊的專瀾〉 ’市政局公共圖書館編’《第一屆 

香港文學節研討會講稿滙編》 （香 港 ：市政局公共圖書館，1997年 ） ，頁96-110 ;黃 維 樑 ：〈香 

港文學研究〉 ，《香港文學初探》 （香 港 ：華漢文化出版社，1985年 ）’頁2_3 4 。

3 本文中專欄文學從大的範疇上包括專攔小説、專 欄 散 文 、專攔詩等 * 如果再對專擱散文一定要 

區 分 的 話 ，又可分為幾個細小範疇•不過不同的觀點有不同的範疇定義’各範禱的界限又不無 

模糊之處，大多數專欄散文是介乎時事性、政論性的短評和文學性的小品之間的文類’因此本文 

不再進行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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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和文學書籍上登載和出版的文學作品，專欄散文更加盛行、得到呼應並 

開始在香港文學中佔鐵了突出的位置。最初對專欄散文的關注表現為關於它 

到底是不是文學的爭論•4專欄散文一般來説文體較短、文句整潔流暢，所 

言及的問題廣泛地涉及到各類社會狀況。也正因為如此，另一方面又被評 

價 為 「即讀即忘」 、「即用即棄」 ，被看作是一次性文字消費，即 「快餐文 

學 」、「即棄文學」。5甚至有些觀點更把專欄散文眨低為「牙痛文學」、「肚 

臍眼文學」 ，認為它根本算不上是文學作品。6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專欄 

散文不僅被認為是文學之一種，而且其中有不少優秀的作品，近而又開始 

討論它的藝術水準在怎樣的程度上被認同，例如出現了專欄散文是否「好文 

學 J 的探討並提出了如何提高專欄散文的文學水準的各種建議。7

就這樣香港文壇對專欄散文的關注程度有所提高，主要關注點也有所 

變 化 。當然這也不只是香港自身的內部原因，也和香港1997年回歸問題從一 

九八〇年代初就開始浮出水面並日益引人注目這一點有關。中國大陸意識 

到有必要強化對香港的認識，因此對香港文學的介紹和研究也逐漸開始增 

多 。香港自身也特意開始關注香港文學，展開了探求香港文學的意義，討 

論香港文學作品的價值等多種實踐活動。這一過程中，專欄散文這一有別 

於中國大陸或台灣的、香港所獨有的文學現象更是受到關注和重視。比 如 ， 

具有代表性的是八〇年代前半期黃維樑在強調香港文學的獨特性時圍繞著 

香港專欄散文發表過一系列文章。

考慮到以上幾點，在本文中要探討主導香港專欄文學的專欄散文之特 

徵 與 現 狀 ，並展望其未來。當然這中間也會根據需要涉及到香港專欄文學 

的變遷狀況的一部分內容。不過筆者要在此説明一點。筆者雖然對香港文 

學多年關注，有客居香港的經歷，也經常訪問香港，但是在長期接觸專欄

4 1 9 8 8年5月有一次爭論。批判專攔散文的一方認為專攔散文根本就算不上是文學，對此黃維棵 

予 以 反 駁 ，他認為專欄散文雖然有很多不足之處，但也是香港文學的重要體裁之一。參考黃維 

樑 ：〈香港專欄通論〉 ，盧 瑋 鋈 编 ：《不 老 的 繆 思 ：中國現當代散文理論》 （香 港 ：天地圖 

書 ，1993年 ） ，頁174-179 •

5 比 如 ，施 建 偉 、應宇力 '汪 義 生 ：《香港文學簡史》 （上 海 ：同濟大學出版社，1999年 ） ’頁 

14 6 有 「這是典型的港式『快餐文化 j 」一 句 。

6 參 考 阿 濃 ：〈香港散文的香港特色〉 ，盧 瑋 鑾 編 ：《不 老的缪思：中國現當代散文理論》 （香 

港 ：天地圖書，1993年 ） ，頁183-191 *

7 例 如 ，198 8年9月黃維樑反駁了專欄散文否定論者，重申專禰散文也是文學。朗天則認為專摘 

散 文 「是否文學」並 不 重 要 ，重 要 的 是 它 r 是否好文學」 ，認為還需要通過更多的討論來改善 

和提高專橢散文的水平。參考朗天：〈面 對 現 實 具 體 批 判 ：回應黃維樑《香港專欄通論》 > ’ 

盧瑋鑾編：《不老的繆思：中國現當代散文理論》 （香 港 ：天地圖書’ 1993年 ） ，頁180-1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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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這樣的文學現象而獲得的實際體驗上還是非常不足的，因此筆者在實 

