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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失落》

前言

“叶灵凤香港史系列”出版说明    “风兮，凤兮！”    叶灵风先生较多引起当代读书人关注，大概是
因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由三联书店出版其三大册《读书随笔》所引发。作为一名“真正的爱书家和藏
书家”，叶灵凤先生丰富过人的藏书、涉猎广博的读书兴趣、勤奋高产的写作、摇曳多姿的文笔，为
喜欢书话的读者贡献了一份难得的盛宴，至今仍然让诸多读书人感觉齿颊留香、津津乐道。    其实叶
灵凤先生亦是作家、画家，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其一生的文字功业，请读者诸君参见
后面的“叶灵凤生平简介”。这里要顺便补充的，是我们对其评价的改变。    一九五七年《鲁迅全集
·三闲集》中，《文坛的掌故》一文中注释道：“叶灵凤．当时虽投机加入创造社，不久即转向国民
党方向去，抗日时期成为汉奸文人。”一九八一年新版《鲁迅全集》，已经改作：“叶灵风，江苏南
京人，作家、画家。”    一切要从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文学说起。在革命文学的时代潮流中，以创造社
、太阳社为代表的年轻的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者们，在行动、理论上以“左”姿态对鲁迅形成围攻之势
。一九二八年五月，叶灵凤先生在自己主编的《戈壁》杂志第二期上，发表了一幅讽刺漫画《鲁迅先
生》，附有说明：“鲁迅先生，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已往的战绩，躲在酒缸的后面，挥着他“艺术
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次年，又在自己主编的《现代小说》第三卷第二期上，发表
小说《穷愁的自传》，其中的人物魏日青说：“照着老例，起身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元从旧货摊上买来
的一册《呐喊》撕下三面到露台上去大便。”深受刺激的鲁迅先生，先是在《语丝》杂志发表的《革
命咖啡店》一文中，说自己没有去过咖啡店这样的“理想的乐园”．“这样的乐园，我是不敢上去的
，革命文学家，要年青貌美，齿红唇自，如潘汉年叶灵凤辈的，这才是天生的文豪。如我者，在《战
线》上就宣布过一条‘满嘴黄牙’的罪状，到那里去高谈，岂不亵渎了‘无产阶级文学’么？”——
“唇红齿白”四个字，于是乎变成了叶灵凤辈最出名的代名词；后来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鲁迅
先生干脆将叶灵凤封为“新的流氓画家“。一九三四年四月，在致朋友魏猛克的私信中，鲁迅还说，
叶灵风自以为自己是中国的比亚兹莱，但因为“在上海混”，所以“染了流氓气”。虽然叶灵凤本人
确乎在自己办的《幻洲》半月刊上宣扬过“新流氓主义”，但明显，鲁迅先生这里更多指叶灵凤的封
面、插图等画作多模仿比亚兹莱等人的作品。至此．叶灵凤想高挂免战牌亦不可得矣。此后，当鲁迅
先生被日益神圣化时．“齿红唇白”叶灵凤和“乏走狗”粱实秋等符码一样，成了被鲁迅骂过的人，
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直至被无辜地冠以“汉奸文人”的帽子。    其实，叶灵凤先生不仅不是汉奸，
他在抗日战争中做了不少有益工作。宗兰《叶灵凤的后半生》一文(见《读书随笔》第一册)，对此有
详述。至于他带头和文化界朋友一起，将安葬在香港浅水湾的萧红骨灰迁回广州．更是广为人知的义
举一桩。    除了早年的小说、随笔与画作，一九三八年起客居香港直至终老的叶灵凤先生，还是“香
港学”的开拓者。有《香港方物志》、《张保仔的传说与真相》、《香港的失落》、《香海浮沉录》
、《香岛沧桑录》等传世。二○一一年．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将其汇集，以“叶灵凤香港史系列
”为名出版繁体字本。在香港早已回归祖国并得到快速发展的今天，读到“香港研究第一人”叶灵凤
先生学术研究文化品格与爱国恋土情怀、知识性与可读性双美兼具的文字，尤其有一种历史与现代交
融的感受。    江西教育出版社此次推出的“叶灵凤香港史系列”，即以二○一一年中华书局(香港)有
限公司繁体字版为底本编辑而成。除了个别明显的文字讹误，文字与图片一仍其旧，未作改动。谨作
此说明，以为出版牟言。    江西教育出版社    二○一二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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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失落》

