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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值此罗孚先生九十大寿之际，随着《北京十年》的问世，《罗孚文集》出齐了，厚厚七大卷，集中展
示了罗先生在文学长途上努力精进，不断反思所取得的多方面的成就，不仅为研究香港文学史，也为
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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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孚，原名罗承勋。
1921年生于广西桂林。
1941年在桂林加《大公报》，先后在桂林、重庆、香港三地《大公报》工作。
任香港《新晚报》编辑、总编辑。
编辑过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的《文艺》周刊。
以丝韦、辛文芷、吴令湄、文丝、柳苏等为笔名，发表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和文论、诗词等。
著有《香港，香港》、《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燕山诗话》、《西窗小品》等，编有《
聂绀弩诗全编》、《香港的人和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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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香港人和事》　　梁羽生　　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　　正文之前的闲话　　金应熙似乎是一位
颇有争议性的学者。
比如说他是否&ldquo;背叛师门&rdquo;，又比如说他在学术上的&ldquo;定位&rdquo;等。
　　但有一点应无异议，他是地道的&ldquo;港产&rdquo;学者。
中学读的是&ldquo;名牌&rdquo;的英皇书院。
在香港高中会考中名列榜首；大学读的更是港人公认为最高学府的香港大学，年年都考第一，获奖学
金。
用&ldquo;港话&rdquo;来说，即MadeinHongKong，货真价实。
　　或曰：&ldquo;货真&rdquo;我无异议，他确是&ldquo;香港制造&rdquo;的&ldquo;好嘢&rdquo;！
但说到&ldquo;价实&rdquo;呢&mdash;&mdash;尚无&ldquo;定价&rdquo;，&ldquo;价实&rdquo;又从何说
起？
这是内行人的话。
金应熙在学术领域涉猎之广，收获之多，单以史学而言，正如&ldquo;金门&rdquo;大弟子陈华（暨南
大学退休历史系主任）所说：&ldquo;几十年来，他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哲学史、印度
哲学史、中俄关系史、东南亚史、华侨史、菲律宾史、香港史等许多领域都写下大量论著，作出重大
贡献。
&rdquo;且还有外文专著《中国古代史纲》、《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等等。
但方面虽广，却又似乎都未达到&ldquo;成家&rdquo;的地步。
　　但也并非全无定评，最少在&ldquo;香港学&rdquo;方面，他就是当之无愧的开创者与奠基人之一
。
纵然说到&ldquo;成家&rdquo;，言之尚早。
整个&ldquo;香港学&rdquo;都还是&ldquo;新生事物&rdquo;呢。
这里顺便说说&ldquo;香港史&rdquo;和&ldquo;香港学&rdquo;这两个名词。
&ldquo;香港史&rdquo;是总称，包含有研究香港的各门专史在内（经济史、社会史、政制史、法律史
、宗教史、文化史、教育史等）。
这些多元化的发展，就构成了今天的&ldquo;香港现象&rdquo;。
香港学是研究&ldquo;香港现象&rdquo;的一门学问，它和香港史的研究范围一致。
这是依据&ldquo;历史编纂学&rdquo;所作的注释。
若就一般人的观念来说，把&ldquo;史&rdquo;只限于&ldquo;历史事件&rdquo;的话，前者的范围就窄得
多了。
不过对金应熙来说，不管&ldquo;通史&rdquo;也好，&ldquo;专史&rdquo;也好，每一方面，他大概都可
以应付裕如。
尤其在香港经济史方面。
这有《香港概论》可以作证。
　　他生前有许多衔头，最后一个衔头是《香港概论》的编撰员。
　　&ldquo;香港为何这样香？
&rdquo;自邓小平提出&ldquo;一国两制&rdquo;以来，许多学者都在探讨&ldquo;香港起飞的奥
秘&rdquo;（借用中国早期的&ldquo;香港学&rdquo;学者黄标熊、梁秩秋编著的一本书名），香港在战
后的经济发展很快，经过五十年代的恢复期，六十年代的工业大发展，到了七十年代，就几乎全面起
飞了（多元化和现代化）。
种种&ldquo;奇迹&rdquo;，令人目为之眩。
一般人对&ldquo;香港现象&rdquo;的着重点，也在经济发展方面。
　　《香港概论》分上下卷，上卷集中在经济方面，主要的编撰员就是金应熙。
下卷（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出版时金应熙已去世。
编后记最后一段说：&ldquo;在本书下卷编撰完成的时候，我们特别怀念为《香港概论》的编撰工程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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躬尽瘁的金应熙教授。
金教授是国内和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也是学识渊博的香港学专家。
作为本书的一位主要编撰员，他为本书编撰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以古稀之年，不计名利，不避艰苦，夜以继日，默默耕耘，务求高质量地完成极其繁重的任务，不
幸因急性心肌梗塞于一九九一年六月与世长辞。
&rdquo;《香港概论》的编撰，可以说是香港学的奠基工程。
　　金应熙在人生的旅途中本来可以有许多选择，作为史学大师陈寅恪的接班人就是其中一个。
如果在学术界作民意调查，相信大多数人会认为这应是金应熙的最佳选择。
虽然创建香港学的价值是否就逊于&ldquo;陈学&rdquo;的继承，见仁见智，也是难说得很。
不过，价值纵难言，心愿终未了。
或许金应熙本人也会兴起一点&ldquo;人生无奈&rdquo;的感觉吧。
　　但无论如何，这位MadeinHongKong的学者，得以为香港而终其一生，也总算是和香港有特别的
缘份了。
　　金应熙和香港有缘，我和金应熙似乎也有点特别的缘份。
　　我在学术上毫无成就，但平生有幸，倒也曾遇过不少明师。
对我影响最深的两位，一是简又文，另一就是金应熙（为了行文简洁，请恕我省去&ldquo;先
生&rdquo;二字）。
　　简又文和香港关系之深，恐怕远在金应熙之上。
虽云&ldquo;宦海飘流二十年&rdquo;，最后还是在其香港老家&mdash;&mdash;九龙施他佛道的&ldquo;
寅圃&rdquo;，完成其名山事业。
在学术成就上，他是应无遗憾的。
　　两位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相同之处不是没有，但相异之处，却更大更多。
　　首先是辈份不同。
简又文和金应熙的老师陈寅恪是同辈。
我拜他为师时（一九四四），他早已是名满全国的太平天国史学者；而金应熙在岭大历史系开始当上
讲师之时（一九四六），还只能算是&ldquo;初出茅庐&rdquo;的年轻学者。
虽然这位年轻学者，已足以令老一辈的学人刮目相看（简又文和冼玉清都曾向我提过他）。
老一辈的学人颇重辈份，所以当后来（一九四九）冼玉清为我引见陈寅恪时，她只介绍我是简又文的
学生，却没提及我上过金应熙的课。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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