感方面就不得不利用香港作家或研究者的經驗和成果。

二'香港専檷散文的特徵和文學性

香港報紙文藝版的由來’可以追溯到王韜創立《循環日報》的1874 

年 。當時王韜創刊《循環日報》 ，增 幅 為 莊 、諧 兩 部 ，所 謂 r 莊 部 」即新 

聞 、經濟行情’「諧部」即今日之副刊，並規定文章字數。8此為出發點的 

香港報紙文藝版上專欄文學一九三〇 、四〇年代開始登場，但還沒有引起 

太多人的關注。不過一九四〇年代作為《華僑日報》副 刊 的 「學生園 地 」 、 

「今樂府」 、「讀者版」等在內容和形式上與現今的專欄文學固定欄沒有大 

的差別。9 10之後經過一九五〇 、六〇年 代 ，以武俠小説和愛情小説為主的連 

載小説受到歡迎，專欄文學也開始得到讀者的呼應。到了一九七〇年 代 ， 

專欄文學隨著香港的報紙嘗試以專欄散文為主的革新而急速成長。專欄文 

學 ’特別是專欄散文能這樣的盛行，筆者認為是有很多方面的因素，如香 

港比較自由的輿論環境和發達的報業媒體，融合了古今中外的多元化的文 

化 氛 圍 ，以追求利潤為目的的出版環境造成發表版面上的不足，隨著緊張 

的都市生活節奏養成以短篇為主的閲讀習慣等等。

專欄散文的篇幅字數整體來説比較短，具體地説每個時期都多少有所 

不 同 。早期大概是一千字多一點兒，有時也可以有變通。 不過變得愈來愈 

短 ，到一九八〇年代以後一般是五百字到八百字之間，更短的甚至只有二 

百字。11這種情況也一直持續到現在。2007年5月11日的《星島日報》和 《蘋果 

日報》的三十篇專欄散文，其中也有兩篇一千多字的，但大多都是六百到七 

百 字 ，短的還不到三百字。像這樣文章篇幅字數減少的情況，是隨著香港人生 

活節奏愈來愈快而發展，為了讓讀者在一定的時間內完成閲讀，並能了解 

把握事情和信息。與 此 同 時 ，在有限的版面內登載更多篇的文章，從內容

8 參考劉以鬯：〈香港文學的起點〉 ，《暢談香港文學》 （香 港 ：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2 

年 ） ，頁19-22 ■

9 參考岑逸飛：〈五十年來香港報紙副刊的專攔> 。

10 也 斯 （梁 秉 鈞 ）從 19 6 8年夏開始專攔散文的寫作，他 以 「文藝斷想」為 題 ，每周寄去三篇文 

稿 ，當 時 《香港時報》副刊每日排版，對篇幅字數並沒有那麽嚴格的限制。參 考 也 斯 ： 〈公眾 

空間中的個人論説：談香港專攔的局限與可能〉 ，盧 璋 鑾 緬 ：《不老的繆思：中國現當代散文 

理論》 （香 港 ：天 地圖書，1993年 ） ’頁192 - 2 1 2。

11 是根據1982年黃維樑調查的數據•根據1990年阿濃的調査是長篇的有七八百字，短的是三四百 

字 。參考黃維樑：〈香港文學研究〉和 阿 濃 ：〈香港散文的香港特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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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形式上應付讀者更多樣的要求。這樣的方式使報刊供稿群體相對固定的 

情 況 下 ，報社和編輯人員在各個層面上更有效率。也就 是 説 ’編輯人員審 

查稿件或是排版時都會少一些辛苦’節省一些時間’結果報社在人力資源方 

面的投入也可以更節省一些。12從專欄散文的這一特徵上也可以看出香港作 

為重視經濟與效率的商業大都市的一面。

早期香港報紙文藝版登載的專欄文章的內容，文學性相對比較低，比 

如與體育運動相關的內容。到後來是愈來愈廣泛，幾乎到無所不及的程度’ 

根據不同分類而相當的多樣。比如王劍叢論述專欄散文是內容涉及宇宙洪 

荒 、國 際 風 雲 、經 濟 文 化 、科 技 教 育 、論 文 學 藝 、奇 談 怪 論 、草 木 蟲 魚 、 

飲食男女等等無所不有，分別具有政論性、抒 情 性 、知 識 性 、趣 味 性 、信 

息 性 、服務性等》13阿濃又從寫作方式和風格上，把專欄散文分為傳統派、 

學 院 派 、載 道 派 、議 政 派 、綠 色 派 、社 會 派 、溫 情 派 、活潑風趣派、清新 

派 、紳 士 派 、新 潮 派 、讀 書 派 、旅遊派等。14《博益月刊》還分出華麗派、 

懷 舊 派 、主 婦 派 、書 生 派 、愛 國 派 、嬉 戲 派 、文 靜 派 、風 騷 派 、洋 化 派 、 

夢囈派等。15這樣説也不算過分，專欄散文不管是內容素材上還是寫作風格上 

都是無所不囊括的。當然從歷史的軌跡來看，專欄散文並不總是一個形態。 

如果説一九八 ◦ 年代以前相對來説還保持較強的或一定的文學性的話，那 

麼一九八〇年代以後與時事、經濟相關的文章開始佔大多數，其中各個領 

域專家們的所謂具有知識性、信息性的文章急劇增加。這 樣 ，上天下地無 

所不談的專欄散文仍然存在，但同時出現了不少專門談經濟、政 治 、藝 術 、 

醫 藥 、教 育 、投 資 、移 民 ，甚至優皮、音 響 、錄 影 、養 花 、養狗等問題的 

專 欄 。16造成這種變化當然有各種要因。過去長期以來專欄散文主要反映對 

各種社會事情或個人生活的評價與反應，甚至還產出應急之作和濫作，因

12 參 考 黃 維 樑 ： 〈香港文學的發展〉 ， 《香港文學再探》 （香 港 ：香 江 出 版 社 ，19 9 6年 ） ，頁 

3 - 3 0。

13 王 劍 叢 ：《香港文學史》 （南 昌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年 ） ，頁4 0 1 。