内容概要

叶灵凤编著的《香港的失落》收录香港岛为英国割占前后、开埠初期、二次鸦片战争及租借新界有关
文章。通过这些探索性的文章及书介，叶灵凤为大家逐步解开香港“失落之谜”。叶灵凤并非历史学
家出身，他原是爱恨分明的文学作家，因此所写文章皆立场鲜明，再加上文笔泼辣，文章短小精悍，
读来实在饶有生趣。
    《香港的失落》是一本地方史类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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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失落》

作者简介

叶灵凤，1904年生，江苏南京人。早年就读上海艺术大学，二十年代开始以小说为主的写作，是创造
社第二期著名作家。曾在上海主编《戈壁》、《幻洲》及《现代小说》等文艺刊物。
1938年，他南来香港，在此定居直到 1975年逝世。期间先后主编《星岛日报》及《立报》文艺副刊。
著作转以随笔小品及翻译为主，并从事香港掌故、方物的开创性研究。
叶氏著作甚丰，小说集有《未完成的忏悔录》、《女祸氏的余孽》等；随笔有《天竹》、《白叶杂记
》； 翻译有《新俄短篇小说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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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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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失落》

章节摘录

林则徐巡视澳门经过    一八三九年，林则徐负责到广东来主持禁烟工作，雷厉风行，使得英国烟商闻
风丧胆，都逃匿到澳门，又与葡萄牙人合作，将继续运来的烟土都趸存在澳门。林则徐知道了这事，
除责成香山县知县和澳门同知，限令澳门葡萄牙人一定要将自己的烟土以及代别人贮存的烟土，全部
缴外。他自己为了了解当地实际情状，曾亲自到澳门去视察了一次。他这么认真地执行禁烟工作，与
后来的琦善等人的昏聩因循情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照；同时，他以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之尊，亲临
海隅这“华夷杂处”的弹丸之地。也是当时那些封_拯大吏少有的举动r，这些，都是林则徐值得称赞
之处。    对于澳门的葡萄牙人和澳门的情形，林则徐是事先叫人搜集有关资料，加以译述，自己亲白
研究过的。他在道光十九年向道光皇帝提出将广东高廉道的道台衙门暂时改设在澳门、以便专责查办
中外通商事务的奏折中，就指m了澳门的西洋夷人“变幻百出”，不可不防之处。他说：查各国夷商
来粤，贸易货船俱进黄埔，而坐庄商伙多僦居澳门，探行市，清赈目固在此，而操奇赢，通诡秘亦在
此，是澳门实为总汇之区。狡窟既多，汉奸因之腐集，教猱升木，靡所不为。至西洋夷人，虽称恭顺
，而不耕不织，专恃懋迁。罔利之谋。变幻百出。现因停止英夷交易，更难保其不私相串嘱，代运代
销，弊窦一开。漏卮依旧，不可不大为之防。所以他主张将本来不设在澳门的高廉道，临时改驻澳门
。“俟整顿一二年后。如果诸事就范，鸦片肃清，再将该道撤回高廉，以重职守”。    他亲自到澳门
去巡阅，是在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七月间的事，在这以前，他通过属下限令澳门的葡萄牙人也要
具结缴清鸦片，并且不许代人藏匿，就已经一再表示他自己将亲临查勘。他在这年四月二十五日传谕
