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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5月，為躲避戰亂，戴望舒攜妻子穆麗娟、女兒戴詠素由上海
來港。未幾，他便在朋友幫助下找到一份合適
的工作，在剛剛創辦的《星島日報》任職副刊
「星座」版編輯。當時報社位於灣仔道177
號，戴望舒一家便於跑馬地居住。次年9月，
戴望舒一家再搬遷至薄扶林道半山上一幢三層
洋房，洋房的英文名為「Woodbrooke Vil-
la」，中文名為「木屋」，「木屋」由在戴望
舒好友、在香港大學任教的馬爾蒂夫人
（Madam Marty）負責管理，樓內有多家不同
國籍的房客。戴望舒一家就住在二樓一間寬敞
的單位。

林泉居裏短暫的安樂
戴望舒給了這棟房屋一個更美麗的中國名
字：林泉居。好友葉靈鳳曾回憶這棟建築的位
置：「背山靠海，四周被樹木環繞，從路邊到
他的家裏，要經過一座橫跨小溪的石橋，再走
很多的石級才可以到。」像是世外桃源一樣清
幽的地方，是理想的詩人居所。從戴望舒多次
以「林泉居」或「林泉居士」為筆名發表文章
和出版刊物，以及從他的一些詩歌創作中，不
難看出他對於這一居所的喜愛與眷戀。
住在林泉居的幾年，是戴望舒人生中最無憂
無慮的光陰。當時他有穩定的工作與收入，有
妻子女兒陪伴身邊，家庭生活安樂溫馨。後來
搬離林泉居時，他寫下的《示長女》一詩中，
戴望舒一家在林泉居幸福的家庭生活可見一
斑：「我們曾有一個安樂的家/環繞淙淙的
泉水聲/冬天曝太陽/夏天籠清蔭/白天有
朋友/晚上有恬靜/歲月在窗外流/不來打攪/
屋裏長駐的歡欣。」但這樣的幸福是短暫的，

戴望舒與妻子後來漸行漸遠，穆麗娟在兄長穆
時英遇刺、母親病逝的1940年年底獨自搬回
上海，兩人於1941年離婚。林泉居的安樂，
最終變成了一去不返的美好。

文藝戰線上激情的報人
於1938年抵港後，戴望舒一直積極參與文化

界組織的抗日活動，又與艾青、郁風等人創辦雜
誌。戴望舒除了精通法文外，也通西班牙文，擔
任《星島日報．星座》副刊主編時，他編譯了部
分《西班牙抗戰謠曲》於報紙上發表，亦邀請不
少大後方的詩人撰寫歌頌抗戰的詩歌，發表於《星
座》。他甚至還去信給當時西班牙共和國的名流
學者，請他們為《星座》寫一點文字，讓讀者了
解西班牙反法西斯戰爭的狀況，並且從他們的經
歷中得到鼓舞和激勵。
當時的《星座》，在戴望舒努力下成為了一

塊「甚熱鬧有生氣」的新文藝園地，內地和南
下香港的作家，如郁達夫、穆時英、徐遲、蕭
乾、蕭軍、蕭紅、端木蕻良、沈從文、施蟄
存、卞之琳、郭沫若、葉靈鳳等人都向《星
座》投稿，使《星座》成為抗戰文藝的重要據
點。同期暫居香港的蕭紅逝後，戴望舒曾拜謁
蕭紅墓，寫下《蕭紅墓畔口占》：「走六小時
寂寞的長途/到你頭邊放一束紅山茶/我等待
，長夜漫漫，你卻臥聽海濤閒話。」

高牆之內悲壯的囚徒
抗戰也激發了戴望舒詩風的轉變，從早期

類似《雨巷》的浪漫與朦朧，到充滿革命激

情的樂觀、堅定。1942年 3月，日本佔領香
港後，以「從事抗日活動」為罪名將戴望舒
逮捕入獄，拘禁在域多利監獄。基於那段經
歷，戴望舒寫下《獄中題壁》及《我用殘損
的手掌》《等待》等，詩裏面描繪了日軍對
他施加的酷刑：「做柔道的呆對手，劍術的
靶子/從口鼻一齊喝水/然後給踩肚子/膝頭
壓在尖釘上，磚頭墊在腳踵上/聽鞭子在皮
骨上舞，做飛機在樑上蕩……」；也表達了
他對於敵人的仇恨和抵抗的決心：「如果我
死在這裏/朋友啊，不要悲傷/我會永遠地生
存/在你們的心上/我們之間的一個死了，在
日本佔領的牢裏/他懷深深仇恨，你們應
該永遠地記憶。」
被日軍囚禁七周後，戴望舒由好友葉靈鳳

疏通關係，保釋出獄。出獄後，他繼續留港
從事報紙副刊、翻譯外語文學、研究古典文
學等文學活動。但這段艱苦的牢獄之災，也
為他留下了哮喘的頑疾，後來變得越發嚴
重。據葉靈鳳回憶，戴望舒是在1949年冬天
離港北上，決定離港的前一段時間，他住在
葉靈鳳家中，哮喘病已經非常嚴重，家庭也
一再發生糾紛，私生活苦痛已極。葉靈鳳常
在夜晚，聽到一層屏門外，睡在客廳的戴望
舒發病時氣喘如牛的聲音。戴望舒當時表
示，希望北上後北國乾燥的空氣可以對他的
病體有幫助，但未曾想到，北上之後的戴望
舒只給葉靈鳳寫了一封信，接傳來的便是
他去世的噩耗——他於1950年 2月在北京因
哮喘突發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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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篇