14 阿 濃 ：〈香港散文的香港特色〉 ，頁187 - 1 8 8。

15 《博益月刊》第9期 （1988年5月 ） •再引用自劉登翰主編：《香港文學史》 （北 京 ：人民文學出 

版 社 • 1999年 ） ，頁6 5 3 。

16 也 斯 ：〈公眾空間中的個人論説：談香港專欄的局限與可能〉 ，頁2 0 9 。一九八〇年代以來一直 

到一九九〇年 代 中 期 ，很流行把刊登於報紙上的專欄散文集結出版。當時這方面有代表性的是 

博益出版社，其出版的專攔散文集大部分都屬於這樣的知識性、信息性的文集。這一點只要看一 

看博益出版社所出版的專欄散文集的書名就可以知道了。參考黃子程： 〈百 花 齊 放 ：八九十年 

代香港雜文面貌〉 ，黃維樑主編：《活潑紛繁的香港文學：1997年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 上 ） （香 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Q年 ） ，頁281-3 0 0 。

301



而讀者們逐漸腻煩這類專欄散文而開始追求相對新鮮一點的。由於香港重 

視 培 養各領域的實用人才的教育體系，而隨著人口密度過高的大都市所特 

有的競爭白熱化，香港人是更加重視實際利益和經濟利益。那麼上述專欄 

散文變化的特徵，正好與香港人的這種思維方式完全吻合。

從語言特徵上來看，專攔散文大體都使用的白話文。但是與文學期刊 

登載的文學作品相比，又有更多混用粤語的情況，甚至還有使用連文言也 

加在一起而成的所謂「三及第」的 情 況 ，另外也有夾雜英語詞彙。其 實 ’ 

對於語言的使用方式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混用粤語或使用「三及第」 ， 

有的觀點比較寬容，有的則不然。對此筆者的觀點是這樣。首先在充分闡 

述所要表達的意思的前提下，用甚麼樣的語言形式都不成問題，只要自然 

而準確就可以。但 是 ，如果不是這個層面的問題，而是找不到適當的表達方 

式 ，或者因為大部分讀者都使用粤語，為了一味迎合他們的喜好而使用粤 

語方言的話，就不是那麼明智的選擇。即使香港專欄散文的大部分讀者都 

使用粤語方言，也還是有其他讀者群。而且要考慮到眾多的專欄散文將來 

會結集成書出版，其所蘊含的香港文學、文化不僅只是在香港地區被鑒賞 

或被 消 費 ，可能不是滯留在本地，而走向更廣大的區域。如果過多過濫地 

使用粤語方言，那就等於説是自己斷送了這樣的機會和可能性。當 然 ，這 

樣也不是説一律使用白話文就是最好的表達方式。有時候用白話文不足以 

表達某種地方特色或是語感生硬時，混用粤語則是適當的，應該褒獎的。 

從這一點來講，大 概 「三及第」的情況也是一樣。筆者在語感上對「三及 

第 J 的感知不夠，很難具體評價它的優缺點，不過還是認為從基本原理上 

來 講 ，如果可以提升專欄散文的社會性和現實性的話，在不至於太偏頗的 

限 度 內 ，通過各種語言表達方式去把握文脈是充分可取的方法。17特別是 

作為文學作品的一個功能，就是要揭示對生活的嶄新的感覺和新鮮的意味， 

筆者認為從這方面來講，混用各種語言表達方式是有積極作用的。

如果綜合上述專欄散文的幾點和相應的表述方式，按照傳統的標準來 

看 ，它是一種兼具時事性、政論性的短評和具有文學性的小品。陳德錦對 

專欄散文的文體特徵有很好的解説，他所歸納的共同點有以下五個：18 ( 1 ) 

以自 然 、隨便的語調與讀者交流經驗；（2 ) 因多涉及專門學問，術 語 、專 

門詞語、新 詞彙、外語譯名的使用率較普通小品為多；（3 ) 題材多涉及港

17 關 於 「三 及 第 」 ，可參考黃仲鳴：《香港三及第文體流變史》 （香 港 ：香 港作家協會’ 2002 

年 ） 。

18 參 考 陳 德 錦 ： 〈文學的專檷和專檷的文學一 -從文體角度略窺香港專檷的藝術特色〉 ，臨時 

市政局公共圖書館編： 《第二屆香港文學節研討會講稿滙編》 （香 港 ：臨時市政局公共圖書 

館 ，1998年 ） ，頁108-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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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港 物 ，因 此 「港式」語言的使用率較多；（4 ) 因篇幅所限，難作全面的 

