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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食物与爱情》

内容概要

人们不再只是宣示“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故事”，“我们的小说”，并呼喊“我们不是天使”，
而是还必须思考我们究竟生活在什么样的城市？我们已经说了哪些故事和小说？我们不是天使，我们
是什么？人们不再只是以文学为工具来建构“香港意识”，而是也以文学的方式反省“香港意识”的
基础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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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食物与爱情》

作者简介

许子东
华东师范大学，加洲大学洛杉矶分校文学硕士，香港大学哲学博士。现任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复旦大学兼职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著有《郁达夫新论》、《当代文学印象》、《当代小说阅读笔记》、《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
５０篇“文革小说”》、《当代小说与集体记忆》等。主编有《香港短集小说选１９９４－１９９５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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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食物与爱情》

章节摘录

　　我是如何变成了嘻嘻嘻酒吧一位快乐的常客呢?这要从我的病说起。　　前不久，我断定自己得了
一种病，并且联想到，先前被我归之于怪癖的一些行为，原来只不过是这病的典型症状。　　已经有
好一段日子了，我发现自己常常像被鬼缠上一样，被一首歌或是一句话缠上。情况是这样的：　　突
然之间，有一段旋律，通常连着歌词，在心中涌现。它一遍又一遍地反复，一遍又一遍。开始还有点
新鲜感或好奇感，让我能一边琢磨着它的情调，一边寻思：“咦!怎么会想起这首歌的?好多年了呀!”
可渐渐地，就觉得有些不对头了。怎么?竟没法把它从脑海里驱除?它　　像蚊子一样在身体里盘旋，
你挥挥手，它好像避开了，可是转眼之阃就又响了起来，哼哼啷啷，像一个有所要求的孩子。要命的
是你不知他要求的是什么，他自己也不见得能说出来。　　　　　　　　书摘1他问：“之后，你们
可有再见面?”　　“没有，一年后，我便移居到纽约来就职。”　　“对，同时认识了我。”　　“
没想到，她会成为我弟弟的女友。”　　“好像已是未婚妻了。”小陆提醒她。　　“是，而且，她
假装不认得我。”　　“也许，她一时不知如何反应。”桂波叹口气。　　“也真是一名奇女子，看
上去亮丽动人，充满信心，一点不家个受过伤的人。”　　桂波颇觉安慰：“我的确是一名神医。”
　　“可能，她已把往事埋葬。”　　“慎满可知她往事?”　　陆榕基忽然严肃起来：“桂波，虽然
是你至爱兄弟，我还是照样劝你别管闲事。”　　“可是——”　　“我知道你为他好，可是你一加
插意见，势必造成他反感。”桂波静下来，男友说得对。　　“弟兄姐妹始终要各自组织家庭。各自
为政，以配偶子女的重。”　　“可是这胡星德心中有芥蒂，一定会叫慎满疏远我。”　　“是义怎
么样，反正你俩一年也不见一次。”　　“可是我总希望一家人融洽相处。”　　“那足可遇不可求
的事。”桂波用手托着头：“我有种感觉，我会失去我弟弟。”就在此际，电话铃响起来。桂波已觉
得不妥。　　“姐姐?我有话说。”　　“回来说呀。”　　“姐姐，我考虑过了，住你家不方便，我
们决定住酒店。”果然，来了。　　一切在意料之中。　　慎满已叫人唆摆。　　桂波十分失望，有
人知恩不报，反转来咬一口。　　她的语气忽然冷淡：“随便你们，不过，明天给我一个电话，我有
话说。”　　“一定。”他挂断线。　　陆榕基都听见了。　　桂波说：“看样子，她打算瞒他一辈
子。”　　小陆看着女友：“你不够客观，那是她的过去，她可以坦白，可以不提，都是她的选择。
”　　“我怕弟弟吃亏。”　　“喂喂喂，慎满早已超过廿一岁，不劳操心。”　　本来期望一次最
愉快的聚会，没想到草草收场。　　桂波只觉无味，陆榕基安慰了她一整个晚上。　　第二天，慎满
来了，一脸歉意。　　桂波微愠说：“女友比姐姐重要，町是这样?”　　慎满搔着头皮。　　桂波一
向大方，只得笑笑说：“也是对的，姐姐不能陪你一辈子，姐姐将来结婚生子，会忙得透不过气来。
”　　慎满说：“昨日星德的情绪忽然无故低落。”　　“她可是在酒店休息?”　　“不，去格林威
治村探访朋友。”　　“关于她的过去，你知道多少?”　　“不多，”慎满笑，“我这个人比较喜欢
展望将来。”　　“你绝对相信你的眼光?”　　“是，星德有事业，个性独立、聪明、体贴、爱我，
我十分欣赏，她对我有百利而无一害。”　　“你俩认识多久?”　　“一年多了，朋友介绍，一见钟
情。”　　“几时去见父母?”　　“快啦，星德背景非常简单，父母早逝，没有亲人。”　　桂波叹
口气，他知道得不够多。　　“姐姐，我觉得你不太开心。”　　“陕被另一女子抢去弟弟，当然恍
然若失。”　　“胡说，弟弟永远足弟弟。”　　慎满与姐姐拥抱，棒波觉得事情没有想象中坏，她
有足够涵养不去揭人家的秘密，或是披露他人不愿提起的伤心史。“姐，我要到银行办些事。”　　
“我们一起吃晚饭如何?”　　“好，如果星德不来，我一个人来。”弟弟仍是好弟弟。他离去没多久
，电话铃又响，桂波以为是慎满还有话说，连忙问：“是否漏了东西?”　　那边却是一把女声，轻轻
说：“李医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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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食物与爱情》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三联书店出版的《香港短篇小说选》双年选本十几年来一直比较注重收选香港的“文艺小说”，
通常并不包括坊间十分流行的武侠、言情或其他畅销小说。“文艺小说”这个概念（犹如“爱情婚姻
”一般），正如黄继持所说，其实不无语病：“‘新文学’格局的小说，港人曾笼统称之日‘文艺小
说’。⋯⋯本意或因其‘文类’之新而赋予正面价值，但往往也用作商品标签，加于某些言情或感伤
小说、带点‘文艺腔’者，以别于‘旧’式的通俗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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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食物与爱情》

