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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市井生活 刘佩佩 作

1921年，罗五洲在香港创办“中

国文学研究社”，该社以函授教学形

式培育学员，定期印发讲义，推出的

出版物除以期刊形式出现的《文学研

究录》及《文学研究社社刊》外，还有

以函授资料形式出现的《中国文学研

究社专修函授讲义》，另出有《求学捷

径》之类的社编书籍。通过分析这批

出版物，可以还原1920年代香港地区

文人活动的现场，展现传统文化在香

港的辐射状况，进而窥察香港文学现

代转型的特点。

复兴传统文化的主张与
“中国文学研究社”的兴办

“中国文学研究社”之设，与“五

四”以后文风、世风的巨变有着密切

的关联。罗五洲对新文化策略颇为

抵触，明确以振起旧文风、捍卫传统

之道为“中国文学研究社”开展活动

的底层逻辑，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弘

扬传统文化思想。

该社课程以对传统文化的研习

为主体，门类包括：“经学、史学、国史

概要、西洋史概要、子学、文学、文法、

作文法、小学、骈文、诗学、词学、尺

牍、新闻学、小说、作小说法、修身”。

其中的“经学”“史学”“子学”显然沿

袭了四部之分法，也就是说，直接指

向了古典的内容。

现存诸种出版物均落实了“中国

文学研究社”倡导中国文学、弘扬传

统文化的宗旨。《中国文学研究社专

修函授讲义》设“经学讲义”“史学讲

义”“子学讲义”等栏目，与函授课程

门类相对应。前后相继的《文学研究

录》《文学研究社社刊》两种内部刊物

所刊的作品主要为旧体。

“中国文学研究社”的
函授理念及其在出版物中
的表现

“中国文学研究社”以函授的形

式开展教育活动，将学员招至旗下，

其教学理念清晰，各环节排列有序，

形成流畅的运行线条。课程内容、试

题、学生课业等均需借助出版物呈

现：讲义资料是传播知识的介质，《文

学研究录》《文学研究社社刊》则用于

展示知识的传播过程及效果。诸种

出版物都在教育过程中稳定发挥特

定功能。

该社函授活动的行为要素可以

概括为：延请知名文人担任教员，负

责编订讲义、解答学员疑惑、批阅学

生考卷；收取学员作业加以改削，帮

助其练习中文写作；采取考试形式对

学员学业进行考察，对考卷择优附批

语刊发于社团内部刊物上，以资鼓

励。不限对象、不限地域的教学模

式，大大拓宽了传统文化的传播幅

面，该社在创办次年已颇具规模，甚

至在内地也颇有影响。

只有将坚持以函授形式传播传

统文化一事置于1920年代香港的文

化场域之中，才能充分彰显“中国文

学研究社”教育活动的历史意义。近

现代香港的中、英文教育发展极不平

衡，中文教育问题相当严重。在这样

的情形下，在香港地区开展的任何形

式的中文教育活动都应得到正面的

评价。香港教育界对中华传统文化教

育的坚持，有效地强化了居港华人群

体的归属意识。“中国文学研究社”比

私塾等基础教育机构入学门槛更低，

更易将传统文化内容输送给正常情况

下难以进入学堂接受教育的群体。

香港地区文学社团的
现代转化与“文学”概念的
现代转型

“中国文学研究社”自始至终采

取函授这一组织形式，与同时期在香

港出现的、以私人交往为中心集结的

旧诗文社有显著差异。该社虽无成

员在现实场景里的聚集活动，却用更

为“现代”的方式，以出版物为介质实

现社团内部关系的维系。讲义所见

诸种课程内容、社刊所见学员优秀课

艺与教员批语，是对函授各环节的体

现，环环相扣，建构了以普及教育为

目标的通路。内部刊物上开设的“本

社通告”“社简代邮”等固定栏目，是

社团传递消息的渠道。此外，如遇教

员或学员去世，“中国文学研究社”还

会在刊物上发起悼念专题，发表缅怀

逝者的系列文本，这种纪念活动有助

于提高社团的凝聚力。

多元文化的协商推动了1920年

代香港地区“文学”概念的现代转

化。就课程设置的情况来看，“中国

文学研究社”所用“文学”之概念总体

上更近于先秦最为原始意义上的“文

学”，不限于与现代所谓“文学”学科

相关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诸种体

裁的文艺写作，而是泛指一切撰述之

事。概念上的复古，与回到传统文化

源头汲取促进社会良性发展之力量

的意图相关。所弘即为传统之道，所

重也就偏于旧体之文，《文学研究录》

《文学研究社社刊》发表的作为“模

范”的古今名人作品及学员优秀作

品，都以旧体为主。

不过，文学书写以旧体为主、甚

至追求“文学”原始意义的回归，并不

代表“中国文学研究社”墨守旧的文

化理念以及旧的文学价值观。该社

开设的新闻学、小说、作小说法等新

科目，较为自然地呈现了从四部之学

向七科分类转型的痕迹。这种变化，

体现的不是“现代”对“古典”的直接

取代或者西方对东方在文化上的宰

制及规训，而是经历长期的文化接触

后出现的渐进的适应。具体到狭义

的文学而论，“中国文学研究社”的姿

态亦不保守，《文学研究录》《文学研

究社社刊》所刊小说作品倾向于追求

情节的完整性和内容的趣味性；语体

以文言为主，亦不排斥白话写作；兼

收原创及翻译小说。这种多元并蓄

且贴近市井阅读趣味的书写风度，与

稍晚于两刊出现的《小说星期刊》显

现出明显的连贯性。文风偏旧与观

念新变并存，杂糅的态势，折射出

1920年代香港文学渐变的风貌。

新思潮与调和：从香港
的位置观照“现代”的实现

“中国文学研究社”的出现是以

新文化在香港的迟出与传统文化的

持续发展为背景的。1920年代，新旧

文化在内地、香港的境遇大相径庭。

内地在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

后，总体上倾向于排斥古典一脉，但

在香港地区，仍以肯定传统文化为

主，对待新文化反而表现冷漠。

居港华人群体当时对旧文化、旧

思想的坚持，却不能以“落后”“保守”

