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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歷史小說是
推理作家、藝人莫文

蔚胞兄——莫理斯多年
的願望，《香江神探福

邇，字摩斯》系列的誕生實現
了他的心願。
莫理斯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

訪時分享，他於小學首次接觸到了兒
童版的《福爾摩斯探案》。後來他偶然發

現了家中的一本原裝版，於是便開始在探索
慾的驅使下查詞典、讀故事，後來英語水平直

線上升，這也為他的推理小說夢埋下了種子。
莫理斯也曾於英國讀法學期間嘗試寫小說，但那時

英國的出版行業低迷，出書這件事並無進展。2000年左
右回港後，莫理斯開始用中文寫作。後來，《新世紀福爾

摩斯》電視劇於2010年播出，為他帶來了新靈感，「這部劇
算是神來之筆，因為它將19世紀的夏洛克．福爾摩斯偵探放在了

21世紀的環境中。」這啟發他開始以中國歷史為背景，打造中國版福爾摩斯。

受陳浩基鼓勵繼續創作
莫理斯選擇了晚清時期的最後30年來對應原著的維多利亞時代。「首冊《香江神探福邇，字摩

斯》的背景是1880年代。我各用時一年查找資料、完成創作。」在首本書於2017年出版後，莫理斯
曾一度心灰意冷，因作品在香港沒有激起太大水花。後來，在2019年香港書展，莫理斯驚喜地發現推理

小說作家——陳浩基讀過自己的作品，他也通過陳浩基認識了一群本地推理作家，又有了前進的動力。
《香江神探福邇，字摩斯2：生死決戰》的最後一個故事發生於甲午戰爭時期。莫理斯指出，在原著的《最後一

案》中，作者曾因創作上的枯燥選擇讓福爾摩斯跌落懸崖，直到十年後以《福爾摩斯歸來記》滿足讀者們希望主角並
未死去的願望。「在我的創作中，主角裝死裝了四年。歷史上，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實際上是來到了香港，所以我在

《香江神探福邇，字摩斯3：捲土重來》中，安排福邇在『死亡』四年後護送他來港，從而讓福邇自然地出現。」

獲「年度最佳日譯外國偵探小說」
2023年，由舩山睦美翻譯的《香江神探福邇，字摩斯》日文版，在日本「翻譯Mystery讀者賞」中由日本各地讀書會票選

為「年度最佳日譯外國偵探小說」，是唯一獲獎的中文小
說。同年，日文版亦獲第9屆「日本翻譯大賞」評為「翻
譯最佳的外語小說」「年度最佳日譯小說」。這些成果都
讓莫理斯倍感欣慰。
莫理斯現時正在創作的第四本書，最後一個故事發生於
1911年。他原計劃於年底完成整本書的稿子，但他此前確
診了腎癌，這令他十分痛苦，因第四本書還未完成。幸運
的是，在住院兩周後，他的身體大有好轉，目前情況暫時

穩定。當前市面上並沒有流傳很
多武俠推理主題的作品，因此他
希望在完成「福邇」系列後，開
啟一部以武俠為主、推理為輔的
新書的創作。

今年，莫理斯的推理小說《香江神探福邇，字摩斯》
日文版，在日本「翻譯Mystery讀者賞」中由日本各

地讀書會票選為「年度最佳日譯外國偵探小說」。為讓其
書迷進一步感受小說的刺激感，同時以互動性極強的形式
走入香港多處地點的歷史，康文署於日前攜手莫理斯，圍
繞作者基於晚清時代背景、以人物福邇為主角的探案系列
三冊書，展開了四次城市漫步活動，以書中的史實及虛構
案件為切入點，帶領大家揭開香港更為立體的新面紗。
導覽的第一站是設有聖山遺粹「宋皇臺出土宋元文物」
及「宋皇臺與海上貿易」展覽的宋皇臺港鐵站大堂。作為
一處旅行地點，這並不常見，但展覽古老的文化氣息與精
緻的古代文物，為這次的書本導覽揭開了極具底蘊與戲劇
性的一章。港鐵站外的宋王臺花園也與系列第三本書《香
江神探福邇，字摩斯3：捲土重來》的故事有關。
在此書的《木氏迷墓》一章中，莫理斯圍繞原址在九龍

