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許地山香港作
品集》為紀念許地山誕辰

130周年而出版，由香港文學舘
舘長潘耀明擔任總策劃，學者黃子
平擔任主編，特邀許地山的後人許鋼
擔任編者。此書收入了許地山在香港時
期，即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一年間創作
的小說、散文、劇本、音樂、雜文、
論文等。

《
許
地
山
香
港
作
品
集
》

《空山靈雨》
最早於1925年出版，是
許地山創作的唯一一部散
文集，內容以人生為主題，
展示許地山對人生的態度。
散文集名稱恰到好處概括了
許地山的寫作風格：質
樸、清麗，又充滿哲學和
宗教的氣息。

《綴網勞蛛》收
錄許地山於1921至1924年

間創作的小說，包括短篇小說
《命命鳥》《綴網勞蛛》《春桃》

《鐵魚的鰓》《無憂
花》等。作品具有濃郁
的宗教色彩和異域情
調，將人生命運比作
蜘蛛的網，闡釋一
種隨緣的人生觀。

《
空
山
靈
雨
》

盼
更
多
港
人

了
解
紀
念
許
地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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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地
山
：

在
港
六
年
力
推
中
文
教
育
改
革

【
文
化
名
家

】
系
列


足
跡

江
香

新
文
化
風
氣

在
港
扎
下
根

▶在燕京大學
任教時期的許
地山。

不
少
人
都
會
在
語
文
課
本
中
讀
到
許
地
山
的
《
落
花
生
》
，
為
其
中
所
提
倡
的
不

求
回
報
、
只
深
埋
在
地
下
的
奉
獻
精
神
所
打
動
。1 93 5
年
，
許
地
山
得
到
胡
適
的
推

薦
，
出
任
香
港
大
學
中
文
學
院
主
任
，
他
推
動
中
文
教
育
改
革
，
積
極
參
加
抗
日
救
亡

工
作
，
在
香
港
走
過
生
命
的
最
後
6
年
，
於1 94 1

年
在
香
港
逝
世
。

今
年
是
許
地
山
誕
辰1 30

周
年
，
回
望
其
為
香
港
文
化
奔
走
留
下
的
足
跡
，
真
真
踐

行
了
他
在
《
落
花
生
》
中
所
寫
的
那
句
，
﹁人
要
做
有
用
的
人
，
不
要
做
偉
大
、
體
面

的
人
。
﹂

大
公
報
記
者

劉

毅

花
生
底
用
處
固
然
很
多
，
但
有
一

樣
是
很
可
貴
的
。
這
小
小
的
豆
不
像
那

好
看
的
蘋
果
，
桃
子
，
石
榴
，
把
他
們

底
果
實
懸
在
枝
上
，
鮮
紅
嫩
綠
的
顏

色
，
令
人
一
望
而
發
生
羨
慕
底
心
。
他

只
把
果
子
埋
在
地
底
，
等
到
成
熟
，
才

容
人
把
他
挖
出
來
，
你
們
偶
然
看
見
一

棵
花
生
瑟
縮
地
長
在
地
上
，
不
能
立
刻

辨
出
他
有
沒
有
果
實
，
非
得
等
到
你
接

觸
他
才
能
知
道
。

│
│
《
落
花
生
》

我
們
都
是
從
渺
茫
中
來
，
在
渺
茫

中
往
，
望
渺
茫
中
去
。
若
是
怕
在
這
條

雲
封
霧
鎖
的
生
命
路
程
裏
走
動
，
莫
如

止
住
你
的
腳
步
；
若
是
你
有
漫
遊
的
興

趣
，
縱
然
前
途
和
四
維
的
光
景
曖
昧
，

不
能
使
你
賞
心
快
意
，
你
也
是
要
走

的
。
橫
豎
是
往
前
走
，
顧
慮
什
麼
？

│
│
《
綴
網
勞
蛛
》

許
地
山
創
作
作
品

生
本
不
樂
，
能
夠
使
人

覺
得
稍
微
安
適
的
，
只
有
躺

在
床
上
那
幾
小
時
，
但
要
在

那
短
促
的
時
間
中
希
冀
極

樂
，
也
是
不
可
能
的
事
。

│
│
《
空
山
靈
雨
》

所
謂

﹁國
粹
﹂
必
得
在

特
別
，
久
遠
，
與
美
麗
之
上