澳门同知转谕澳夷“委黎多”的手谕中，就曾经明白的说：    谕到，该同知刻即转饬该夷目委黎多通
知谊夷兵头等一体遵照，速即将澳内夷楼所贮烟土，查明何人名下若干箱，统共若干箱，限三日内开
单尽数呈缴该同知收贮，听候本大臣部堂按临澳门，亲督验收。    这时，满清有专驻澳门的澳门同知
一员；当任的澳门同知是蒋立昂。为了通知澳门的葡萄牙人也要缴呈存在澳门的烟土，林则徐曾经会
同邓廷桢在这年三月十二日(道光十九年，即公元一八三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传谕蒋立昂，要他转饬澳
门夷目“委黎多”知悉：照得西洋夷人往澳贸易，二百年来，既准其建盖屋宇楼房。转租获利，复许
其置造澳头船只，运货谋生。较诸各国夷人仰受天朝覆载之仁，尤为高厚；该夷等应如何感恩，如何
守法：方不自大皇帝怀远汉人之意⋯⋯    前已访得该西洋住澳夷人，多有私将鸦片存贮夷楼，贩卖渔
利，历次拿获烟匪，供指买自澳夷，确有案据，叠经本大臣部堂饬谕该同知转该夷目委黎多遵照，毋
许奸夷囤贮售卖，并令将所存烟土呈缴。嗣据该同知申据该夷目禀复，现在该夷兵头司打遵照，一律
禁止，出谕严拿等情。方以为该夷目自必认真办理，乃昨据该同知等拿获烟犯纪亚九一名，讯据供称
本年三月初二三等日，在山水园地方晏多尼楼买过烟土二次等语。本大臣于正月下旬到粤，即将省城
夷馆派兵防守，禁断三板往采，迨三月初二三等日，正在虎门收缴烟土，该夷等岂不闻知?而晏多尼仍
敢公然售卖，藐法营私，莫此为甚。可见该夷等所存烟土，虽不至如趸船之多，而夷楼囤贮尚复不少
。该夷目等所司何事，一味掩饰支吾，其为有心包庇，更可概见。又若不认真查办，何以肃功令而服
众轰。本拟刻即封澳，不许居民交易，撤去该夷要办，查明囤贮之人，照例治罪。姑念该夷平素尚称
恭顺，是以稍宽一线。合再谕饬，谕到，该同知刻即转饬该夷目委黎多通知该夷兵头等一体遵照，速
即将澳内夷楼所贮烟土查明何人名下若干箱，统共若干箱，限三日内开单尽数呈缴该同知收贮，听候
本大臣部堂按临澳门，亲督验收。    该夷目如果能将现存烟土全数缴出，尚属畏法良夷，或可宽其既
往，奏恳大皇帝天恩，免其治罪。倘再执迷不悟，不    肯尽数缴呈，妄思存留售卖，是其有“违抗，
怙过不悛，虽以天朝柔远绥怀，亦不能任其藐玩。惟有撤去买办，封澳候查，从重惩创，恐该夷不能
久居澳地也。其慎思之，毋贻后悔⋯⋯    据《信及录》所载，蒋立昂在四月二十四禀复林则徐，澳门
夷目回复，夷楼已无烟土贮藏，并且甘愿具结保证。林则徐就答应不再追究，但要澳门同知“编查华
夷户口，造册分呈本大臣及督部堂查核”，等候他亲自到澳门来复查。    林则徐亲自到澳门去视察澳
门同知督察葡萄牙人缴呈烟土和户口调查情形，是在道光十九年(公元一八三九年)七月间偕间邓廷桢
一起去的。他们事先由广州移驻香山县，七月二十五日由香山出发，率领随员和护卫人员，在二十六
日早上经过关闸到了澳门，“夷目嗷噬吗吐电渺”曾率领仪仗队一百名，在关闸口奏乐欢迎。    林则
徐这次巡视澳门情形，后来在八月十一日曾专折向道光奏报。这个“巡阅澳门情形折”，见《筹办夷
务始末》卷八，也见《林文忠公政书》，他的日记里也有记载。新编印的《林则徐集奏稿》部分也收
了这个奏折，见卷中“奏稿九”部分兹录出于下：奏为会同巡阅澳门，抽查华夷户口，传见西洋夷目
，宣示德成，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窃照广东澳门一区，在广州府香山县之东南，距县治一百=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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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失落》

