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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化十论》

内容概要

《香港文化十论》属于文化评论类。通过文学、电影、视觉艺术、戏剧与流行文化等例证去探讨香港
在中西文化冲击、严肃与商业文化交汇下所建立的独特文化身分。是对香港文化的一次多角度、全方
位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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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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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诗与解说开展文化空间
第七章　公众空间中的个人论说——谈香港专栏的局限与可能
专栏的限制与自由回顾年代《快报》的例子
80 年代专栏与新感情
「公众空间」中的专栏
第八章　雅俗文化之间的文化评论
文化评论的场域：学院抑或流行文化？
展览的形式作为文化评论
电影作为文化评论——90 年代香港电影对传媒的反省
第九章　怀旧电影潮流的历史与性别附录
后现代主义：「抄袭」与「原创性」
怀旧电影的讨论
《胭脂扣》： 跟历史打个照面
《阿飞正传》对怀旧的指涉
徐克电影的古今拼凑与性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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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民族电影与香港文化身份——从《霸王别姬》、《棋王》、《阮玲玉》看文化定位
《霸王别姬》： 重述国家寓言
《棋王》： 香港导演也难以界定香港文化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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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玲玉》： 与民族文化的对话， 文化身份的追寻

附录
初版后记
为什么要谈香港文化《香港文化十论》后记
香港文化及文学：中文书目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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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专栏的限制与自由 ——回顾70年代《快报》的例子 我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看香港报纸上的专栏。
那时其他传播媒介没 有那么发达，对一个爱好文艺的中学生来说，五花八门的报纸也是吸收 新知的
途径。因为家里人多，买回来各种各样的报纸，自然也看得很杂。但看《明报》自1959年创刊以来连
载的金庸武侠小说和后来的三苏怪论、简而清杂文之余，偶然也找到一些不同的东西。1962年，读《
星岛晚报》 副刊的言情小说，忽然读到刘以鬯先生1962年10月至1963年3月连 载的实验性小说《酒徒
》，后来又读到《寺内》，真是带来惊喜。我在当时 的《新生晚报》上也读到介绍艺术电影的影评，
胡菊人的《旅游闲笔》，戴 天、刘方、陆离和李英豪四人合写的《四方谈》，在《天天日报》和《真
报》上分别读到昆南和伦士谈电影的专栏；在《中国学生周报》上读到陆 离的《观影随想录》、小思
的《日影行》和《路上谈》等。这些不同的尝 试，令我相信尽管专栏的形式有不少限制，但也可以包
容不少新的可能。我开始试写专栏是在1968年夏天，在《香港时报》副刊写《文艺断 想》，每星期两
三篇左右，又因为副刊每日画版样，字数不会限得太严，结果这段经验并未令我体验到专栏的限制，
反而是自由过度，终以脱稿 收场。我后来也在《香港青年周报》、《星岛日报·娱乐一周》、《星岛
晚 报》等写过专栏，但最长久也最贯彻的专栏还是在《快报》，从1970年 到1978年，最先名为《我之
试写室》，后来改名《书与街道》，一共写了 8年。在写专栏的这段时间里，我真正体会到写专栏的
好处和坏处：好 处是写作的训练，每日给予你反省和表达的机会，叫你学习在有限的字 数和时间里
把想法写出来，可以接触较广泛的读者，也会较多响应；坏 处么，则是有时间和字数的限制，校对不
可能像期刊那么仔细认真、编 排不那么整齐美观，因为时间匆忙、篇幅有限，也容易令专栏作者写得
粗疏。有些报章更有内容和表达上的限制，指定要写流行的题材，指定 不可以写得艰深。幸好我在《
快报》遇到好编辑，把专栏写作的限制减 到最低，令我们享有最大的自由。七八十年代在《快报》写
过稿的朋友，对这点一定感到印象深刻。当时编《快报》副刊的是刘以鬯先生，他是一位资深编辑，
又是文 学爱好者。他编副刊的历史很长，抗日战争时就在重庆编《国民公报》 和《扫荡报》副刊，
和平后在上海编《和平日报》副刊，来港初编《香 港时报》副刊，去南洋期间曾编新加坡《益世报》