编辑推荐

　　三联书店出版的《香港短篇小说选》双年选本十几年来一直比较注重收选香港的“文艺小说”，
通常并不包括坊间十分流行的武侠、言情或其他畅销小说。《后殖民食物与爱情》（香港卷）为其中
的一本。“文艺小说”这个概念（犹如“爱情婚姻”一般），正如黄继持所说，其实不无语病：“‘
新文学’格局的小说，港人曾笼统称之曰‘文艺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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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食物与爱情》

精彩短评

1、第一篇
2、大学图书馆里的借阅，记得游静的《陪我睡》最入心，从此就记住了这个名字。
3、黄碧云那篇《桃花红》太阴暗了
4、喜欢那种暧昧潮湿朦胧的香港，那种离我们很远，可是又好像曾经发生在身边的大背景。
5、瞌睡的小鬍子，當然沒有想到，他的鄰座是一個回鄉的魂魄。如果不是這么凄涼，無疑是很滑稽
的，像生命中很多事。
6、香港生活的写照，好快餐，好迷离
7、3星半，所选篇章看，西西、黄碧云、也斯等名家的水准还是好一些
8、港式短篇的收放之间总夹着一股寂静冰冷况味，更难得收录了《桃花红》
9、桃花红 日落安静道
10、桃花红还不错
11、篇幅大都短；较喜欢《后殖民食物与爱情》、《桃花红》、《青春遗事》、《香港制造》
12、只是为了看亦舒和黄碧云
13、有意思。
14、抓住了香港回归前后和恰逢世纪末人的心理和审理的变化，对世界不稳定的焦虑，对香港之后道
路的担忧，对生活的信心的降低而引发的一系列在文学上的表现。
15、最爱黄碧云那篇
16、没有看完，发觉自己还是不喜欢短篇，香港的那种特有的此地他乡的感觉也无法感同身受，因为
文化差异，总不能很好的理解
印象比较深刻的其中一篇关于每天重复的按照导演规划的生活，让人有些反思，我的生活，是否也是
这样呢？什么是我能把握的呢？
17、香港卷印记。黄碧云还是黄碧云体，亦舒有亦舒体，还有太多不了解的小篇幅们挤在一起，不一
而论。
18、类似小时候读故事会的消遣。从另一个角度看香港移民。
19、只为桃花红
20、看了一多半，还是觉得黄碧云的桃花红最好看。
另外，关羽那篇，一定是被江湖告急借鉴过⋯⋯
21、唯独喜欢其中的《桃花红》，甚是惊艳，有点颓废的真实。
22、头昏的话，最好还是别看了。
23、受不了《芭比的世界》。
24、黄碧云那篇 潘文伟那篇不错 还有广厦千万间四面墙壁围你一方空间
25、就为了黄碧云的桃花红也要给四星。好于台湾篇。董启章的那篇《香港制造》写法上倒是新鲜。
26、许子东选的文章不怎么样。比较喜欢的：也斯《后殖民》，文津《老鼠》，王璞《嘻嘻嘻酒吧》
，黄劲辉《重复的城市》，董启章《香港制造》，韩丽珠《电梯》
27、香港制造
28、三城记小说中最好的一部
29、几乎每篇我都喜欢。
30、pinko
31、我们对事老是各有不同的意见，彼此争吵不休，有时也会伤害对方，但是到头来又还是走到一起
，也许到头来也会学习对彼此仁慈。
32、贫瘠的读书环境，这本书是我的香港文学启蒙。
33、原来这本选集用了也斯那个标题。
34、怎么都像山寨版港台文学选集
35、题外：黄碧云啥时候变大众偶像了？我简直不得不摆出一副惊诧的臭脸孔啦@_@
36、10年前的书,有点老了
37、桃花红。【他开到微亮之处，彷佛有桃，但已经长了绿叶，亭亭如盖，花不过是记忆。他想景色
至此，真是好，眼前豁然开朗，无夜无色，一夜风和雨，就此收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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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食物与爱情》

