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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學的源頭可以追
溯到上世紀四十年代，香
港迎來一批批因躲避內地
戰亂而前來暫避旅居的南

來作家，當中代表人物包括了蔡元培、茅
盾、戴望舒、蕭紅、許地山、端木蕻良、
張愛玲、劉以鬯、金庸等等。艱難的戰爭
年代，這些作家在香港一隅辛勤創作，灌
溉出一片文學的沃土。這些作家也與香港
一些知名地標深深聯結：張愛玲遊走於港
大與淺水灣之間寫出《傾城之戀》；蕭紅
寫下《呼蘭河傳》，病逝後一半骨灰埋葬
於淺水灣；許地山任職香港大學中文系主
任，為推動香港文學教育作出很多貢獻；
魯迅在香港青年會發表《無聲的中國》演
講……
「這些名人居住、創作、活動過的地方，

在其他地方會作為一個文化景點保留，但

香港沒有這樣做，我們有很多失落的文化
景點。例如李小龍故居，因政府要求手續
繁複，業主放棄捐贈。」潘耀明提議，政
府重新整理、恢復香港的文化景點，不僅
有益於文學推廣、提升文化氛圍，亦可以
推動旅遊事業發展：「比如蕭紅墓，在淺
水灣已經毫無痕跡，但其實可以在那裏建
一個蕭紅紀念館，講述她的故事、介紹她
的作品，人們就會知道有一個作家埋葬在
那裏，，這是一個很好的推廣深度旅遊的
方式，令文化細水長流。」
潘耀明在2006年成立了「世界華文旅
遊文學聯會」，每兩年一屆邀請世界各
地文學團體在香港等地舉行旅遊文化講
座等活動。「考慮到嚴肅文學有時曲高
和寡，旅遊是現代生活的一部分，我想
透過旅遊引起關注，在香港推廣旅遊文
學和華語文學。」這一活動也集結了內
地、香港、台灣地區及海外的華文寫作
者參加。

文學評論學者王德威曾寫道：香港的歷史

就是文學史。百年來，在維港風光旖旎的兩

畔，不僅誕生了不少書寫者，亦曾有一群遠

道而來的作家暫居於此，留下了膾炙人口的佳作。在這裏，文學

沿着歷史之軸徐徐書寫，儘管「文化沙漠」的名號像是無法洗刷

的印記，但一直以來，依然有人篤信文字的力量，幾十年來為它

奔走呼召。香港文學的忠誠戰士潘耀明經歷港英時期及回歸後香

港文學界面對的境況，他一句「香港不是文化沙漠，香港的文化

環境是沙漠」擲地有聲。在回歸25年之際，香港正努力向着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定位邁進，機遇迸發的當下，香港

文學這片久不被注視的塵封沃土，是否會也迎來新的轉機？

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高校內開始
流行創辦文學社，一些報章也專設版
面宣傳文社訊息，一時間形成青少年
學生的創作熱潮，一班香港本土作家
如也斯、西西等人在此之中脫穎而
出。然而地域的狹小、市場的局限也
令本地作家的發展一眼可望到盡頭，
此時，迎來內地改革開放，內地雜誌
報刊也紛紛向香港作家開放投稿，為
他們打開廣闊的發表園地，走向更大
市場，大大鼓舞了本地作家的創作激
情。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原本以為香港
回歸會走向更大舞台的香港作家，卻
因為內地出版業競爭愈來愈激烈，香
港年輕作家也不再具備從前的優勢。
潘耀明提及，如今香港作家除集中

於學術圈的部分人（因有較豐厚薪酬
和較多假期），其餘多是兼職寫

作，一面打工謀生一面創作，十分辛
苦。「香港沒有職業寫作的土壤，創
作者始終有維生的後顧之憂，如何培
養新作家？」潘耀明一直呼籲，政府
不僅要為寫作者提供安穩的創作環境
和出版資源，還要為出版圖書做後續
宣傳推廣，才能給到文學創作真正的
支援。
潘耀明見到近年一些受西九資助的

活動打着「文學」旗號，實際上卻是
做一些釀啤酒手工、寫詩的趣味遊
戲，他覺得很可惜：「香港舞台雖
小，但這舞台是受到世界矚目的，希
望政府可以將資源用在真正的文學
上，而不是由一些人將文學變相為表
演活動，那不是真正的文學。」這是
他一直以來都在呼籲的事：「不斷去
呼籲，政府才會引起重視。」

真正支援文學是提供出版資源

以文學地標發展「深度旅遊」

◆◆作為世界華文旅作為世界華文旅
遊文學聯合會會遊文學聯合會會
長長，，潘耀明常通過潘耀明常通過
研討會匯聚華語作研討會匯聚華語作
家交流家交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這座位於淺水灣的「飛鳥三十一」雕
塑是為紀念作家蕭紅而立。 新華社

◆◆場地缺乏無阻潘場地缺乏無阻潘
耀明舉辦文學講座耀明舉辦文學講座
的決心的決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潘耀明認為潘耀明認為
香港文學底蘊香港文學底蘊
十分豐富十分豐富。。

◆◆潘耀明曾邀請潘耀明曾邀請
內地知名作家蘇內地知名作家蘇
童童（（中中）、）、徐小徐小
斌斌（（左二左二））在港在港
出 席 文 學 座 談出 席 文 學 座 談
會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掃碼看片