和吉隆坡《联邦日报》 副刊，回港后再编《香港时报》副刊。他1960年在《香港时报》编的 《浅水湾
》副刊，发表不少西洋文学译介和港台创作，是当时一个重要文 艺园地。刘先生在港以卖文维生，最
高纪录是同时为13家报纸写连载，他自然熟悉娱乐报刊的商业规律了；难得的是他始终热爱文艺，加
以长 久编副刊的经验，所以能编出《浅水湾》和后来的《大会堂》那样的文 学副刊来，成绩有目共
睹。他从1963年开始至1988年，编了25年非纯 文艺性的《快报》副刊，包括杂文专栏副刊《快趣》，
连载小说副刊《快 活林》，更见出在商业社会推介文艺的灵活策略，虽不如两份文学副刊那 样集中
，但在内容的多元性、培养新人众多，影响深远来说，恐怕更超 过那两份文学副刊呢！我在《快报》
副刊写稿那段日子，也看着它不断变化、推陈出新、雅俗并存，真是在种种限制中发展了最大的可能
。有时老板觉得作品曲 高和寡，娱乐性不够了，刘先生便会增设一些趣味小品，或把一两段通 俗稿
调到版面上方；过一段时间，风声没有那么紧了，又放出一段比较 实验性的文学创作。其中当然也会
有一定的妥协，未尽如理想的取合，但在这样的策略性进退之间，《快报》副刊开辟不少有新意的专
栏，包括 由名家轮流执笔的散文栏《群英会》及年轻作者的《短篇小说》，可说开 风气之先，刊登
过不少好作品。据我记得，杨际光、李维陵、方龙骧、司马长风、亦舒、西西、昆 南、戴天、董桥、
香山亚黄、梁锡华、王仁芸、卢因、李英豪、陈韵 文、陈方、孙宝玲、施叔青、关梦南、吴煦斌，都
在七八十年代的《快 报》写过一段时间专栏，集体合写的专栏亦多，如柴娃娃等人的《三轮 车》、
吴吴、李国威、关平、黄花乐的《会友篇》、《大拇指》和《素叶》 的年轻作者，亦曾轮流执笔。其
中不少人还是初次执笔，有不少作者最 好的作品都是在《快报》刊登，比方西西最重要的散文和连载
小说，包 括《美丽大厦》和《我城》都由《快报》催生。香港文化的丰富性与多 元化、东西文化的
冲击、传统与现代的调和、都市文化灵活时新，都可 在专栏见到。我很幸运赶上在那个时候在《快报
》写专栏，因为编者的包容，我 几乎写什么都可以。我记得自己写过生活随笔、书评画评影评剧评和
游 记，也写过诗、小说以及长篇的评论。写文化评论，有时也可以对社会 上一些既定意见提出质疑
；生活小品，未尝不可以提出另类的生活态度。我们的意见包容或偏激，当时编者还是一句话不说就
发了。我事后才知 道，编者为了包容文学性和青年作者，也作了不少缓冲的调整。P145-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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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香港文化十论》是也斯讨论香港文化的一部论集。本书共分为十讲，分别从电影、美术、摄影
、文学、流行文化等多角度对香港文化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论述，体现了作者对香港文化的深入思
考，以及对香港文化的批评和阐释。作者希望借此向大家阐明：香港文化的特色以及形成方式？也希
望借此来帮助我们看清香港未来的方向。本书是一部深入了解香港文化特色的重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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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待细细品味。
2、也斯的作品以后不会再有了，因斯人已去。读期内容，不错。
3、是不是论文都是这样子的没有任何兴趣点，而且不知所云呢？我真的对此存疑。，
4、#第24本# 恰由港乐转而对香港文化发展感兴趣，碰到这本是意外之喜，作者对香港身份认同和文
化出路的思考与焦虑值得欣赏，欠缺点在于兜兜转转，始终逃不开几点，略有单薄，也觉唏嘘，而作
者也是迷惑之人，文风带着严肃的忧伤。最后电影方面章节倒不错。以后多找相关的书籍。
5、刚好里面有分析李碧华《胭脂扣》的电影改编，跟我毕业论文的主题一样，角度不同，挺有意思
。
6、可能因为作者太过偏向中文吧，感觉不管是论述电影、杂志、都市，或者是社会现象，最后都会
转入对于语言和相关文学的讨论中，有一点出离。
7、借此隐隐绰绰的了解一下香港文化。这三星不是给书，是给其实不怎么看得懂的我
8、阅读香港文化，了解香港风俗人情，读出世界，输出智慧。
9、虽不断强调外部附加在HK城内的文化标签和符号，但抛开这些符号能有什么又讲不出来，其实做
好桥梁就不容易了
10、脚踩西瓜皮 东扯西拉的 啥也没说清  差评
11、也斯在后记里说，书中不少文章都是和听课者互相交流、相互启发后写成的，可成书后还是有很
多不同的声音，太深或者太浅，不够学院或者理论至上⋯⋯这种融合了具体案例与理论分析的既不深
亦不浅的体制是否也是呼应香港文化的结果？虽然在一些具体节目上有分歧，如“专栏的公共空间”
，还是很喜欢。
12、里面讲到一些电影和书，都没看过，不知是否影响对文章的理解
13、浅谈而已。李碧华越来越全能型了~~
14、其实还ok吧
15、整本书谈不上系统的十论，但于我而言每篇都能对我有所启迪，每篇都值得深挖，延伸扩展，是
一个做文化研究很好的引子。
16、不错！！！！！真心不错哦
17、『香港的故事，为什么那么难说』
18、喜欢这种老香港的感觉。写的很深刻犀利。