38、与台湾篇水准不相上下 风格略有不同
39、后面几篇显得有些晦涩，有空再读完
2014.8.26有两篇实在没法读下去了。所谓文艺小说，有些实在是没法看懂。作品又是由90年代末的香
港作家所写，有着那个时代独特的措辞与氛围。其中有几篇很喜欢，即本书最后三位作者的作品。
40、桃花红
41、除了桃花红，其他小说都很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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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食物与爱情》

精彩书评

1、这个系列一开始我只买了两本，上海卷和香港卷，在万圣一楼的打折区。后来才在第三极书局原
价补齐的台北卷。在电视里看徐子东是个老帅哥，性格也随和，算是文人圈里没什么迂腐气的人之一
，所以对此本书第一印象就很好。我算是从小在北京长大的，但是要论祖籍还是南方人。一直没怎么
接触过老北京的饮食习惯，反而是南方家乡的菜我吃着倒不错，所有生冷海鲜一概不拒，不吃还老想
。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套世界文学名著缩编系列，都是西方大文豪的作品，整个小学我都在看这
套书，看了无数遍，上厕所的时候看，睡觉前也看，简直能倒背如流。后来因为太熟悉那些故事，我
就整理总结出适合一天各时段看的文字来。比如在中午吃饭前要看那些有食物描写的：鲁宾孙刚流落
荒岛时到处找食吃，瓦罐煨的羊肉汤每次都让我口水直流；包法利夫人参加的乡村派对上有野樱桃冰
激凌；高康大和庞大固埃吃的那些山珍海味我就不说了⋯⋯之后我妈叫我吃饭，即使饭桌上是全素菜
，我也美美地觉得是在喝羊肉汤⋯⋯印象深的还有一本书《长岛猎奇》，是类似于地方志那样的出版
物，旅游时候买的。那本书里专门有一章讲的长岛美食，每次饭前看一会，看得我简直欲罢不能，什
么海兔酱沾压扁的大葱白、鲅鱼饺子、哈海蜇、上礁剪的牛毛菜⋯⋯关于爱情，很不幸地还要联系到
食物上，我找了个纯北京爷们，对炸酱面，芝麻酱有无比的热爱；对海鲜过敏，觉得西餐zhuangbility
，我最近的任务是开发他的味觉，很难得，他觉得冬阴功汤好喝。最近在天涯看个帖子，讲香港美食
的，海货居多，Hélas！更是勾起了我的乡愁。
2、首先纠正书刊信息里面的错误，许子东是编者而非作者。几年前看了三城记的第一辑·香港卷，
当时的感觉是惊艳。也是由那本书开始，追看黄碧云、西西、韩丽珠，进而了解林弈华、迈克等香港
文人，这套三城记可算是福书。上个月在三折书店里看到三城记的第二辑，把香港和台北卷都5元钱
买下。值透了！虽说是03年的书，但选的文章98、99年居多。正是香港经济年景最差的时候，作品也
就充满彷徨的世纪末颜色。黄碧云的《桃花红》是旧相识，得了奖的作品，自然功力了得。但西西的
《长城制造》和亦舒的《诺言》都有些负了作者的盛名。相比之下，最喜欢的是游静的《陪我睡》，
潘文伟的《芭比的世界》。钟英伟的《襄驿之战》写得大气，也无法忽视。

Page 10



《后殖民食物与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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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