加
上
其
他
的
要
素
…
…
一
個

民
族
在
物
質
上
，
精
神
上
與

思
想
上
對
於
人
類
，
最
少
是

本
民
族
，
有
過
重
要
的
貢

獻
，
而
這
種
貢
獻
是
繼
續
有

功
用
，
繼
續
在
發
展
底
，
才

可
以
被
稱
為
國
粹
。
若
是
不

高
，
又
怎
能
叫
做

﹁
粹
﹂

呢
？
一
般
人
所
謂
國
粹
，
充

其
量
只
能
說
是

﹁俗
道
﹂
的

一
個
形
式
。

│
│
《
國
粹
與
國
學
》

作為中國新文學的拓荒者之一，許地山與茅
盾、葉聖陶等人成立了中國第一個新文學團體
「文學研究會」 ，創作了散文《落花生》、小說
集《綴網勞蛛》、散文集《空山靈雨》等。在香
港期間，他大刀闊斧推行中文改革，引導香港學
子認識中文之可貴，愛上自己的祖國文化。抗日
戰爭爆發後，他又為祖國的抗戰與文化事業拚盡
最後一分氣力。

促進中小學課程革新
許地山於1917年考入燕京大學文學院；

1922年，許地山前往海外學習，研究宗教史和比
較宗教學等，1927年回國任燕京大學教授，另在
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兼課。

1935年1月，胡適到香港大學接受名譽法學
博士學位，他應校方之邀，推薦許地山來香港執
掌中文系。同年8月，許地山出任香港大學中文
學院主任，革新課程內容，將中文系易名 「中國
文史學系」 ，在香港掀起新文化的風氣。彼時，
張愛玲也在香港大學求學，是許地山的學生。

香港文學舘舘長潘耀明在學生時代，就從課
本中讀到了許地山的《落花生》。時至今日，他
還記得文中 「只求耕耘」 的精神，談及許地山在
香港的歲月，潘耀明表示： 「許地山在港大攏共
六年，貢獻厥偉，對香港近代文學界、教育學等
各個文化層面都有奠基人的作用。」

在香港大學推行教育改革之外，許地山更銳
意推動本地中小學生的課程革新，擔任中小學的
校董或理事，時常向中小學師生發表講話， 「他
積極改革香港的中小學教育和業餘教育，亦主張
改革八股文，提倡拼音文字，為香港的教育改革
出了大力。」 潘耀明說。

尊重方言文化特色
與此同時，許地山還引導香
港兒童文學發展，於1941年

在香港兒童雜誌《新兒
童》創刊號和第二期

分別發表了《螢
燈 》 、 《 桃 金
娘》兩篇兒童
文學作品，並
扶持培養本
地的兒童文
學作家。

為了踐
行其所堅持
的 教 學 方
向，1936年
11月，許地
山 親 自 改
編、指導學生

排演的現代粵
語話劇《西施》

在香港大學上演，
時任香港大學馮平山

圖書館館長的陳君葆在

日記寫到： 「許地山改編過《西施》的話劇，一
劇二三四幕都印好了，全用廣東話，比頭作好多
了，我說若果連第一幕也改寫過，那麼粵語文學
不愁沒有資料了。」 由此可見，許地山不僅推動
白話文學的普及，也十分尊重本地的方言文化特
色。

許地山學貫中西且博古通今，是文學大才，
對文化名人有惺惺相惜之感。1936年，徐悲鴻在
香港辦畫展時，許地山安排徐悲鴻住在自己家
中，還協助徐悲鴻在香港大學舉辦個人畫展。

許地山還邀徐悲鴻同遊赤灣，實地考察宋代
赤灣少帝陵（宋少帝帝昺陵）遺跡，後於1941年
發表文章《香港史地探略》《香港考古述略》，
論述扎實。《國粹與國學》一書收錄了許地山在
逝世前一年於《大公報》連載的13篇議論文章，
涵蓋文物、語文等領域，當中也有對香港考古工
作的記述。

不遺餘力參與文物救亡
除教育家、文學家身份之外，許地山也是愛

國社會活動家，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
分會、中國文化協進會等團體中擔任重要的社會
職務，也常出席各種文化活動。

抗日戰爭爆發後，為保護國寶級的善本古籍
不受戰火損壞，鄭振鐸等人決定將香港大學圖書
館確定為這批珍貴古籍的中轉安置場所，香港方
面的接收人正是香港大學的許地山和陳君葆。

從1938年起，鄭振鐸與徐森玉便將古籍先
後一包包郵寄到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為了接
收和安置這些善本古籍，許地山和陳君葆常常親
自跑到碼頭和船艙去交涉、提運，在當時交通並
不發達的年代，許地山和陳君葆常常以步代車，
投身到這件有重大意義的護書工作。