19、读过觉得⋯⋯恩⋯⋯也没怎么样。。。去看西西的吧
20、歷史意義大於理論意義。
21、十论之名却毫无结构
22、总体内容不错，深入度还有欠缺，也可能是出版环境限制，很多东西不能继续往下说透。
23、土生土長香港文化人的生活反思與體驗，值得細閱。
24、对香港文化的论述没有面面展开，几个点而已。
25、看《香港文化十论》想到过去大陆人说香港是文化的沙漠，即便过去这一说法有些根据，那么今
天则彻底地被颠覆了。香港今天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中国大陆没有（或者说没有那么好）；香港今
天有世界上最为活跃的媒体，而大陆没有（有媒体，但却是一片死寂的媒体）；香港有世界上最文明
的市民，而大陆则盛产出国四处丢脸的公民......香港今天如果算是绿洲，那么今天的大陆正在沙漠化
。
26、作者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点，比如第五、六章关于香港文化身份探索的评介，这本书的问题是
成文太早，以至于作者的相当一部分观点在当时所具有的新鲜感、尖锐度、敏感性在今天看来已经大
打折扣。对于我来说，更想看到的是这些观点在今日是否有新的梳理或是转向，从这个角度来说倒也
可以把这本书当做一个起点，香港的文化问题原本复杂多变，指望一本书给出所有答案显然是痴人说
梦，因此本书附录给出的香港文化研究书单倒成了极具价值的一部分。
27、一个城市的文化展现方式是多元化的，可以从电影、文学、摄影、视艺及流行文化等媒体着手。
作为80后，目睹国家大事件之一“九七香港回归”，从而对这本《香港文化十论》有了翻阅的兴趣。
再次回味到熟悉的影剧《霸王别姬》《东方不败》《笑傲江湖》《鹿鼎记》⋯
    香港因其特殊的政治身份、社会处境，陷于“商业与艺术”极端二分、“东方和西方”简单对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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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汇无间之类观念中，无法对香港实际情况作出辨析，导致香港故事含糊难说。愿这座商业化的都市
发展，除了高楼大厦，能够多几个“调景岭”，能够雅俗互补，在旅游业与地方文化教育的投入考量
均衡，不要顾此失彼，逐步的给这座“文化沙漠”添入斑斓色彩。
28、以关于探讨行为的探讨思维展开另一层的关于论述语境的论述，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核心，但这
本书里讲《阿飞正传》和《胭脂扣》的两篇非常棒，可以选择阅读。另外这本引进版的编校质量比较
差劲，大量港式译名被保留，但同一英文名的中译前后不一致情况又频繁出现。第135页干脆出现了文
字烂尾。当然在关于那一年那一夜的某些论述上，责任编辑似乎是满敏感的，所以并不是傻，是得过
且过
29、还没看、想多多了解真实的香港，希望如愿。发货很快，昨天配货今天就到了，话说第一次这么
快。
30、试说清香港都市文化，对其他城市的文化来说也是一条颇值得参考的路径。
31、感觉没什么干货,多是浮泛的杂谈
32、对文化评论有点提不起兴趣，可能是对所评文化不够了解的缘故。
33、香港的历史和文化。不错。
34、书买来里面竟然有几页破损，不开心
35、喜欢港剧，香港电影，80年代的香港娱乐圈可以代表整个华人甚至亚洲的典范，香港文化是有的
，需要传承和挖掘，本文中最令人易懂的莫属于电影部分，《阿飞正传》以前看过，但是那时还小，
感觉不到电影背后更深一层的意义，看完这本书决定从温一遍⋯⋯
36、上一次在火车上读的，十几个钟头的旅程加上几个钟的候车时间，刚好读完。香港人谈香港文化
，有种推翻你以往所有的理所当然。
37、文化研究遭受的误解与白眼简直百花齐放
38、其实香港同广东好似咯
39、读到作者说香港汇丰银行大楼是后现代主义建筑我就⋯⋯⋯⋯⋯⋯Norman Foster哭晕了
40、对香港文化可以有一个非常全面、系统的了解，堪称经典！
41、也不太好看。
42、也斯算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虽然是从内地过去的，但是成长经历基本都伴随着香港记忆，在一
再强调摒弃中原意识的同时，也斯或多或少的也添加了香港意识。
43、比想象的薄了点，内容还不错，有助全面了解香港文化和影视业发展。
44、文化批评的书读起来实在吃力，草草翻完，难说好坏。
45、电影部分讨论的几部都看过。。。但是在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方面。。。恨自己积累太少 和作者
难以找到共同点= =
46、前段时间也斯去世的消息才让我知道原来作者是位大家
47、仅因为题目所以想读，对于门外汉来说，这本书涉及的文学理论其实就让我们觉得很难理解了。
不过想了解香港文化，读这本书还是有不少的帮助的。
48、可以作为了解香港的一个侧面吧
49、也斯叙述中的HK和我过去建构的浮城不太一样（可能因为我只了解八九十年代），他提醒读者，
对HK的叙述不能满足于为其贴上后现代标签；后殖民也许是一条出路，但它并不完全适合HK。至
于HKer的身份文化认同，作者的倾向在书中很明显，但今天看来并不令人惊奇。因为论述的是“香港
”这一主体，所以西方文化对HK的影响那部分似乎被当做背景而省略了，或因为众所周知而在文章