歸納或演繹式的推論，故全面運用邏輯語言的情況較少，形成少長句、多 

短 句 、語法省略的情況；（5 ) 邏輯性陳述句同邏輯性較低的句子並行混用 

的情況較普遍，尤其當作者同時作推論、表情和重現一些情境。

關於專欄散文有多高的文學性，抑或專欄散文是否應該具有文學性， 

這在香港研究者之間也存在不同見解。陳炳良就提出疑問，「雖然有人認 

為 專 襴 『散 文 』可以披沙揀金，但有多少篇能有相當的文學價值呢？即使 

只就文字看，大部分專欄都用通俗語言寫作，能否達到雅俗共賞就大成疑 

問 了 。」19 20有人這樣指出專欄散文的水準較低，文學性明顯不足等，還有不 

少人憂慮本來就不足的文學性還在逐漸減弱。相 反 ，以也斯為代表的另一些人 

則 認 為 ，從公共空間的視覺來看，專欄散文一般不是追求文字審美，雖然 

也可以追求更高的文學性，但通過容納許多非純粹性的因素而達成與世俗 

的 交 流 ，所以沒必要對專欄散文有過高的期望，這是主張採取比較寬容的 

態 度 。2£»雖然雙方觀點不同，但是都同樣對如何提高專欄散文的文學價值提 

出很多建議，並列舉出寫作專欄散文的名家及其優秀作品來肯定香港專欄 

散文的成就與影響。

即使 如 此 ，整體來講專欄散文的文學性並不是很強。如果説要用思想 

的 深 度 、題材的範圍、結構的嚴密、表述的精緻、風格的創造等文學評價 

的慣用標準去衡量的話，專欄散文確實説不上是文學價值很高的一類作 

品 。21近年來香港專欄散文作家們在這方面的關注和努力也愈來愈少。這首 

先和專欄散文作家群的特點有關。一九七〇年代的專欄散文作家群被評價 

是具備了較廣的學識、豐富的人生經驗、銳利的觀察力、較高的創作熱情 

以及優秀的語言駕馭能力等。不 過 ，一九八〇年代以來專欄散文出現了專 

門化的傾向，非文藝領域的作家和更多的年輕作家大舉參與專欄散文的寫 

作 ，與前一時代相比他們對待文學的態度相對不夠嚴謹，文學素養也不夠

19 陳 炳良編：《香港文學探賞》 （香 港 ：三 聯 書 店 ，1 9 9 1年 ） ，i i -i i i。

20 參 考也斯：〈公眾空間中的個人論説：談香港專檷的局限與可能> *

21 當然評價文學作品時，因觀點不同也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標準•比如 ， Antony E a s t h o p e批判只 

孤立地用文學本身的尺度來評價文學的態度。他把這種評價方式_ _ 把文學作品看作是自足的 

對 象 ，由此試圖把握主題，尋找所有可能的意義，關 注 能 指 （s i g n i f i a n t) 和 所 指 （s i g n i f y ) 

及包含着兩者間相關關係的諸多狀態，探討意義和狀態對統一性是否貢獻等的方式 - -用 Jane 

Tompkins的話來稱為 1■現代主義解讀』 ，而加以強烈的反對•參考Antony Easthope ’任尚勳 

譯 ：《從文學到文化研究 Literary into Cultural Studies》 （首 爾 ：現代美學社，1994年 ） ， 

頁11 3 -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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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22也就是説在思考的深度、感知事物的敏感性、表達能力的優秀性等層 