◆◆金庸是潘耀明的伯樂金庸是潘耀明的伯樂，，
20012001年金庸寄贈他的硬筆年金庸寄贈他的硬筆
字字，，一直掛在其辦公室裏一直掛在其辦公室裏。。

◆◆潘耀明身為作家和出版業工作者潘耀明身為作家和出版業工作者，，幾十年與香港幾十年與香港
和內地文壇緊密聯結和內地文壇緊密聯結。。

建言建言

◆◆ 19951995 年年
秋秋，，潘耀明潘耀明
在杭州探訪在杭州探訪
巴金巴金。。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 19811981 年 潘年 潘
耀明與蕭軍同耀明與蕭軍同
遊淺水灣遊淺水灣。。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採：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慶威

拍片：香港文匯報記者 煒羚

談起香港文學的歷史，《明報月
刊》總編輯兼總經理、香港作

家聯會會長潘耀明如數家珍。因為作
家與出版業工作者的跨界身份，他十
幾年來與香港、內地文壇緊密聯結、
血肉相連，亦見證了香港文學界由回
歸前至今一路走來的陰晴圓缺。對文
學的信仰、對香港文學歷史痕跡的珍
視、對當今年輕創作者的悲憫……這
些情懷始終在潘耀明的心中流動，促
使他不斷奔走發聲，為文學界爭取更
多資源與一個明朗的前途。

缺乏場館 酒樓舉辦文學講座
「香港一直被稱為『文化沙漠』，

是一個誤解。從文學角度看，其實香
港是一個文學底蘊十分豐富的地
方。」潘耀明認為香港文學的歷史源
遠流長，上世紀四十年代來港的南來
作家、六十年代誕生的本地作家，用
他們的創作，為香港打下豐厚的文學
底蘊。歷史留下的文學資源無比寶
貴，但卻未得到世人珍惜，2004年
潘耀明就聯同 30多位香港著名作
家、學者呼籲建立香港文學館，用以
收藏、整理、分析作家作品和資料，
以及舉辦文學活動、開展不同國家、
地區間的文學交流，惟這一提議至今
都沒有得到政府回應。潘耀明苦澀笑
道：「香港是大都會，但不是文化大
都會；香港不是文化沙漠，但香港的
文化環境是沙漠。」
儘管缺乏支援，在潘耀明的堅持

下，文學活動依舊年年開展。香港作
家聯會成立至今已經舉辦了200多場
作家講座，但由於沒有活動場館，許
多地位崇高的名家甚至需要在酒樓開
展演講。潘耀明講到：「內地作家蘇
童就調侃過『潘耀明總是在吵鬧的酒
樓舉辦文學講座』，雖是一句好笑的
調侃，但也代表了香港文學界處於非
常窘迫的現狀。」近日在新特首即將
上任之際，潘耀明再度提出建立香港
文學館的提議，希望今次可以得到不
同的答覆。
談及18年的堅持，屢次遭遇拒絕

與擱置，潘耀明雖有時感到疲累，但
仍意志不改：「我本身熱衷於文學，
這個計劃也是為香港長遠考慮，為打
造一個文化大都會考慮，為塑造城市

的文化靈魂考慮。香港是中西文化的
窗口，但如何好好利用這個樞紐位
置，是政府應該要重視的事。」
倡議建立香港文學館已歷經「長途

跋涉」而未見光明，又眼見西九文化
區嶄新建築拔地而起，當代藝術、舞
台表演、戲曲文化、流行音樂等藝術
領域紛紛因此得到新的發展空間，潘
耀明難免有些擔憂：「國家『十四
五』規劃提出要將香港發展為中外文
化藝術交流中心，但文化藝術這棵
『大樹』若沒有文學，這棵樹一定是
蒼白失血的。從古至今電影、戲曲、
舞台表演作品許多都是改編自文學創
作，如果不支持原創文學，其他的文
化作品從何而來？」與其怨天尤人，
潘耀明更想從現有的資源和平台之
上，為香港文學的存續去尋覓和爭取
一線生機。
「香港回歸前，因為缺乏條件，我

們一直沒有形成一個有規模的文學組
織。因此我們對回歸祖國寄予了很多
希望，盼望特區政府重視中國文化可
給予文學界以支援。」至今儘管沒有
得到理想中的大力支援，然而回歸後
香港、內地無論是民間還是官方的文
學交流活動都變得越發頻繁，讓創作
人提高養分，這也對發展文學創作很
有意義。尤其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
下，粵港兩地的互動更加精細且高質。
但潘耀明也同時發現，大灣區的合作
多數是與經濟有關方面的議題，而少
了文化層面的交流。他一直記得內地
在香港上市的光大集團董事長唐雙寧
曾對他講「經濟是長遠，文化是永
恒」，於是正試圖憑藉香港作家聯會
的力量，帶動灣區之間的文學交流。
近年來廣東省一些城市着意發展文

化事業，並視文學為其中重要部分，
兩年前香港作家聯會就與廣東省作
協、澳門筆會一同成立了大灣區文學
聯盟，在廣東、澳門都有舉辦過文學
交流論壇，惟一直沒有機會在香港舉
辦。在他的多次倡議下，這一「文化
大灣區」的計劃終於得到香港藝術發
展局支持，即將於香港回歸25周年
之際舉辦「大灣區徵文獎比賽」和開
設「明月灣區」文藝創作園地，希望
為灣區文藝事業發展營造更好的氛
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