中无法找到位置。书后的参考书目很有用。
50、也斯是香港严肃文化代表人，所写的东西都很认真，但于我来说都太泛，有点书目或作品罗列之
嫌，不过用心做整理疏理都已经很了不起了。
51、評分明顯過低了，如果也斯先生還在的話，他肯定會說你們這些人都不懂香港。1.不同論者代表
的立場就是文化政治的角力，論者內化角力的各方面也難以表達清楚。2什麼是香港的形象，所有的
想象，帆船，妓女。後殖民和後現代，誰更適合香港。4各種空間，建築，超現實的，寓言的，在視
像裏呈現的。5並非中西融合，而是中西鬥爭，強與弱，先進與落後，還有各種質料選擇的階級性。6
雅與俗，以商業化否定香港，攝影家既商業也藝術，注意畫配字的狀況。7公眾空間，香港各個專欄
就是雅與俗的融合。8學院還是流行文化，後者更是主流，號外與香港大學，景觀社會。9懷舊潮，並
置與拼貼，流行文化更有可能附和主流意識形態。10電影製作的多元化，香港的介入，刪除香港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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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或加入。這本書提供了許多視角。
52、书很好，各个主题都很有特点，还有不少文学与电影的分析~
53、这本书真是读得痛苦，毫不痛快
54、昨天看到说《春光乍泄》是王家卫基于性别认同基础上，对于香港在现代社会自己的身份认同的
寻找，而本书中谈到《阿飞正传》实际上也在很早之前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隐喻：一直没有脚的鸟只能
不停地飞，等到他落地的那一天就是死亡的时候。这也是香港人在寻找精神上的归属，因为从一开始
这地方就是飘渺，在他人的掠夺下失根的，所有人都没有来自母体的归属，也没有对他者的崇尚，它
充满了历史与未来、中国与西化、雅与俗的矛盾。从本质上而言，香港可以说是小市民+殖民=商业文
化为主潮的大香港，而其间的文化仅仅是指尖的沙粒而已，如此稀薄。很多人在拯救和倡导香港文化
兴盛的时候都保持着一种疏离：都选择在外围进行修补，且时刻保持距离，以疏离的口号式进行呼喊
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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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香港文化十论》，也斯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建筑、摄影、小说、专栏、电影
，其实都不熟悉。因此，看得也就迷糊。一是背景不明，二是题裁不适。除了个别信息点外，此书毫
无印象。
2、我对北京感情很深，那四年的酝酿所含有的醇厚却全在上海日子里才感受到，可是每当我想一下
如果我再回到北京的情景，我又感到也许我并没有像我所想的那样热切，能在过了深夜12点找小毛出
去散步是很大的诱惑，如果工作在北京能和王晨璐租在一起也是极感开心的想象。在一本内容毫不吸
引我的书下写书评，完全是因为时间长了，我想写一写，自由地写一两个小时，在安静的黑暗小屋里
，没有其他人，没有其他信息，因为这一两个小时的孤独的享受，让人在大多数时间里都能心平气静
。我彻底离开心爱的姑娘，用极端的孤独中的书写抵制欲望，索性还能看些书。我十分怀疑的文章就
是这本书里的文章，名为“论”，但每当你一个句子一个句子读时，经常发现一句话里榨干没用的文
字之后，一点不剩，这一点令我深恶痛绝，我随便翻一页举例。比如第104页的第二段话——但我以为
这样还不够，因为这样的解读方法，简单地肯定了香港的艺术家“等同”于“西方”后现代艺术家。
（“这样的解读方法”是蒙混的代词）但从这展览的主办方法、艺术家的作品与宣言、教育小册的解
释、文化版的报道与反应（这些XX的YY结构中的YY无一不是含混的没信息量的抽象词），我们却不
能不承认与西方文化环境其实有许多不同（尼玛，不同到底是什么！！！）。艺术形式不可能一成不
变地在不同文化中复制（又是毫无信息量的话，真是恨得牙疼啊！），即以引起争论的装置艺术来说
，在西方也有一个发展的历史。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实验艺术，后来达达和超现实的活动中，已
有过个别相类似的例子（除了用了三个名词外，毫无信息量！“个别”、“相类似”全是蒙混的词！
）。这是随着打破画的框框而来的探索，抛弃物料的纯粹性，越过艺术和生活的简单分野（最后这一
小句是我最恨的句子种类！什么他妈的叫“艺术和生活的简单分野”，以论为名，实际上还是以混易
混！）。继续50年代的突发性演出、环境艺术的探索，装置艺术特别强调对物料的探讨与综合关系的
配搭、对空间的安排探究（“综合关系的配搭”这种东西简直让人无法忍受！）。——结束，不再摘
抄了。这本书真正做到了，读完十论以后，我对香港还是一点画面感都没有。慎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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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香港文化十论》的笔记-第217页