面上都不如前一時代，並且.在基本層面上也相當缺乏作為藝術類文學創作 

者的精神。

專欄散文的文學性有降低的趨勢，探究原因的話不能忽視整體社會環 

境的因素。一九七〇年代後半期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一九八〇年代初中 

英關於香港回歸的決定、1989年的六四民主化運動、1992年 英 國 （駐港總 

督 ）和中國之間的摩擦、1997年香港回歸和亞洲金融危機、2003年的非典 

等 等 ，與香港社會密切相關的大事接連地發生，香港人自然對這些時事不 

會不加關注。23這些和香港的現實緊密相關的、深具時宜性的事件，使得讀 

者更關注事件本身的進展而非對事件的思索和表達的筆力，也使得專欄作 

家沒有經過充分的思考和構思並多以直白式的表露進行寫作，結果就導致 

專欄散文的文學性的降低。

專欄散文的文學性較弱而且愈來愈弱的這種趨勢，根本上還和專欄散文 

自身與生俱來的局限，即其生產體系有關。相當嚴格的篇幅字數限制，報 

紙每日或相隔幾日登載所做成寫作時間的明顯不足，廉價的稿酬導致一個 

作家往往同時為幾個專欄寫文章，24適應讀者群的廣泛而迅速的反應和不是 

鑒賞而是即時消費性的閲讀習慣等等，這些都使得專欄作家沒有充分地思 

考和構思。再 説 ，這些局限的存在久而久之不但造成應急之作和濫作，而 

且間接影響大部分作家，甚至是連本來追求寫作的文學價值的一些作家也 

逐漸開始忽視作品的文學性，或者説難於再堅持他們原本的追求。

以上所述情況是直接關乎專欄散文的缺點。不 過 ，這只是專欄散文兩 

面性的一面而已，而另一面卻讓我們看到專欄散文正是嚴肅文學和通俗文 

學相互交流與融合的一個領域。

首先從外部來看，真摯而有水平的作家活躍在專欄寫作這一領域，保 

持著自身的創作特色並寫出了很多優秀作品，文學愛好者及一般讀者也欣 

賞乃至消費在他們的作品上。而另一方面，在對文學有真摯的追求為前提 

的情況下，停留在一般水準的專欄作家也通過不斷的多作而漸漸提高著其 

寫作水平。關於這一點，也斯以自身的經驗為例做了較實感的説明，「好 

處是寫作的訓練，每日給予你反省和表達的機會，…… 可以接觸較廣泛的

22 以璧華為首，有眾多類似這樣共同的評論。參 考 璧 華 ：〈香港報刊專禰文章的前途〉 ，《香港 

文學論稿》 （香 港 ：高意設計製作公司，20 0 1年 ） ，頁！22 - 1 2 4。

23 按黃维樑所説，關於香港回歸問題在一九八〇年代的各種體裁的文章中都有所表述，尤其是有 

數千上萬篇的專镧散文都承載着「1997情 緒 」 。參考黄維樑：〈香港文學的發展〉一 文 。

24 據説劉以鬯也曾同時為十三個報紙寫過連載文章。參 考 也 斯 ： 〈公眾空間中的個人論説：談香 

港專欄的局限與可能〉 ，頁1 9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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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 。25

從內部來看，由於有應急之作和濫作的情況，所有的專欄作品不能都 

算是優秀作品，但因為是和讀者有直接的交流，作者可以從讀者那裏感知 

到直接的反應。所 以 ，作者就不得不謀求使用讀者更易接近的表達方法， 

來揭示自己多層次和有價值的一些思考。因 此 ，專欄作家努力用平易而新 

鮮的表達方式去盛載有深度有意義的內容，這就推動作者將作品提升到雅 

俗共賞的水平，或者至少向雅俗共賞這一目標發展。也有與此相反的方向。 

作者以新的方式來展示讀者充分親近感覺、容易理解的內容，並以此來提 

醒讀者接觸事物可以有多樣的方式，從而使他們引起對文學的興趣、揭示文 

學欣賞的方式、提供進入藝術世界的契機。比 如 ，李碧華在一九八〇年代 

的專欄散文就是使用這種方式，在作品內容和思考方面保持與大眾親密無 

間的寫作風格，以銳利的筆致和鮮明的感性得到了讀者的廣泛關注。26

雖然香港的專欄散文因作者的水平和態度不同，文學成就各有不同， 

但還是有大量優秀作品，而且比起以審美為主的文學期刊中的散文來説， 

大部分主要是相對和現實題材密切相關的散文類型。專欄散文可以説是與 

讀者有廣泛的接觸面、發揮著巨大影響力的、香港所特有的一種「雅俗共 

賞 J 的文學形態。從結論上來説，香港專襴散文是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相 

互溝通的香港文學特有的方式，有相當重要的意義，特別是香港文學暗中 

強化其與中國大陸文學的差異而強調通俗文學傳統這層面上，這一點不能 

不説是具有很大的意義。

三 、香港專欄散文的嬗變

香港作家在香港都市商業環境的直接影響下，與中國大陸和台灣作 

家 不 同 ，其文學行為相當特殊。他們的寫作幾乎沒有政府和公共團體的資 

助 ，27依照商業性邏輯的稿費少到難於維持基本的生活。因此可以依靠寫 

作為生的作家也只是少數，即使有全職作家也是屬於重體力勞動型的。28而 

且 ，由於出版社主要考慮商業利益，因此他們的作品只能登載在一般報紙

25 也 斯 ：〈公眾空間中的個人論説：談香港專禰的局限與可能〉 ，頁193 *

26 參考也斯：〈公眾空間中的個人論説：談香港專欏的局限與可能〉 ，頁20 5 - 2 0 6。

27 1994年才設立香港藝術發展局，開始資助部分作家。

28 比如唐人追述了自己的寫作生活，1■有一個時期，我毎天都要寫一萬字，連鑛了十年，從沒有一 

天間斷過。』 「我不寫這麽多，在香港就沒法維持生活，就交不了房租，孩子也沒法上學了 •」 

再引用自傅真，〈香港文苑奇才一一唐人〉 ，《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 （北 京 ：中國人民 

大學書報資料中心，1981年 ） ，頁111 -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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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藝副刊或其他版面，而不是文藝期刊或文學書籍上。因為讀者的嗜好 