视之。香港社会文化在1920年代经

历了复杂的变化。传统文化、新文化

与西方文化在香港混杂，共同参与在

地文化的编码。三者之间互有竞争：

殖民政府对激进的民族主义论调不

免忌惮；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

存在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化与新文

化的矛盾也难以规避。就精神内核

而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异

质性，是远大于新文化与西方文化

的，坚守传统文化，本质上是出于对

殖民的反抗。“中国文学研究社”诸种

出版物的内容，体现了居港华人群

体对中华文化尤其是对传统文化的

认同，当然也就凸显了对殖民文化

的抵制。

尽管“中国文学研究社”坚决主张

复兴传统文化、文学，但对新思潮却似

仍较为包容，对外国文学的接引也相

当主动。对域外文学的引入，对新文

学作品的接纳，集中反映了“中国文

学研究社”面对异质文化及新思潮时

的总体态度。罗五洲等人绝非一味守

旧，他们所反对的是决绝地走向文化

断裂，而缓慢的文化协商、调和并不

为其所抗阻。“中国文学研究社”择取

因地制宜的渐进式方案，与“五四”新

文化运动者所挪用的狂飙突进的革命

式方案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1920年代的香港，传统文化起

到凝聚华人族群、维系中华民族文化

认同的重要作用，文学无论新旧、雅

俗，其存在均有利于延续中文写作传

统，具有反殖民意义。“中国文学研究

社”主动承担起传播中华文化的使

命，坚持以中文组织的文学书写和文

化教育，试图在特殊的文化语境中保

存中文写作传统，不断强化居港华人

的文化归属感，恰恰凸显了1920年代

香港文化的特征。该社的追求，折射

了居港华人群体所共有的心系中华

的情愫。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

研究院讲师，文学博士）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内地文人带着

未竟的文学理想南下香港，《立报》《大公

报》《星岛日报》《华商报》《文艺阵地》《文

艺青年》《大风》《时代文学》《大众生活》等

报刊在香港创刊或者复刊，香港成为重要

的文化中心之一。在内地文人大量南下

香港之前，香港的新文学基础较为薄弱，

基本处于边缘地位。1930-1940年代内

地文人南下香港，试图将内地新文学的话

语体系和文学资源“移植”到香港。因此，

与1920年代香港文坛文白、新旧、雅俗

“同置并存”不同，1930年代下半叶香港

文坛迎来了新文学的“爆发”。

不过，内地文人南下香港的文化实践

并不是中国内地文学谱系在香港的横的

“移植”，而是有着多元面向和内在张力。

香港文化空间的特殊性为内地文人的话

语实践带来了诸多挑战，也增加了新的质

素。首先，香港是一个“各派并存、同时发

声”、充满无限可能的话语场。这意味着

内地文人在香港开展文化活动面对的是

更为复杂的文化格局，这也使得他们在香

港的文化实践有着多元面向。其次，香港

在接受新文化、新文学方面与内地存在

“时差”，面对香港新文学发展的迟滞性，

内地文人尤其是左翼文人试图在香港完

成“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的双重任务，

这使得他们在香港的话语实践充满张力。

左翼文人与香港文化语境的“交锋”，

首先见于有关“反新式风花雪月”的文学

论争中。1940年10月，《文艺青年》第2

期刊载了杨刚的《反新式风花雪月——对

香港文艺青年的一个挑战》。该文指出，

香港青年的文章“初看起来都是写美丽的

雕琢得不很坏的东西。细看起来却是没

有内容的，充满悲哀的、颓废的灰色东

西”，与“民族煎熬”“社会苦难”极不相

称。杨刚试图将内地左翼文艺的话语体

系移植到香港的文化语境中，对香港青年

进行文学教育和思想启蒙，但是香港文化

语境的复杂性为这种话语实践带来了更

多的可能。

这篇文章一经发表，便引起各方热烈

的讨论。据统计，讨论该话题的文章达九

十余篇。除了《文艺青年》之外，《星岛日

报》《大公报》《立报》《华侨日报》《国民日

报》《南华日报》等报刊也参与其中。香港

文坛的诸多政治力量与文化力量在这场

论争中纷纷登场，左翼文人、右翼文人、汪