灣西岸的宋皇臺紀念石碑的相關歷史背景，加入了南宋第
八位皇帝——宋端宗及其家人因蒙古南侵逃到香港的經
歷，其中包含部分關於尋寶的虛構內容，而寶藏的線索就
滲透於新界鄉村幾百年來流傳的一首歌中。在這一部分
中，莫理斯巧妙糅入了人們對聲音信息的納入與輸出。
「因為是口口相傳的歌，所以有誤傳的情況，比如發音或
意思有變，因此也是值得探尋的線索。」他介紹道。

九龍寨城外的古廟舊事
穿過宋皇臺港鐵站印有各種文物介紹的廊道，走出B3
出口，就會進入一片充溢着東南亞氣息的區域。走過前方

的馬路，順着左側
的小路向前走，在
主路向右拐彎，就
已經能看到滿是綠
蔭的九龍寨城公
園。
2024年港產大賣

電影《九龍城寨之
圍城》將香港幾代
人記憶中的九龍寨
城擦去浮塵，以流
行文化的影響力為
現在的九龍寨城公

莫
理
斯
懷
熱
忱
研
歷
史

打
造
中
國
版
福
爾
摩
斯

2019年黑暴平息後不久，莫理斯曾讀到一位
內地讀者的評論：「想不到香港作家也能寫出
這麼愛國的書。」這令莫理斯哭笑不得。「我
認為香港人從來沒有不愛國。我書中的很多情
節都是歷史上真實的愛國運動，不是虛構
的。」生於1965年的他續指，小學時，他記得
許多老一輩的香港人竭力爭取到了中文成為香
港法定語言，「因為當年的高官都是英國人，
所以英文是法定語言。但如果中文沒有地位，
本地人就沒有動力去學中文。」因為先輩的團
結，莫理斯與許多同伴都選擇了中英雙語的學
習。
普通話也是莫理斯在回港後自主學習的。他

表示，他的一些在港外籍朋友有時會抱怨英文

在香港的地位有所下降，而普通話的普及度則
大大上升。「我不覺得這是什麼問題，香港本
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強調，普及
普通話也是為滿足人們溝通上的需要。「孔子
也不是用山東話教書，而是『雅言』。中國這
麼大的地方，若沒有通用語言就很難溝通。」
他指出，因廣東省及周邊地區較常講地方
話，對官方語言較為生疏，因此那片區域歷史
上比較出名的解元（古代科舉制度中鄉試的第
一名）屈指可數，其中一位便是明朝的林文
俊。香港比較為人所知的一位進士則是康熙年
間的鄧文蔚，當年是廣東省新安縣錦田人，
「我妹妹莫文蔚的名字就是參考了他的，因為
我爺爺和媽媽同屏山鄧氏家族很有淵源。」莫

理斯介紹道。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雨竹記者手記 連續幾個周末，記者跟隨作者莫理斯

及康文署工作人員，走過了多處作者書

中提及的地點。歷史與現世，在樹影、車鳴、揚起的塵土中

交織、對話。上世紀人們的足跡，以及書中人物的身影，都

在秋日中若隱若現。

在看到被烈日摩挲着的、青草中斷裂的「九龍寨城」石額

時，這片曾經密集的棚戶區似乎也披上了朦朧的、跳動的電

影膠片。那是觸及記者內心的場景。

走過如此多的地點，記者也不由地感嘆：作者定是對祖國

的文化與歷史愛得深沉，才能傾注如此多的耐心與時間創作

「福邇」系列；即便生了重病，也還擔心無法完成創作。

誰說香港是文化沙漠，這裏明明有很多人盡心澆灌着綠

洲……

很多人在盡心澆灌
文化沙漠正變綠洲

香港人向來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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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來到香港的海內外遊客，開始從以購

物為主的旅行方式，轉向更具城市探索性的深度

遊，從各個角度發掘香港的內涵，感受這一都市

的無盡魅力。康文署最近甚有創意，將與香港歷

史有關的小說融入當下正流行的城市漫步（City-

walk），更邀請到推理小說《香江神探福邇，字

摩斯》系列的作者——莫理斯親自帶隊導賞，以

作品故事情節遊走於具有歷史意義的多個地點

中，為讀者打造知識與玩樂交織的體驗。香港文

匯報記者經隨隊採訪，發現參與者反響非常好。

對他們來講，這是一次真正的、深度認識香港的

機會。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雨竹

園帶來了新的熱度。作為曾經「臭名昭著」但又標記
了時代的區域，九龍寨城自然也是莫理斯書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更是書中的常客。公園還留存着刻有
「南門」及「九龍寨城」的石額，亦包含其他寨城遺
蹟。這片區域雖早已被改造為鶯啼燕語的公園，但其
中仍漫溢着濃厚的、有些神秘的時代氣息。
公園外有一座歷史近300年的侯王古廟，這也是《香