會直接影響到報紙的銷售量，因此作者在寫作時，一方面時間上緊迫，一方 

面要考慮讀者的反應，這自然給予創作很大的限制，而其最具代表性的就

是專欄散文。

專欄散文一九六〇年代開始受到關注，到一九七〇年代之後讀者急增， 

在吸引廣吿方面發揮著很大的影響力，因而壓倒連載小説並成為文藝版面 

的 中 心 。因 此 ’當時有人甚至有點兒過分地期待，認 為 r 説 不 定 雜 文 （專 

欄散文）也會像楚辭、漢 樂 府 、唐 詩 、宋 詞 、元 曲 、明清小説等那樣，成 

為代表某一時代的文體，在文學上佔一席重要的位置」 》29 30對專欄散文這 

樣的盛況’黃維樑早在1982年就做過簡略的統計。按照他的統計，當時比 

較有代表性的十三個報紙每天刊登大約四百篇專欄，其中有九十個是小説， 

其餘三百一"h個都是各色各樣的專欄散文。如果把香港的五十五個報紙都 

統計下來的話，每天能刊登一千篇專欄散文，加上各種雜誌的登載量的話， 

這個數量就多得難於計算了。 按照1990年阿濃的調査，各大報紙的專欄 

散文平均有三十篇左右，他所調查報紙的專欄散文總數有約五百篇。31

以單行本出版的散文集當中，專欄散文結集出版的書數量最多，質量 

也非常優秀。1991年頒布首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據當時參加了散文獎 

審評工作的璧華説，32參審作品中1989-1990年度在香港出版的散文集一共 

有五十一部，其中從三五百字到八百字長短的專欄散文佔8 0 % 。獲獎的也 

是專欄散文結集出版的《解咒的人》 （鍾玲玲） ，璧華對它評價頗高，他 

認為這本散文集在具有比較完整的故事和含蓄美、意在言外的意義上能融 

合小小説和詩歌的優點，內容方面也不脱離香港人的生活現實。這樣的事 

實充分説明，當時專欄散文從量和質兩方面講都是很有建樹，起了香港文 

學之先導的作用。

一直到香港回歸之時，專欄散文從數量上看不出有甚麼變化。璧華有文 

章 寫 道 ：「據 統 計 ，香港報刊每日出版的專欄有一千個以上。……在這些

專欄文體中，過渡時期最具有吸引力和影響力的則是具有殺傷力f 雜文------

種文藝性的爭論了 。 j 33蔡敦祺還進行了推算，「若以每日印行的中文報紙

29 黃 南 翔 ：《當代文藝》第106期 （1974年9月 ） ，頁1〇。再引用自黃维樑’〈香港文學研究〉 ， 

頁4 。

30 黃 維 揉 ：〈香港文學研究〉 ，頁1 - 2。

31 阿 濃 ：〈香港散文的香港特色〉 。

32 璧 華 ：〈我看香港散文〉 ，《香港文學論稿> ( 香 港 ：高意設計製作公司，200 1年 ） ’頁119- 

121 -

33 璧 華 ：〈過渡時期香港文學題材的演變〉 ，臨時市政局公共圖書館編：《第二雇香港文學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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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四十份計，每份報紙專欄以平均二十個計，則香港讀者每日可讀到的專 

欄數量高達八百個之多 」 。34

' 可是香港回歸後情況似乎有很大變化。報紙上專欄散文在數量上不僅 

減 少 了 ，而且其文學性也顯著減少了。35筆者曾經作過粗淺的調査’香港比 

較有代表性的十一個報紙在200 6年 1月2 1 日的報紙版面上登載了平均十四 

版一共一百六十篇專欄散文。從平均值來看’這比上述的推算數量上減少了 

四分一左右’特別是其中具文學性的專欄文學還不到2〇%。還 有 ，同樣的十一 

個報紙在200 7年5月1 1日的報紙版面上登載了平均^一版一共一百二十四 

篇專欄散文。雖然這不是拿兩個相隔整整一年的日子來比較，但至少可以 

看出不到一年半的時間裏，專欄的刊登量就減少了不少，比起上述的推算 

更分明是一個小數值。36參考以上情況，東瑞的論斷也不算是過分，他認為 

「報紙副刊’內容比較單一，也趨向於政治化，只有少量帶有文學性質，佔 

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成為政論雜文，或淪為新聞的延續和補充。……21世紀 

的大部分報紙的專欄變得較為乏味，罔談文學色彩」 。37簡單地講，筆者也 

認為專欄散文有退潮的趨勢。

隨著影像文化和網絡文化的盛行，報紙的讀者愈來愈少，專欄散文的 

退潮首先是和這個原因有關。38也就是説，報刊為了自身的生存，不得不強

討會講稿滙编》 （香 港 ：臨時市政局公共圖書館，1998年 ） ，頁1 9 5 。

34 蔡敦祺主編，《香港文學年鑑 1997年》 （香 港 ：香港文學年鑑學會出版’ 1999年 > ’頁755 •

35 參 考 陳 德 錦 ：〈千禧年香港期刊散文綜論〉 ，陶 然 主 編 ，《香港文學》總第21 9期 （香 港 ：香 

港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3月 ） ，頁66 - 7 6。陳德錦也認為文學散文已經成了非主流散文’ 