戴望舒在香港度過的十
年，除了主持報紙副刊、
進行詩歌創作、文學翻譯
等之外，他還有一項有趣
的研究，那就是他在1943
至 1945年間，以筆名「達
士」在《大眾周報》上連
載《廣東俗語圖解》。合
共80餘篇小品文形式呈現
的廣東俗語圖解，展現了
戴望舒對於粵地民間俗語
文化的興趣與關注。
負責為《廣東俗語圖
解》畫插畫的畫家鄭家鎮，後來在《我認識的戴望舒》一文中
提到：「他說的是帶有上海音鼻音又很重的廣東話，在香港寄
居了十多年，上海音還脫不掉。」由此可見，戴望舒會聽說廣
東話，雖然不標準。在《廣東俗語圖解》中，他以詼諧有趣的
敘述，對「竹織鴨」「沙爛磞」等民間俗語的來歷進行考證，
又對其意義進行解讀，妙趣橫生。比如他談及，「沙爛磞」被
廣東人認為是日語，又被日本人認為是廣東話，於是去考證，
發現是一個廣東小夥子不標準的日語而造出的詞，引起了誤
會。在這篇文章中，戴望舒也針砭時弊，認為這一詞彙可以看
出「中日親善」的影子：「我們現在才開始做的事，它在六七
十年之前就做到了。所以我們可以斷然說：日華二國的友善以
及密切合作，是從『沙爛磞』說始的。」

「撐油紙傘/獨自彷徨在悠長/悠

長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一個丁香

一樣的/結愁怨的姑娘。」戴望舒，

以一首《雨巷》名揚詩壇、20 世紀 30

年代極具影響力的現代派詩人。他英年

早逝，在 45 歲的人生中，卻在香港度過了

超過 10 年光陰，在這裏他有過幸福的時光，但

也有過危難與挫敗。從薄扶林的住處，到域多利監獄

的高牆內，甜蜜與苦澀隨人生流轉。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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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 望 舒 是 愛 書 之
人，戰後他從香港回
上海去，不惜花費一
千元搬運他的藏書，
可見他對於書的珍
愛。在香港居住期
間，他曾與好友黎明
起、萬揚一同經營一
間 舊 書 店 「 懷 舊
齋」，據黎明起回
憶，他們每人出資一
百元軍票，「由望舒
的介紹，想一個姓沈
的朋友購進一批舊
書，數目總在千多二
千本以上，同時我們自己又拿出一些用不的舊書來」，書
店就在利源東街的一家洋服店前面開張了。不過，這間書店
只運營了四個月左右，就因為經營不善而無法繼續下去，畢
竟，定價和計算賬目並非是文人的長項。
當時戴望舒雖然自己賣舊書，卻也無法停止買入卷帙。

當時的中環有幾檔很大的舊書攤，都是他經常流連的地方。
他寫有《香港的舊書市》一文，其中就提到皇后大道附近的
樓梯街拾級而上可以遇見的一些舊書攤。雖然這些書攤如今
已經不存在，我們還是可以在戴望舒的字裏行間感受當時
中上環的文化氣息。

在與穆麗娟離婚後，36歲
的戴望舒結識了年僅16歲的
少女楊靜，他們不顧楊靜父
母的反對，於1943年結婚。
婚後誕下兩個女兒戴詠樹和
戴詠絮，兩人也曾有過琴瑟
和鳴的時光，但隨種種性
格上的相異，矛盾爆發，楊
靜與他人私奔。1949年回內
地時，戴望舒帶大女兒和
二女兒，小女兒則留在香港
與母親一起。戴望舒到北京
後，與楊靜仍然有通信，交
換女兒的成長現狀。

連載《廣東俗語圖解》
關心粵語民俗

跟隨戴望舒腳步
追懷香港舊書市

兩段失敗婚姻
「結愁怨」的詩人

◆◆戴望舒被關押在域多利監獄戴望舒被關押在域多利監獄，，現為大館的一部分現為大館的一部分。。

◆◆詩人就是在這高牆之內詩人就是在這高牆之內，，寫下了寫下了
《《獄中題壁獄中題壁》。》。

◆◆戴望舒戴望舒

◆◆現時的薄扶林道現時的薄扶林道9292號是私號是私
人住宅人住宅，，林泉居不復存在林泉居不復存在。。

▲▲戴望舒與穆麗娟結婚照戴望舒與穆麗娟結婚照。。網絡圖片網絡圖片

▲戴望舒一家三口在林
泉居門前。 網絡圖片

◆戴望舒所撰《廣東俗語圖解》。
資料圖片

◆現時的樓梯街，早已沒有舊
書攤。

戴望舒（1905～1950 年），中國現代派象徵主義詩

人，又稱「雨巷詩人」。戴望舒為筆名，原名戴朝安，

又名戴夢鷗。筆名艾昂甫、江恩等。 浙江杭縣（ 今杭

州市餘杭區）人。他的筆名出自屈原的《離騷》：前望

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 。意思是說屈原上天入地

漫遊求索，坐着龍馬拉來的車子，前面由月神望舒開

路，後面由風神飛廉作跟班。「望舒」就是神話傳說中

替月亮駕車的天神，美麗溫柔，純潔幽雅。曾赴法國留

學，受法國象徵派詩人影響。其作品有《望舒草》、

《我的記憶》、《災難的歲月》等。

◆戴望舒與第二任妻子楊靜和女兒。

◆《星島日報．星座》副刊剪報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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