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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結 

 

綜之，我們認為「香港」是一個文學和文化的空間；「香港文學」是一個文

化結構的概念。我們看到「香港文學」是多元的而又多面向的。我們以一九一九

到一九四九為大略的年限，整理我們能搜羅到的各體文學資料，按照所知見的數

量比例作安排，「散文」、「小說」、「評論」各分「一九一九－一九四一」及「一

九四二－一九四九」兩卷；「新詩」、「戲劇」、「舊體文學」、「通俗文學」、「兒童

文學」各一卷，加上「文學史料」一卷，全書共十二卷。每卷主編各撰寫本卷〈導

言〉，說明選輯理念和原則，以及與整體凡例有差異的地方和差異的理據。編委

會成員就全書方向和體例有充分的討論，與每卷主編亦多番往返溝通。我們不強

求一致的觀點，但有共同的信念。我們不會假設各篇〈導言〉組成周密無漏的文

學史敘述，所有選材拼合成一張無缺的文學版圖。我們相信虛心聆聽之後的堅

持，更有力量；各種論見的交錯覆疊更能互動互補，其間的留白更能生發意義。

我們期望這十二卷《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能夠展示「香港文學」

的繁富多姿。我們更盼望時間會證明，十二卷《大系》中的「香港文學」，並沒

有遠離香港，而且繼續與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人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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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餘話 

 

後，請讓我簡單交代《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編輯的經過。

香港文學未有一本從本地觀點與角度撰寫的文學史，是說膩了的老話，也是一個

事實。從上世紀八○年代開始，大家有了先整理組織有關香港文學的資料，然後

再為香港文學修史的想法。48可是這個構想一直未有落實的機會。二○○九年我

和同事陳智德開始聯絡同道，組織編輯委員會，成員包括：黃子平、黃仲鳴、樊

善標、危令敦、陳智德以及本人。又邀請到陳平原、王德威、黃子平、李歐梵、

許子東擔任計劃的顧問。在籌備階段，我們得到李律仁先生的襄助，私人捐助我

們一筆啟動基金。李先生對香港文學的熱誠，對我們的信任，在此致上衷心的感

謝。經過編委員討論編選範圍和方針以後，我們組織了《大系》各卷的主編團隊：

陳智德（新詩卷、文學史料卷）、樊善標（散文卷一）、危令敦（散文卷二）、謝

曉虹（小說卷一）、黃念欣（小說卷二）、盧偉力（戲劇卷）、程中山（舊體文學

卷）、黃仲鳴（通俗文學卷）、霍玉英（兒童文學卷）、陳國球（評論卷一）、林曼

叔（評論卷二）。編輯委員會通過整體計劃後，我們向香港藝術發展局申請資助，

順利通過得到撥款。因為全書規模大，出版並不容易，我們有幸得到聯合出版集

團總裁陳萬雄先生的幫忙；陳先生非常熱心香港文化事業，一直關注香港文學史

的編撰；經過他的鼎力推介，《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由香港商務

印書館出版。期間總經理葉佩珠女士與副總編輯毛永波先生全力支持，《大系》

編務主持人洪子平先生提供專業支援，讓《大系》順利分批出版，編委會成員都

非常感激。《大系》編選工作艱巨，各卷主編自是勞苦功高；搜集整理資料的細

務，有賴香港教育學院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的成員：楊詠賢、賴宇曼、李卓賢、

雷浩文、姚佳琪、許建業等承擔，其中賴宇曼更是後勤工作的總負責人，出力

多。我們相信，《香港文學大系》是一項有意義的文化工作，大家出過的每一分

力，都值得記念。 

                                                       
48    例如一九八四年五月十日在《星島晚報》副刊《大會堂》就有一篇絢靜寫的〈香港文學大

系〉，文中說：「在鄰近的大陸，臺灣，甚至星洲，早則半世紀前，遲至近二年，先後都有

它們的『文學大系』由民間編成問世。香港，如今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看，都不比他們當年

落後，何以獨不見自己的『文學大系』出現？」十多年後，二○○一年九月廿九日，也斯

在《信報》副刊發表〈且不忙寫香港文學史〉說：「在編寫香港文學史之前，在目前階段，

不妨先重印絕版作品、編選集、編輯研究資料，編新文學大系，為將來認真編寫文學史作

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