專欄散文雖然還受到一定的歡迎，但受急速發展的報吿文學、文化評論等的影響’不得不追求一 

些 變 化 。

36 根 據 {香 港 200 5》 （香 港 ：公務員事務局法定語文事務部’ 200 5年 ） ’頁298 ’ 2005年末為 

止 ，香港發行的中文日刊除了兩個赛馬消息版以外有21個 。各個報紙刊登的專摘散文數統計如 

下 （感謝香港三聯書店的黎敬嫻協助收集資料）：2006年 1月2 1日 ：《明報》2 5 ，《成報》8 ， 《新 

報》1 0 ， 《信報》2 8 ， 《大公報》1 4 , 《文匯報》1 2 ，《太陽報》7 ，《星島日報》1 5 ，《蘋果日 

報> 1 2 ，《東方日報> 1 4 ，《香港經濟日報》15; 2007年5月 11日 ：《明報》20 ’《成報》6 ，《新 

報 > 9 , 《信報》 1 6 ， 《大 公報》8 ， 《文 匯報》1 1 ， 《太 陽報》6 ，《星島日報》1 7 ，《蘋果 

曰報》1 3 . 《東方日報》6 ’《香港經濟曰報》1 2 。

3 7 東 瑞 ：〈香港文學書和市場需求 > ’《作家月刊》 （香 港 ） 第25期 （2〇〇4年7月 ） ’頁18_2 4 。

38 - 九 七 〇年代以每天二+ 萬份的業績一度高居銷售量榜首的《星島晚報》到1996年銷售量掉落

到每日二萬 份 ，結果於 I 2 月 I 7 日停刊，之後唯一的晚報《新晚報》也於199 7年7 月2 6 日停刊。 

在這樣的情況下《星島晚報》的 《大會堂》 ' 《新晚報》的 《星海》都相繼停刊’繼 而 《文匯 

報》的 《文藝》於 1 娜 年 11月3 0 日停刊，文藝性較強的《快報》副刊也停刊了 •這一系列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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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視覺上的功能’比如説更多地利用圖片填充版面空間、擴大字體的大小 

等 ’因此報紙整體上可登載的文章數量自然也就減少了。特別是香港回歸 

問題觸發了香港人對社會變動的關注，之後又持續傾向於選擇吸引力強大 

的時事性話題。另一方面’在香港這個現代大都市環境，香港人更喜歡比 

較能刺激他們的好奇心的閒話性話題。相 比 之 下 ，對相對刺激性較小的文 

學性文章的關心就更少了’導致後者的登載量更加減少。比 如 ，2006年1月 

2 0 日 《蘋果日報》的 情 況 ，總共一百 一 ~ h六個版面中有文學色彩的僅僅只 

有 「蘋果副刊 j 一個而已。200 7年5月1 1日 《星島日報》呢 ，除了地產信 

息版面之外的九十二個版面中，具文學色彩的版面僅有「星島副刊」的 「年 

華 」和 「花樣」兩個而已。39

如果更深層地去看的話，專欄散文的退潮趨勢根本上是由於香港人的 

生活發生了全盤的變化。比 如 ，文化大革命、六四民主化運動等中國大陸 

政治形勢的變動，或者香港回歸等的問題都直接引起香港人的關注，這就 

對以現實存在的問題為主要評説對象的專欄散文的盛行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現在香港人對中國大陸的了解程度加深，而且中國大陸隨著社會情況 

相對穩定，也很少發生激烈事件；香港回歸已成為現實，人們已把它接受 

為既成事實。香港雖然成了「一國兩制」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但市民的 

實際生活卻未出現過急劇變化。而且香港人的關注領域從政治動向開始轉 

變到經濟動向，他們不僅是通過報紙等文字媒體，還可以通過電視、網絡 

等媒體充分地獲取信息。因此專欄散文的附加價值，即其時事性和政論性， 

能揭示內情的這種吸引力顯著地減少了。

當然變化還不止於此。全世界正發生一個共同現象，就是報紙、雜 誌 、 

廣 播 、電視之外，電 腦 、網 絡 、電 郵 、D V D 、手機等新的尖端技術媒體形 

成更強勢的多元的高速信息互聯網，這影響到社會的每一個個人，影響到 

他們細微的生活條件、行為與思考等。香港也同樣處於這樣的環境當中， 

包括專欄散文在內的文學作品的影響整體上在減少。而 且 ，由於網絡文化 

的普及和情報通信技術的發展，專欄散文所具有的某種特長，也直接被這 

些媒介代替。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具有評論（回帖）功能的博客開始盛行， 

有短訊傳輸功能的手機普遍使用。也 就 是 説 ，以報紙這樣的活字媒體為基 

礎的專欄散文，其所具有的信息性、趣 味 性 、娛 樂 性 、消費性等要素都因 

此相當程度地被減弱了。通過類似的新媒體，信息提供者和消費者界限的

的文藝副刊相繼停刊的同時，《明報》小 説 版 和 《星島日報》星河版曾經繼續每天登載小説’ 

但現在這些也是完全消失了。

39 在材料收集過程中地產、赛 馬 、體育等版面有遺失，如果把這些版面也加算起來當日的《星島

日報》總版面估計應該超過一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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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糊 化 ，用托佛勒 （ Alvin T o f f l e r) 的詞彙比喻，參與生產活動的消費者 