        P222除了这几个例子，我们更见到一个新现象：制作资金来源和发行制度的渐变，进一步冲击原
来的民族电影模式。⋯⋯产生了许多不同于过去必然经国家电影厂全权控制的半独立制作作品，这种
种不仅改变了电影的制作方式，也令电影中比较固定的“国家”、“民主”观念变得含糊，变得混杂
了。⋯⋯香港及海外资金合作的田壮壮的《蓝风筝》与张元的《北京杂种》参加东京影展，中国代表
团愤而退席。1994年北京电影具有与不满香港国际电影节放映内地与香港合资的何一的《悬恋》
（1993）、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1993）以及内地与香港合拍的罗卓瑶的《诱僧》，抽回原来答
应参展的九部中国电影。北京方面理由是该三部制作未经内地审查，香港方面则认为依据国际版权法
案，该三部电影并无必要获内地审查始在港放映。
《霸王别姬》：再思民族电影同时重述国家寓意
P224这里导演用非常煽情的手法，把同性恋处理成受迫害而形成的牺牲，这代表了导演对性别问题比
较狭隘的看法，缺乏了对主体性的探讨与了解。在人物刻画上，我们只见蝶衣妒忌、发脾气、自杀，
完全是过去对女性的典型形象。在导演的镜头摆布下，这人物在画面上又总是朦朦胧胧、隔着金鱼缸
、放在纱幕之后、安置在中远景而少特写、特别少说话的机会、成为被欣赏的景象。正因导演的无心
正视，不欲细探，这任务的主体性显得空白一片，想写他沉迷京剧艺术、沉溺于感情等也就显得不够
了。
P225⋯⋯电影确似是从“外人”、“异端”的角度去批评传统民族文化，它对国际亦无美言，结果这
部电影亦因为“国家”、“民族”的因素而最先不能在大陆（据说因为对“文革”后的处理不够正面
）和台湾（据说因为电影里的台湾工作人员不够半数）公演。后来几经波折终于在两岸公演了，但它
基本上在参与各地影展时还是被视为一部香港电影。
P226  原著中段小楼移居香港小说原著中想对人物晚年稍离开了国家的矛盾心态有所刻画，亦特别带出
香港这一个特殊的空间：它在神州大地的边缘，似无关又有关。“香港”为小说的任务提供了另一个
独特的空间，但这在北京导演的处理下却全删去了，电影抹去人物与香港空间的任何联系，宁愿牵强
牵强而风格化地安排两人在剧院中重排《霸王别姬》是蝶衣自刎而死。导演展现了不少传统艺术的情
节，却批评及贬抑传统民族艺术，但又整齐地回应传统艺术的情节，建立新的民族寓意。这样做牺牲
了主体人物的心理发展，蝶衣的性情在成长后变得模糊不清。⋯⋯在这一步被称为香港的电影中，香
港正扮演着暧昧的角色呢。

