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文苑I訪問 57 

如何訪問你？ 
-一一專訪也斯 細豪 

記得《也斯的香港》收錄過一篇關於葉輝的文章.也斯形容大家「其實也是在種種限制下長 

大」。但有局限同時亦代表有反抗，有反抗就有生機’有一些人會敢於超越和創新’期待社會能 

夠改變。 

也斯無疑是當中的一位。 

也斯雖然身處一個狭窄的世界’但是在他的身上’我卻沒有見到規律和局限°他利用文字建 

構一個獨特的世界’聯繁其他藝術媒介’形成一個被人探索的世界。 

那麼，我們以文字出發，了解這一個屬於也斯的世界。 

香港文壇 

讓我們由文壇開始。 

也斯出生於七十年代的文壇。當時本土意識提升’加上引入西方文學思想’本地文壇百花齊 

放。經過三十年後’學術界雖然肯定「香港文學」的概念，但香港文壇卻變得單調° 

七十年代的香港文壇’年輕作家發表作品的渠道很少’就算是前輩也不易在香港出書’我  

初的三、四本書都是由台灣出版的。雖然作品發表困難’但當時的寫作人卻十分圑結’而且和其 

他藝術媒介來往較密切’如現代舞、小説、詩、文都剛開始’大家亦會留意電影(新浪潮）、電視 

彼此的發展，亦會互相了解’連跳舞的也會看文學。反觀現在年輕作家較易被承認，亦很容易出 

版書籍和得到資助’可是卻缺少和其他藝術媒介來往，如演戲劇的不一定看文學’做話劇的也不 

〜定看小説，自己專業了 ’自成一角。 

現在我較喜歡董啟章、王貽興和謝曉紅’他們比較多元化’但又不是特別多接觸其他媒體， 

真正開闢文學和其他媒介溝通和合作的並非他們，而是得力於前人°所以我十分欣賞劉以鬯先生 

，他從上海來港’以賣文為生’能一天寫一萬三千字維生’然後再去寫一些實驗性的創作，掙扎 

出〜條職業作家的路。這麼説並非偏重老作家’只是想點出他們的時代’非常艱苦和困難’掙扎 

亦較多。反觀現在不用掙扎’社會容許你自由創作’比以前舒服得多°自己就處於兩個時代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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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所以就希望表揚他們，強調從歷史上看文學’有很多事情的出現並不是容易的’是經前人努 

力的開墾。 

寫作 

一個好作家的寫作風格是會隨時代而改變的，也斯也不例外。 

也斯在七十年代開始寫作生涯，涉獵的範圍廣泛，新詩、散文小說也屢見佳作，吸收西方的現代 

主義和拉丁美洲的魔幻現實主義風格。近年’他更用文字來探討後殖民的香港。 

好的作家’改變風格的 大因素應該出於自己；而較差的作家’則因潮流或讀者的口味去改 

變。若果因為時代而作出改變’則是一件被逼又可悲的事’如在政治環境下寫一些歌頌式的作品 

’那就很可悲了！ 一個作家應該不滿停留於某一階段’只停留在某一個層次這藝術家並非好事。有 

時候，作家改變風格’新風格不易被接受，但他的眼光卻應該長遠一點。這也是一個試探的過程 

，作品風格轉變出於自然，人生會經過不同的階段和轉變，因而產生不同的感受，不同類型的作 

品表達的訊息也不同。 

以我為例， 初寫小説時’因為之前在報社、雜誌社工作過’見過社會眾生相’光怪陸離的 

現象’就比較喜歡.創作些好情、營造氣氛、人物較深刻的小説。在七十年代’這是一種傳統。當 

時香港開始現代化’那種矛盾或過往的債值觀念在轉變，整個城市也在轉變，當時我是想找一個 

岗位。到自己讀書後回港，很多事物又不同了，自己的思想也變得複雜’那時我便寫一些有關外 

國、香港和中國之間的關係的作品。現在我就想寫後殖民的香港，希望摸索出當中複雜和深層的 

意義。我不會單就政治批評出發，所以仍是寫人的感情為主，例如愛情。其實這些都是寫小説的 

基本原素’小説不是政治口號’人的生活並非喊一句政治口號’賁際上如何戀愛’對父母、兄弟 

、朋友的感情如何發展，自己就想從不同方向探索這些問題。 

溝通 

或者是喜愛寫作的緣故，也斯非常重視溝通。所以他認為文學和藝術並不是一種遙不可及的 

東西，普通人也可以透過討論來了解別人，從而了解社會。 

香港就是缺乏溝通。藝術家説做藝術的不用別人明白，作為藝術家可以用來自勵，其賁是有 

點晦氣的，因為發表作品是希望溝通’別人明白。如站在一個評論家和關心藝術的人的立場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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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希望多溝通，譬如如何教育大眾’提高讀者水平’建立觀眾’即使現在政府在西九龍，興建 

藝術館，但如果不教育大眾去欣賞，也是徒然的。 

要達到溝通’我會利用文字。我十分喜歡教寫作課’在課堂上’透過欣賞文字’大家可以分 

享彼此的思想’自己亦可運用知識去幫助同學。文字可以助人了解自己’與別人作較深入溝通； 

寫作就是叫人反省自己’ 了解他人。文字的創作和人的關係密切’我幫助同學發展心中的概念’ 

將它們化為文字，從而表達自己，自我成長。 

此外’我今年亦會在嶺南作出一些新嘗試’例如在中文系開辦比較文學課’介紹中西的一些 

文藝理論和知識’協助同學溝通中西文學和藝術’擴闊同學的視野“而同學就能藉此對中國和西 

方有更深的了解’對同學日後的發展也有幫助。 

也斯_符號 

為也斯寫專訪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或者’也斯永遠R是一個符號。 

也斯所重視的不是姓名背後的東西’而是姓名之下的東西“ 

「本身很喜歡『也』字和『斯』字，於是將兩個字合用，沒有意思’正如寫作一樣’不想用 

概定意思°J 

「由自己去賦予筆名的意義，而非筆名賦予自己的意義° J 

原來’ 有效了解也斯’就是他的作品’他的創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