就 是 「產消者」 （prosum er) ，這也開始影響到以前依靠由作家提供、作 

為資訊流通的報紙版面、依靠讀者消費這樣一系列專欄散文的流通方式。 

這大概也影響到專欄散文，使其讀者數量減少，進而又引起專欄散文的寫 

作 、閲讀的態度乃至內容、水平等方面的變化。

四 、香港專欄散文的意義和未來

作為一個文學體裁，專欄散文在過去數十年間有以下特色：作家人數 

最 多 、作品數量最多、擁有的讀者最廣、影響力最大。雖然專欄散文因作 

者不同的水平及態度所取得的文學成就也有所不同，但其中不乏優秀作品， 

而且比起以審美為主的文學期刊散文，專欄散文相對主要負責與現實密切 

相關的方面，並且影響了整體香港散文或香港文學的創作。尤其是從專攔 

散文的篇幅字數、專欄形式等，到 主 題 、題 材 、技 巧 ，或者再到作品的創 

作 、登載 '閲讀的流通體系等，幾乎所有層面上都真實地反映著香港社會 

的 特 徵 。綜 合 來 看 ，應該説專攔散文是香港特有的文學形態，是一種可以 

代表番港文學的文學體裁。

在這裏還想附帶地説一下，專欄散文一直以來都是呼應著香港人文化上 

的 要 求 ，為他們擴充了文學的接觸範圍，雖然作品水平參差不齊，但其內 

容與技法等方面相互交流，融合了通俗文學與嚴肅文學。專欄作家們在商 

業環境下受版面的制約，但仍可説是進行了優秀的創作。對於追求文學藝 

術價值的作家們，這都是很好的創作锻煉的機會，特別是由於要廣泛接觸 

到 讀 者 ，使他們寫作時要考慮到讀者的反應。換 句 話 説 ，這雖然會有一些 

副作用，但卻使作家與讀者的溝通成為可能。專欄散文並不只停留在自身，它 

還給文學期刊為主刊登的長篇文藝性散文及整體的文學創作以影響，為其 

賦予了香港文學特有的性格。比如香港文學整體上所具有的生活化的特色， 

就是以專欄散文為出發點的、有別於中國大陸和台灣的文學與散文。在香 

港文學的各類體裁中，專欄散文能充分展示香港文化的豐富和多樣性、東 

西文化的衝突、傳統與現代的調和、都市文化的機敏和變化等等。4◦ 專欄散文 

本身就成了香港文學特有的現象，進而在中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範圍內也 

算是一種獨特的文學現象，也成了香港文學之獨創性，得到認可的一個明 

確的證據。要 之 ，專欄散文是與中國大陸文學和台灣文學有明顯區別的香 

港 文學，也是香港文學中特有的文學類別，其價值不可低估。

那麼專欄散文將來會有甚麼樣的命運呢？其實一九九〇年代初就已經

40 也 斯 ，〈公眾空間中的個人論説：談香港專欄的局限與可能〉 ，頁1 9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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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有人為專欄散文擔憂了。璧華在1992年 12月發表的〈香港報刊專欄文 

章的前途〉一文中就指出：.「在資訊爆炸的今天，專欄文章如何與資訊相 

結 合 ，緊 跟 形 勢 ，以 免 遭 受 淘 汰 之 厄 運 ，實 在 是 當 務 之 急 》」 雖 然 ， 

在一九七〇年代充滿希望，甚至被期待可與楚辭等等齊名的專欄散文，在十五 

年之後的現在卻出現了退潮的趨勢，但説它很快就會被淘汰也好像為時過 

早 。這首先是由於短期之內香港社會自身會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現狀，因而 

包括專欄散文在內的香港文學短時間內也不會有太大的變化。其次我們不 

能忽視報紙副刊的編輯和專欄散文的作家都像從前一樣為適應新媒體時代 

進行多樣的努力。例 如 ，他們走出以所有讀者為對象的綜合型專欄散文的 

刊 登 模 式 ，嘗試以文學愛好者及學生為對象，以服務於文學鑒賞、習 作 、 

訓練為目標的細化形態的專欄散文。再 者 ，或許再發生像1989年的六四民 

主化運動和1997年香港回歸之類的大事件，專欄散文又能在一段時期裏盛 

況 重 現 ，這種可能性不是絕對沒有。不過從長遠來看，專欄散文還是恐怕 

不大可能再次中興吧？如 前 所 述 ，全世界的影像文化、網絡文化等逐漸發 

揮著更大的影響力；比起對香港自身政治上變動的關心，香港人更加關注 

經濟上的變化；隨著社會的安定發展，白熱化的競爭使生活節奏更加趨於 

緊 張 ；由於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增多、獲取信息更加容易和方便，產銷者 

的模式更為擴散等等，所有這些對專欄散文不利的因素都在增加。

專欄散文的這類變化，大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香港文學在中國文 

學裏所佔據的地位。香港回歸後通俗文學與嚴肅文學之間的相互接近在外 

表上也更加明顯，這也可以看作是香港文學在暗暗地強化著與中國大陸文 

學相對的差異性。在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之間達成溝通的香港文學所特有 

的專欄散文在退潮，這可能會對保持香港文學的獨創性方面產生負面的影 

響 。換 句 話 來 説 ，始終與香港文學、香港社會有著深厚關係的專欄散文， 

可以説是香港文學能否作為在中國文學裏有別於中國大陸文學和台灣文學 

的獨立體而繼續存在下去的標誌，即使這個標誌不會很快就發生變化，從 

較長遠的未來看也不是那麼樂觀的。※

41 璧 華 ，〈香港報刊專襴文章的前途〉 ，頁1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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