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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名臣曾胡左李/李鴻章周游列國》

作者简介

高伯雨(1906--1992)，又名秉荫、贞白，澄海人。早岁留学英国，中年移居香港。以精清史掌故驰名文
坛，兼擅书画，著有<<听雨楼随笔>>。
——————————————————————
高伯雨原名秉蔭，又名貞白，筆名另有林熙、秦仲龢等。 他生於殷富之家，父親是清末舉人，可是絕
意仕途，轉而搞起生意來，倒也有聲有色。他生於殷富之家，父親是清末舉人，可是絕意仕途，轉而
搞起生意來，倒也有聲有色。 民國初年香港南北行一帶，當中的龍頭大哥元發行即是高氏家族經營的
。民國初年香港南北行一帶，當中的龍頭大哥元發行即是高氏家族經營的。
他父親既是舉人，知書識墨，生意之餘，結交的都是當地名士。他父親既是舉人，知書識墨，生意之
餘，結交的都是當地名士。 高伯雨自小耳濡目染，肚裏就裝了不少世叔伯的趣聞逸事。高伯雨自小耳
濡目染，肚裏就裝了不少世叔伯的趣聞逸事。 他不用愁衣食，少年時代便從容遊歷歐洲。他不用愁衣
食，少年時代便從容遊歷歐洲。 回國後，又跟名家習畫、學篆刻，是名副其實的「三世祖」。回國後
，又跟名家習畫、學篆刻，是名副其實的「三世祖」。 可惜抗戰爆發，元發行倒閉，家道從此中落。
可惜抗戰爆發，元發行倒閉，家道從此中落。 他戰後也曾跟朋友做過生意，都是破產收場；不得已，
只好賣文為生。他戰後也曾跟朋友做過生意，都是破產收場；不得已，只好賣文為生。 他因平生喜雨
，就以筆名高伯雨在報章寫專欄，一寫就寫了五十多年，結合自己的見聞，寫的多是歷史掌故，饒有
趣味。他因平生喜雨，就以筆名高伯雨在報章寫專欄，一寫就寫了五十多年，結合自己的見聞，寫的
多是歷史掌故，饒有趣味。 有論者謂，近代諸掌故隨筆大家中，只徐凌霄、徐一士兄弟筆力跟他相當
，其他如鄭逸梅、左舜生，甚至台灣的高陽、高拜石、唐魯孫等，都比他稍遜一籌。有論者謂，近代
諸掌故隨筆大家中，只徐凌霄、徐一士兄弟筆力跟他相當，其他如鄭逸梅、左舜生，甚至台灣的高陽
、高拜石、唐魯孫等，都比他稍遜一籌。
他五十多年來發表文章累計逾千萬字，不過結集不多，以「聽雨樓」命名的只有三本：《聽雨樓雜筆
》（創墾出版社一九五六年）、《聽雨樓隨筆（初集）》（上海書局一九六一年）和《聽雨樓叢談》
（香港南苑書屋一九六四年）。他五十多年來發表文章累計逾千萬字，不過結集不多，以「聽雨樓」
命名的只有三本：《聽雨樓雜筆》（創墾出版社一九五六年）、《聽雨樓隨筆（初集）》（上海書局
一九六一年）和《聽雨樓叢談》（香港南苑書屋一九六四年）。
他以後不是沒想過出書的，起先將文稿交與文匯報，卻遭遺失。他以後不是沒想過出書的，起先將文
稿交與文匯報，卻遭遺失。 跟著波文書局說願意替他出書，並且二集、三集的出版下去。跟著波文書
局說願意替他出書，並且二集、三集的出版下去。 全書甚至已排印、校對竣事，他還看過書樣，簽字
付印。全書甚至已排印、校對竣事，他還看過書樣，簽字付印。 誰知等了幾個月沒有下文。誰知等了
幾個月沒有下文。 他追問波文老闆，對方只支吾以對，原來書局債台高築，已面臨結業了。他追問波
文老闆，對方只支吾以對，原來書局債台高築，已面臨結業了。 再有一回，朋友介紹一個出版商給他
，說此人「誠實可靠」，可以將書交他出版。再有一回，朋友介紹一個出版商給他，說此人「誠實可
靠」，可以將書交他出版。 他於是把編好的稿一帙交了給那人，那人竟去如黃鶴。他於是把編好的稿
一帙交了給那人，那人竟去如黃鶴。 遭逢這三次「災難」，他以後就怕怕了，不敢再出書。遭逢這三
次「災難」，他以後就怕怕了，不敢再出書。
他一九七二年在信報開闢了個專欄，亦是叫「聽雨樓隨筆」。他一九七二年在信報開闢了個專欄，亦
是叫「聽雨樓隨筆」。 那專欄雖然每天只限千字，但他從不受約束，一天寫不完，便分多天連載。那
專欄雖然每天只限千字，但他從不受約束，一天寫不完，便分多天連載。 當時報章只有連載小說，散
文連載，也頂多三兩天，像他那樣分十天八天長篇連載的，亦屬罕見。當時報章只有連載小說，散文
連載，也頂多三兩天，像他那樣分十天八天長篇連載的，亦屬罕見。 我那時正是信報擁躉，也就天天
追讀，獲益良多。我那時正是信報擁躉，也就天天追讀，獲益良多。
一九九０年，他已高齡八十有四，自覺體力日衰，便打算趁記憶力尚存，將舊文編集出版。一九九０
年，他已高齡八十有四，自覺體力日衰，便打算趁記憶力尚存，將舊文編集出版。 我那時也在他專欄
見他屢屢提及此事。我那時也在他專欄見他屢屢提及此事。 他今回打算自資出版，但似乎還是波折重
重。他今回打算自資出版，但似乎還是波折重重。 其後是小思替他找出版商，由他子女出資，才終於
成事。其後是小思替他找出版商，由他子女出資，才終於成事。 書出版於一九九一年，仍叫《聽雨樓
隨筆》，那時他已不斷進出醫院，本想自己校對清樣的，也無法完成。書出版於一九九一年，仍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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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雨樓隨筆》，那時他已不斷進出醫院，本想自己校對清樣的，也無法完成。 第二年，他就逝世了。
第二年，他就逝世了。 出版這本隨筆集，可算是他最後的心願，幸好如願以償。出版這本隨筆集，可
算是他最後的心願，幸好如願以償。
一九九八年，遼寧教育出版社又替他編了本《聽雨樓隨筆》出版，列入「書趣文叢」第五輯，除了少
數幾篇跟九一年那本雷同，其餘都是未曾結集的。一九九八年，遼寧教育出版社又替他編了本《聽雨
樓隨筆》出版，列入「書趣文叢」第五輯，除了少數幾篇跟九一年那本雷同，其餘都是未曾結集的。 
編者誠有心人，也獨具慧眼。編者誠有心人，也獨具慧眼。 如此一來，以「聽雨樓」為名的隨筆集，
前後便有五本。如此一來，以「聽雨樓」為名的隨筆集，前後便有五本。 目前我只搜到《聽雨樓叢談
》和後期的兩本《聽雨樓隨筆》，另有本以林熙之名出版的《春風廬聯話》，閒時翻翻，亦賞心樂事
。目前我只搜到《聽雨樓叢談》和後期的兩本《聽雨樓隨筆》，另有本以林熙之名出版的《春風廬聯
話》，閒時翻翻，亦賞心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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