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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九十年代的读者来说，香港新诗无疑是一种没有历史的文学。
它的过去 被藏匿在幽暗的角落，存在与否几乎受到怀疑，只近年在不少由中国学者撰写 的有关香港
文学史的论述里因政治需要而受到「照顾」。
《香港新诗选 1948-1969》作为一系列整理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学的研究，可说是一项发掘藏匿者的 工
作。
郑树森的〈导读〉一如他在《香港文学大事年表》序所言，自觉为重构 历史的工作，同时了解到重构
的局限性，具有开放和自省的态度。
就〈导读〉 和所选作品，编者有意突出五六十年代香港新诗多元并存的局面。
郑氏指政治 立场上的左与右、诗形式上的格律与自由，内容上的晦涩与明朗，都得以并存 ，又指出
香港新诗与台湾现代诗的渊源关系。
此「并存」局面大异于同时代的 中国和台湾，原因值得进一步探讨；「并存」当中的抗衡和调整，使
整个局面 更形复杂，更是香港新诗建立主体性的重要契机。
　　〈导读〉指五十年代初多为格律派，如徐吁、林以亮、力匡等，稍后又有 以自由诗为主的现代派
。
值得指出的是，即在「格律派」中，林以亮与其它同 代诗人因诗观不同而有很大分歧。
林以亮在《人人文学》指夏侯无忌重视情感 的主张过时，又透过介绍一位长期受忽视的四十年代诗人
吴兴华在诗形式上的 种种尝试，对五十年代普遍弥漫的五四初期模彷浪漫主义式的感伤笔调作出调 
整、并提出另一种形式的可能。
林的主张在当时未受到重视，但五五年《香港 时报》「诗圃」版由卢因、王独醒等撰写的连串有关诗
与情感和诗形式问题的 文章之中，林的主张无疑受到年青一辈诗人的肯定。
在诗形式探索上，诗圃版 的作者卢因、蓝子、无邪等在该版和同年创刊的《诗朵》上都积极尝试，最
明 显的成绩是创出了「蜻蜓体」。
诗圃版又有文章批评当时模仿力匡、徐吁的风 气，《诗朵》更有〈免徐速的诗籍〉一文批判守旧的诗
观。
这些反对过于强调 情感、反对保守、提倡创新的作风，说明了在马朗创办《文艺新潮》提倡现代 主
义之前，五十年代中期已有年青一辈诗人提出自己的声音，对战后来港诗人 的感伤笔调和保守作风并
其影响作出反省和提出新主张，不再模仿怀乡和反共 的笔调，逐渐塑造更贴近本土的主体性。
　　林以亮和年青一辈诗人抗衡和调整的对象，其实是针对战后来港诗人的放 逐心态。
他们不以香港为家，同时不能接受香港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与内地 的极大差异，放逐意识自为必然
。
马朗创办《文艺新潮》已有意识地以现代主 义作为放逐的出路，对年青一辈来说，对放逐意识背后的
大中原文化比较疏离 ，亦不满于放逐意识背后的消沉保守作风，现代主义对他们而言更形可近。
徐 吁、力匡和马朗、昆南更实质的分别相信不在于格律派和现代派，而是放逐和 反放逐。
反映放逐意识的以感伤笔调怀乡、反共、否定香港，和反映反抗放逐 意识的正视本土文化、个人内在
精神探求、约制情感的态度，也是五六十年代 香港新诗的重要线索。
　　郑树森早年留学台湾，曾参与台湾《文学季刊》、《现代文学》的编辑工 作，六八年曾为《中国
学生周报》在台访问洛夫，又向台湾诗人约稿，自然熟 悉台港互动情况。
台湾现代诗对六十年代香港新诗的影响一如郑氏所言，而香 港新诗对台湾现代诗的晦涩诗风的调整，
除了郑提出温健骝与羊城的新古典明 朗写法，创建学会诗作坊研读三四十年代中国新诗、引介西方现
代文学亦对现 代诗的晦涩诗风有所调整。
七十年代初温健骝提倡「批判的写实主义」和《中 国学生周报》后期译介美国民歌和「诗之页」提倡
以日常语言写日常题材，又 是另一种调整。
六十年代香港新诗就文社潮「文学介入社会」的主张和逐渐昂 扬的社会意识所受到的冲击似较小说为
小，但无论以明朗、写实主义或日常语 言调整一度过于晦涩被评为脱离生活的现代诗风，均可视为另
一种侧面的回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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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众多文化刊物和团体如《文艺新潮》、《中国学生周报》、创建诗作 坊等对现代主义、台湾
现代诗、中国三四十年代新诗和外国现代文学的引介， 香港新诗在六十年代已塑造了异于中国和台湾
的风格。
五十年代由书写放逐至 反放逐，六十年代对台湾现代诗由吸收到调整，从而转化出自己的语言，可说
是香港新诗建立其主体性的两次重要契机。
与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和台湾相比， 香港文学以至更广义的文化艺术都对建制没有威胁性，相对地，建
制亦没有必 要去操控或扶掖它，做成香港文学独特的并存性，另一方面自生自灭亦做成断 裂和薄弱
。
战后的经验虽然严重断裂，九十年代许多文学研究者各种整理、编 集以至重构的工作致力填补断裂，
香港新诗隐藏的「没有历史」的历史可望变 改。
五六十年代香港新诗由放眼本土与外地、重视融合和创新的风格所建立的 主体性仍然延续至今天，多
少与它「没有历史」的特性相关，但至于当香港新 诗逐渐被重构或照顾后，其主体性的局面会否改变
，则希望只是一个反应过敏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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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屈的意志秋思春光感冕的模糊燕语问重门夜藉歌四月的女郎——根据道生诗作喷泉献袷中国的战门
者焚琴的浪子园殇祭一九五○年申遇湖南空虚水边静室雨天窗签名——记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悲怆交响
乐——一九三三年发生在柏林深夜的故事大哉　骅骝也造访不眠和夜即使是春天面包在马伦堡街扫窗
——观潮剧之三日记白莲谢后念珠横量圆寂听佛有感石庭一匹奔跑的斑马风筝石头记流血的记忆出征
以后不被编结时的悲哀⋯⋯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香港新詩選1948-1969>>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