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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倒》
《對倒》以上世紀70年代的

香港作為創作背景，結構新穎，作品以
雙線平衡敘述手法，以及意識流的寫作技

巧，描述小說中一男一女一天的遭遇及內心
世界，男主人翁淳于
白是從上海移居香港
多年的男子，對城市
滿懷憶舊傷感。女主
人翁亞杏是在香港土
生土長的少女，對未
來充滿世俗浪漫的想
像。人物心境交織、
心態交互，展示在城
市生活中的眾生狀
態。

《酒徒》
《酒徒》於1962年開

始在《星島晚報》發表，被譽
為 「中國第一部意識流長篇小

說」 。此篇小說主人公酒徒是一
個具有良心的職業作家，理想是
寫一些嚴肅文學作品，卻不得不屈
從於現實。作品採用意識流的手
法，以香港作為創作背景，以內
心獨白的方式，常以酒醉開始，以酒醒
作結，曲折地反映當時香港的媒體

和出版界把文字變成廉價貨
品出售的現實。

《故事新編》
上世紀60年代，劉以鬯在本地報

章連載其創作的改編自古典小說的作
品。隨後這些文章集結成書，出版成
《故事新編》一書，收錄了《怒沉百
寶箱》、《孟姜女》、《牛郎織女》
和《劈山救母》四篇故事新編作
品。劉以鬯以豐富的民間文學知
識，重新編寫杜十娘、孟姜、
織女和華山聖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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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劉以鬯的文學創作，大多數讀者會想到
其創新、先鋒的一面，在他的文學世界，時空與
空間的交疊、現實和聯想的轉換，遊刃有餘。香
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助理教授曾繁裕表
示， 「劉以鬯作品中的先鋒、實驗特質，或許源
自1920年代末興起的新感覺派，他彷彿把穆時英
前衛的上海狐步舞跳接到香港來。」

文學創作「娛人娛己」
劉以鬯生於1918年的上海，在上海的成長、

求學經歷，讓他早年已經受到國內外作家和作品
的影響。完成學業後，他在內地從事報業工作，
承繼華洋雜處、文化薈萃的海派作風，當時的創

作已經有新感覺派的風格。
上世紀40年代末，劉以鬯來到香
港，曾任職《香港時報》、《星

島晚報》和《快報》等的副
刊編輯，他於1951年在香
港復刊《西點》雜誌。

在香港進行文學
創作，劉以鬯堅持
「娛人娛己」 ，寫
作為 「娛己」 不難
理 解 ， 縱 然 是
「娛人」 ，他也
秉 持 通 俗 、 趣
味，為的是爭取
不同層次的讀者
群，比如上世紀50
年代他在香港出版
短篇小說集《天堂與

地獄》，描繪社會上形
形色色的人，不僅吸引喜

愛閱讀通俗文學讀者的關
注，亦勾勒社會現實。
曾繁裕如此形容： 「劉以鬯雖

然是南來文人，但心態不斷變化，從暫留
到定居，香港成為他的寫作場景。《天堂與地
獄》、《打錯了》、《動亂》等作品，可見他不
單做語言實驗，也關注香港的社會生態，在故事
中不斷穿插香港事件、加入香港意識。」

上世紀50年代，劉以鬯曾南下南洋從事報業
工作。1957年他重回香港，再次任職《香港時
報》副刊編輯，1960年主編副刊 「淺水灣」 ，聚
集一眾關注現代文學，以及介紹西方意識流、存
在主義等理論和技巧的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文
學所研究員趙稀方指出， 「 『淺水灣』 有助推動
當時的香港現代主義運動。」

「給香港歷史加個註釋」
香港的社會現實、人情關係，都成為劉以鬯

的創作素材，也給了他得以 「實驗」 的空間。
1962年，他的代表作《酒徒》開始在香港《星島
晚報》連載，這部被譽為 「中國首部意識流長篇
小說」 的作品，故事背景正是上世紀50、60年代

的香港，主要描述一個 「因處於苦悶時代而心智
不十分平衡的知識分子，怎樣用自我虐待的方式
去求取繼續生存」 的故事，趙稀方曾評價《酒
徒》為 「揭示商業化的香港都市對於人心靈的壓
抑和扭曲，並發展出一套現代主義的敘事模
式」 。

上世紀70年代，劉以鬯創作了小說《對
倒》，靈感來自一正一反的雙連郵票，他由此出
發，形成 「雙線並行發展」 的另一種 「雙線格
局」 。故事發生在上世紀70年代的香港，將意識
流寫法用於兩個陌生人的街頭對行，從而產生不
同時代成長背景的人的不同心態之間強烈對比。
而在虛實交錯的荒誕之間，香港的城市街景卻也
呈現在讀者眼前，如當中有一句： 「亞杏走出舊
樓，正是淳于白搭乘巴士進入海底隧道的時
候。」 主人公之間的 「對倒」 映襯了城市的斑駁
交錯。

同樣創作於上世紀70年代的作品《島與半
島》深刻展現香港的社會生活，故事聚焦一個商
行的職員，從其所見所聞去刻畫社會上股票投資
風潮對普通人的影響，反映一個具有多面棱的香
港社會，體現劉以鬯的自況： 「我無意寫歷史小
說，卻有意給香港歷史加一個註釋。」

扶持培養港年輕作家
縱觀劉以鬯的文學生涯，他銳意創新，善於

接受新生事物，也願意去培養年輕作家，上世紀
70年代，劉以鬯編輯《快報》副刊，培育了一批
年輕作家。不僅刊登他們的文章，並給予鼓勵。

根據趙稀方的分析，香港文壇在上世紀80年
代面臨危機，一系列文藝刊物，如《詩風》、
《當代文藝》和《素葉文學》相繼停刊，香港文
壇幾乎到了彈盡糧絕的地步。在這樣的環境下，
1985年，《香港文學》創刊，劉以鬯任主編，重
新匯集香港文壇各路文化人士，不論身份、無論
年齡，均可在《香港文學》上發表作品， 「從此
形成了香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學匯流。《香港
文學》不僅延續香港文學命脈，也創造了80年代
以後香港文學新生命。」

晚年的劉以鬯堅持創作並積極參加文化活
動，1993年6月4日，嶺南學院（現嶺南大學）現
代中文文學研究中心廣邀20多位香港作家分享創
作經驗，席間有女作家提及美國人認為香港沒有
文學，在座的劉以鬯捨棄原定15分鐘的發言主題
《個人創作生涯的回顧與前瞻》，當即以事實駁
斥，具體舉證香港不但有文學，更對中國文學發
展貢獻深遠……

為表彰劉以鬯在推動香港文學發展作出的貢
獻，2001年7月劉以鬯獲頒榮譽勳章，2011年獲
頒銅紫荊星章，並分別於2013年和2015年獲香
港藝術發展局頒發 「傑出藝術貢獻獎」 及 「終身
成就獎」 等。

2018年，劉以鬯與世長辭，其作為一種文學
現象，作為香港一個文學世代的代表，在讀者心
中留下了 「潮濕的記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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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劉以鬯（中）獲頒
香港藝術發展局 「終身成就
獎」 。

▼《花樣年華》
電影劇照。

▲1985年，《香港文學》
創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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