江神探福邇，字摩斯2：生死決戰》中提及的地點。莫
理斯在書中融入了一些相關史實，即綽號為「花旦
滿」的晚清廣東劇盜於光緒十四年潛逃澳門後，被押
解回九龍寨城正法。後來官員於城背白鶴山上的侯王
廟立「折洋鋤盜」匾額以記此事。

發現半山電梯的另一面
從香港大會堂走到中環街市，是導覽活動的另一條

路線，途經香港大會堂舊址——現香港滙豐總行大廈
旁，以及建有中環填海工程動工儀式紀念基石的遮打
花園。此行程的一大亮點是許多遊客前去打卡的半山
電梯，這裏是《重慶森林》《黑暗騎士》等影片的取
景地，也是「福邇」系列首本書第一章《血字究秘》
提及的地點。人們踏上這全長超800公尺的電梯，在城
市的喧囂中望向一邊鱗次櫛比的高樓與各種特色店
舖，或穿梭於城市的繁華中，或穿行於腦海中香港經
典的光影裏。而對於莫理斯的書粉，他們的眼前或許
會映出故事中的場景。
電梯的盡頭是舊中區警署——現時充滿文藝氣息

的大館。這裏也是莫理斯常於「福邇」系列中提
到的地點，因每當故事中駐大館的幫辦（督查
的舊稱）對案件沒有頭緒時，他們都會向
有謀有智的福邇尋求支援。經過擺花
街、嘉咸市集，再與半山電梯打個照
面，便能來到於1939年落成、現
已被活化的中環街市。這裏不
是書中的案發地，但卻是福
邇的丫鬟鶴心常去採購的
地點，因此莫理斯將
這一具有生活氣息
的場所納入了行
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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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各個年齡段，大家都興趣濃厚，每當作者講解起來，眾人都認真
聆聽。康文署劇場空間藝術行政經理見習生吳泳渝在受訪時透
露，此次活動是劇場空間項目總監勞敏心及莫理斯共同的構
思，因作者大多數創作都以香港歷史元素為主，而當下正
流行的「Citywalk」形式恰好可以幫助讀者遊覽各個地
點。吳泳渝表示這次活動的反應甚好：當作者提及春
園街曾經的門牌號很大時，參與者會好奇探問原
因；當來到銅鑼灣海濱長廊的怡和午炮前時，
大家會問它的作用是什麼，莫理斯回答「用
於報時」，用炮報時那麼大的陣仗，令
他們意外；當抵達被人們俗稱為「紅
毛嬌街」的吉士笠街時，大家又會
詢問為何有此街名，莫理斯便
會講起民間流傳的故事……
很多參與者都是莫理斯的
書粉，因此很快能將
故事情節與地點相
聯繫，高質量地
與作者互動、
交流。

●●莫理斯為參與者介紹宋王臺莫理斯為參與者介紹宋王臺
花園的建立背景花園的建立背景。。

●●大館常作為舊中區警署在大館常作為舊中區警署在「「福邇福邇」」系列中出現系列中出現。。

●●九龍寨城公園是莫理斯書中九龍寨城公園是莫理斯書中的的「「常客常客」」。。

●●莫理斯在宋皇臺港鐵站內講解宋元文物歷史莫理斯在宋皇臺港鐵站內講解宋元文物歷史。。

●●康文署與作者莫康文署與作者莫
理斯聯手開展城市理斯聯手開展城市
漫步活動漫步活動。。

●●導賞團在大館感受濃郁的文藝氣息導賞團在大館感受濃郁的文藝氣息。。

●●莫理斯以晚清時期的最後莫理斯以晚清時期的最後3030年年
為背景創作了為背景創作了「「福邇福邇」」推理系列推理系列。。

●●「「福邇福邇」」系列的誕生實現了莫系列的誕生實現了莫
理斯寫歷史小說的願望理斯寫歷史小說的願望。。

●莫理斯在中環街市為書迷簽書。 社交媒體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