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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雨樓隨筆（卷一）》

内容概要

很難簡單概括高伯雨先生的寫作。牛津大學出版社在高伯雨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之際，分十卷每卷近四
百頁隆重出版高伯雨系列，實是香港文化出版的一件大事。
高先生留學英倫有年，遊學東洋日本，上海北京。一九三二年開始在香港寫作，編雜誌編書翻譯談掌
故，一直到一九九二年，六十多年流傳於世的文字有數千萬字，堪稱香港最多產的作家之一，更被譽
為廣東香港最淵博的掌故家。
高先生為文如其為學，為學如其為人。其為人，溫而毅，直而婉；不信不言，不果不行；其文其學，
博而不雜，精而不執；深而不刻，淺而不薄；大而不無當，泛而不無歸。
高先生寫隨筆，以廣泛的興趣見稱，上知天文，下識地理，旁及巫醫星相。於學無所不窺；從政治、
經濟、社會、教育以及各部門的文學，甚至金石書畫，他都有濃厚的興趣。文字深入淺出，雅俗共賞
。
著名掌故家瞿兌之：「在中國的史書中，往往只看見興亡大事的記載，或者官式的表面記錄，而當時
人們實際上是怎樣活動的，只有從其他的來源中才能體會到。這就使得從事掌故學的人要負起相當重
的責任了。我翻閱高先生的聽雨樓隨筆，覺得字字精采，至今不厭重讀。」
羅孚先生更認為：「高伯雨對晚清及民國史事掌故甚熟，在南天不作第二人想。」
盧瑋鑾：「高先生筆下的香港社會文史掌故，特別是講他家族在南北行發展的故事，幾十年與無數留
港文化人的交往，這都是難得而應保留香港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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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雨樓隨筆（卷一）》

作者简介

高伯雨 （1906–1992）名秉蔭，又名貞白，筆名高適、林熙、溫大雅、秦仲龢等逾十個。祖父楚香、
父親舜琴經營名號元發行、元章盛、元得利等南北行生意。家底豐厚，高伯雨不愁衣食，跟名家習書
畫、學篆刻，遊學英國。在上海與唐雲笙（唐大郎）、王辛笛等往來，開始從事寫作。編過報紙副刊
，五十年代開始為報紙寫專欄「望海樓雜筆」「聽雨樓隨筆」「適廬隨筆」「彊廬瑣記」，一寫就是
五十多年。譯寫有《英使謁見乾隆記實》《紫禁城的黃昏》一九六六年三月，創辦《大華》半月刊，
一九六八年停刊後，一九七○年一月復刊為月刊，並印行黃秋岳遺著《花隨人聖酓摭憶》補篇、包天
笑《釧影樓回憶錄》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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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雨樓隨筆（卷一）》

精彩短评

1、一早读OXFORD版高伯雨《听雨楼随笔》第一卷，一气读毕，不忍掩卷，实在太好读了！一是高
先生对民国掌故烂熟于胸，且多用原始材料，每每有新知新发现；二是高先生文笔绝佳，半文半白，
夹叙夹议，妙趣横生，娓娓道来；三是对于一些历史谜案，高先生既像一说书人，又像一私家侦探，
另辟蹊径，抽丝剥茧，极重细节，大胆假设。总之，春日读此书，非常非常过瘾！
2、文史掌故，真不錯
3、最近買了一套高伯雨的聽雨樓隨筆，剛開始看，寫的歷史典故讀起來很有趣味。作者對一些歷史
的考證也花了功夫，對於牛津大學的這套書也值得收藏
4、从观察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书是很有独特价值的。高先生也博闻多识，考据细致，有许多人八卦
的事这这里都有客观的分析，更接近事实吧。在历史成为任人打扮的中国，真就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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