派文人、香港青年都参与其中。有关该话

题的讨论已然超越了文学的范畴，各方力

量都试图在这场论争中论证其意识形态

和文学观念的合法性。因此，在“反新式

风花雪月”的论争的背后，是各方力量话

语权力的博弈与角力。同时，左翼文人所

提出的“挑战”也指向香港的文化语境和

文学生态。彼时的香港旧文学传统和通

俗文学传统根深蒂固，相对而言新文学处

于边缘地位。因此，左翼文人试图改变香

港的文学格局，以确立新文学在香港的地

位，而“反新式风花雪月”的提出，从某种

程度上来说也是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只

是杨刚等左翼文人所忽略的是，香港与内

地的文化语境和文学生态不同，在香港拥

护新文艺的读者群体本来就少，而杨刚提

出的“反新式风花雪月”所挑战的恰恰就

是这些爱好新文艺的青年。同时，杨刚的

观点本身也存在悖论，正如赵稀方先生在

《报刊香港》中所指出的，她对“新式风花

雪月”创作倾向的批评主要针对流落于香

港的外地青年，但是她在追溯原因时却又

指向香港本地的教育体制与文学传统等

历史因素。所以杨刚在对香港的文学生

态发起挑战的同时，本身也在接受香港文

学场域的挑战。

茅盾为《大众生活》创作的《腐蚀》也

做了这样的探索，他试图沟通内地的话语

体系和香港的文化语境。《大众生活》由邹

韬奋于1941年5月17日在香港创办，其

宗旨在于传播知识，以协助“政府”改进政

治，完成“抗战建国”的目标。而政治色彩

太过浓厚的刊物难以获得香港读者的亲

切感，所以为了调和《大众生活》的政治色

彩、打开香港的文化消费市场，茅盾创作

长篇小说《腐蚀》并在《大众生活》上连

载。这部小说虽然取材不在香港本地，但

是因题材涉及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活动，主

人公赵惠明的经历可谓惊险刺激，较为符

合香港读者的审美旨趣和阅读期待，所以

成功地吸引了香港及南洋喜欢惊险小说

的读者。不过，虽然《腐蚀》的文本实践向

香港读者的阅读期待靠拢，但是其与香港

本地的通俗文学作品不同，香港本地的通

俗小说以市场为导向，而茅盾创作《腐蚀》

虽也是为了以“通俗形式”吸引香港读

者，但目的还是让其发挥文学的宣传教

育功能，一方面打开香港的文化消费市

场，另一方面利用香港特殊的文化空间

回应“皖南事变”。因此，《腐蚀》的文本

实践在沟通内地的话语体系和香港的文

化语境方面做了成功的探索。

总之，抗战时期内地文人南下香港的

文化实践有着多元面向。他们一方面将

内地的话语体系和文学资源“移植”到香

港，借用香港的文化空间，为内地的文艺

运动助势，另一方面也有着建设香港本地

文化的文化自觉。内地文人尤其是左翼

文人对香港文化语境的“看见”与“不见”

也让这种话语实践充满张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

赵稀方

港澳台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在国内早已开展，各种文学史也出版了不少，但由于种种条件限制，研究尚处于作家作品评论的阶段。从原始报刊出发，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方式。过去因为时

空限制，查阅港澳台及海外华文文学报刊困难重重，所以鲜有人做这一工作，但我们最终还是要迈出这一步。对于报刊的检视不仅涉及史料问题，更生发出新的文学史认识。

徐婷研究20世纪20年代的文言刊物，如《文学研究录》等。这个研究，让作者突破了香港新旧文学对立的文学史叙述模式。与内地不同，香港当时是殖民统治地区，英文是官方语言，中国文

言文学在这里承担着民族文化认同的作用，并且新旧是互相不排斥的。这种殖民现代性，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种补充。

李青林的文章研究的是抗战时期的报刊《青年文艺》等。抗战时期，内地文人南下，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高峰，这是内地香港文学史大书特书的部分。不过，李青林却从南来文学与本地文

学互动的角度，看到另一番风景。

——特约主持人 赵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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