許地山參與的另外一項文物救亡工作是國寶
「居延漢簡」 的搶救，為躲避戰火的侵擾，一行
人護送 「居延漢簡」 由北南下至香港，許地山在
香港主導保護了 「居延漢簡」 ，為此積極調動各
方力量。

「在抗日救亡運動中，他身先士卒，毫不懈
怠，積極奔走，但凡認為有關抗日救亡的工作和
活動，他都會參與。」 潘耀明表示，許地山在各
類文化團體和機構都不是掛虛名，而是腳踏實
地、身體力行地做事。

1941年8月4日，許地山因為感冒引起了心
臟病突發，在香港島羅便臣道寓所逝世，終年48
歲。由於當時時局不穩，許地山家人決定將其遺
體安葬於薄扶林華人基督教墳場，一代教育家、
文學家、學者，就此長眠於香港，各界弔唁者甚
眾。

或許，今人談及許地山，想到的就是課本中
的《落花生》，卻已難在他生前居住過的港島羅
便臣道找到曾經的足跡；也或者會在讀到張愛玲
的《茉莉香片》時，驚覺原來書中的言子夜，其
原型正是許地山；也或者會在穿梭於香港大學校
園時，看一看鄧志昂樓，繼而走一走南區文學
徑，在域多利道／金粟街休憩處內，找一找狀若
花生的紀念許地山的雕塑 「樸」 。

﹁我
們
應
該
正
視
許
地
山
在
香
港
的
貢
獻
，

給
予
可
堪
其
成
就
的
紀
念
。
﹂
潘
耀
明
感
慨
表

示
。
他
曾
在
《
尋
找
失
落
了
的
香
港
文
化
景
點
》

一
文
中
指
出
：
﹁許
地
山
對
香
港
文
教
事
業
貢
獻

最
大
，
他
對
香
港
大
學
和
香
港
中
小
學
教
育
傾
注

了
全
副
心
力
，
可
謂
鞠
躬
盡
瘁
，
死
而
後
已
。
迄

今
香
港
連
一
個
許
地
山
紀
念
館
也
欠
奉
。
﹂

﹁現
實
的
情
況
是
，
人
們
缺
乏
對
許
地
山
的

了
解
，
從
政
府
到
民
間
都
沒
有
一
個
相
應
的
重

視
。
譬
如
今
年
是
許
地
山
誕
辰1 3 0

周
年
，
這
件

事
幾
乎
無
人
提
及
，
更
不
用
說
以
何
種
方
式
進
行

紀
念
。
﹂
潘
耀
明
認
為
，
許
地
山
在
香
港
的
貢
獻

沒
有
得
到
應
有
的
重
視
，
他
在
本
地
教
育
界
、
文

化
界
，
乃
至
對
於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傳
續
方
面
的
成

就
，
後
世
應
好
好
地
紀
念
，
﹁很
多
人
只
愛
觀
賞

搖
曳
的
繁
花
，
沒
有
去
深
究
埋
在
地
下
的
果
實
，

倒
是
世
人
的
眼
淺
。
許
地
山
體
現
的
正
是
一
種
不

求
聞
達
、
孜
孜
於
文
教
事
業
的
精
神
。
﹂

香
港
文
學
舘
於
今
年
上
半
年
開
幕
，
首
個
展

覽
﹁南
來
作
家
手
跡
遺
物
展
﹂
展
示
許
地
山
在
香

港
留
下
的
文
化
足
跡
，
令
觀
眾
通
過
觀
看
展
覽
了

解
其
貢
獻
。
今
年
7
月
，
由
潘
耀
明
策
劃
、
許
地

山
的
後
人
許
鋼
編
的
《
許
地
山
香
港
作
品
集
》
正

式
出
版
，
書
中
收
錄
許
地
山
在
香
港
時
期
曾
寫
作

的
小
說
、
散
文
、
劇
本
、
音
樂
、
雜
文
、
論
文

等
。

《
綴
網
勞
蛛
》

許
地
山
在
港
足
跡

香港大學香港大學

薄扶林薄扶林
華人基督華人基督教教墳場墳場

域多利道域多利道

▼香港大學鄧志昂
樓，許地山曾在這
棟樓上工作。

◀許地山（左）與
家人1940年攝於
香港。

副
刊
fb

▲許地山於1935年在《大
公報》發表《近三百年來
底中國女裝（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