2、《香港文化十论》的笔记-第125页

        ⋯⋯我们可以见到从粤曲到流行音乐、从卡拉OK到武侠小说，都与社会、文化、政治有千丝万缕
的复杂关系，用过去新批评的细读本文或现代主义的排斥大众文化的方法，都不足以解读。

3、《香港文化十论》的笔记-第86页

        依日本建筑师矶崎新（Arata Isozaki）与浅田彰（Akira Asada）的说法，传统的建筑空间大概可以
分为三种：（1）固定的，如欧洲传统的建筑作为“存在的屋宇”（海德格尔语）；（2）游牧式的，
如游牧民族的帐篷，暂时占据一个空间；（3）既游动又稳定的，如日本的神道寺式的建筑物，材料
可能不固定但形式却是固定的。而今日我们面对的都市空间则可以分为三类：（1）真实的，有历史
脉络可寻的；（2）超现实的，由各种混杂元素并置而成的国际性都会空间；（3）超级真实
（hyperreal）或模拟类像（simulated），如迪士尼世界等模拟虚构工艺世界的空间。
⋯⋯其实整个城市的建筑物都带有游牧化的趋向。所以尽管这现代城市有真实的脉络可寻，但因为混
乱的杂芸、矛盾的错置，也变得愈来愈超现实化了。

4、《香港文化十论》的笔记-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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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认识香港艺术的文化身份，我们不能不对传统与现代、东与西、本地与外来、雅与俗等二元观
念实际在香港处境中的意义弄清楚，但又要同时超越简单的二元对立去看其中复杂的渗透与变异。在
所谓传统与现代的讨论中，过去不是简单地视为对立，就是假象一种融洽无间的和谐。在所谓中西文
化的讨论中，不是简化地应用大陆、台湾的模式，就是把伦敦、巴黎的例子一成不变强套在香港身上
，再不就是以拼凑的中国杂碎出洋、以翻版的西洋进口，对文化交涉的细致复杂处完全没有探讨，就
以为中西文化已经交流了。在所谓雅与俗的讨论方面，不是无条件地认同商业文化，以票房和销路为
唯一价指标准；就是执着于精英文化，对其他为商业化，不屑一顾。这些做法都对认识香港艺术的实
际处境没有帮助。

5、《香港文化十论》的笔记-第36页

        ＜旗向＞ 昆南（60年代＜好望角＞第6期）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噫花天兮花天兮

　　TO WHOM IT MAY CONCERN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阁下诚咭片者股票者

　　毕生掷毫于忘寝之文字

　　与气候寒暄(公历年月日星期)

　　“诘旦Luckie参与赛事”

　　电话器之近安与啡或茶

　　成阁下之材料——飞黄腾达之材料

　　敬启者阁下梦梦中国否

　　汝之肌革黄乎眼瞳黑乎

6、《香港文化十论》的笔记-第二章

        都市文化·香港文學

慕翼《失妻》
施叔青《夾縫之間》
松木《從康樂大廈跳下來的人》
陶然《海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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