余里，东西南三面环海，惟北面陆路可达县城。自县城南行一百二十里曰前山寨，设有海防同知及前
山营都司驻扎。再连南十五里，建有关闸一座，驻兵防守。为呃吭拊背要区，出关即入澳境。溯自前
明许西洋夷人寄住，岁输地租银五百两，由香山县征收。澳内营造夷楼，栋宇相望。并建炮台六座，
以防他夷。其房屋除西夷自住外，余皆赁给别国夷人居住，而以英吉利国为较多。西夷絮眷而居，历
夸三百余年，践土食毛，几与华民无畀，虽素称恭顺，不致妄为，而既与各岛夷朝夕往来，即难保无
牟利营私，售卖鸦片情事。    本年臣林则徐奉命采粤，与臣邓廷桢悉意商酌，以趸船虽在外洋，而澳
门实为荑商聚集之所，且其间华荑杂处，汉奸勾串尤多，若不从澳门清源，则内外线索潜通，仍恐渐
成弊薮。是以于四月间，檄委署佛山同知刘开域，署澳门同知蒋立昂，香山县知县三福，署香山县丞
彭邦晦，仿照编查保甲之法，将通澳华民一体按户编查，毋许遗漏。并督同该夷目搜查夷楼。有无囤
贮鸦片。旋据该员等查明户口，造册呈送。计华民一千七百七十二户，男女七千零三十三丁口，西洋
夷人七百二十户，男女五千六百一十二丁口，英吉利国僦居夷人五十七户。并查明虎门收烟之时，有
英夷咽吐将趸船烟土偷运八箱入澳，被西洋夷目查拿，将原土押交曦国副领参逊，一体呈验。又据禀
，该夷目自行拿获夷人哑嗯时零烟，在马头焚烧，将哑嗯耐收监，按照夷法问罪，出具此外并无存贮
烟土甘结，禀请亲临查办前来⋯⋯    ⋯⋯臣等因驱逐英国住澳奸夷，由省移驻香山，遂于七月二十五
日自香山起程，二十六日清晨统领将备管带兵弁，整队出关。该夷目嗽遮吗地吵率领夷兵一百名，迎
于关下，兵总四人，戎服佩刀，夷兵肩鸟枪，排列道左，队内番乐齐奏，俟臣等舆卫行过，兵总导领
番乐荑兵随行。至新庙，夷目具手版禀谒，命之进见，该夷免冠屈身，意甚恭谨。臣等宣布恩威，申
明禁令，谕以安份守法，不许囤贮禁物，不许徇庇奸荑，上负大皇帝抚绥怀柔至意。该夷点头领会。
据向通译声称：“夷人仰沫天朝豢养：百余年，长保子孙；共安乐利，中心感激，出于至诚，何敢自
外生成，有干法纪。现在随同官宪驱逐卖烟奸夷，亦属分内当为之事”等语。以手拄额者三，敬仅退
出。臣等当即赏以绢扇茶糖，并颁赏夷兵牛豕面腊数十事，番银四百元，再辞乃受。臣等即入三巴门
，经三巴寺，关前街，娘妈阁，至南湾，督率随员抽查夷楼民居，均与造册相符。其赁与英荑房问，
自各夷离澳后，现俱关闭。复加访察，自春间查办以后，该西洋夷楼实无存贮烟土情事。随由南湾仍
回前山，所有经过三巴，娘妈阁，南湾各炮台，俱发十九炮。询之澳人，称系该国大礼，以示尊敬，
不轻举行。兵总率领夷兵，送至关闸，始行撤退。臣等沿途察看，不但华民扶老携幼，夹道欢呼，即
荑人亦皆垒背摩肩，奔趋恐后，恬熙景象，恃栽同深。此巨等巡视澳门之实在情形也。    臣等伏思夷
人。性，反复靡常，挟诈怀私，事所时有。如果始终驯伏，固当抚之以恩。若使微露矜张，即当绳之
以法。此次因查办鸦片。执法曝严，澳夷震慑天威。是以倍形逊顺。惟该处华夷丛杂，最易夤缘为奸
，应请于每年秋间，查照现在编查之法，檄饰澳门同知督同香山县驻澳县丞，蝙查一次，造册通详，
再由督抚两司分年轮替前往抽查。如有澳夷囤贩禁烟及庇匿别国卖烟奸夷等弊，即行随时惩办，以清
弊薮而靖夷情，似于边缴防维不无裨益⋯⋯    看了林则徐这封奏折，可以知道当时澳门一般情形以及
他禁烟办事的认真。以当时的情形来说，可以算得很有眼光。    道光看了这奏折后，曾有朱批，新编
的《林则徐集》未载人，见于《筹办夷务始末》，对于他“巡阅澳门，抽查华夷户口情形”，也认为
“办理甚属妥协”，不过对于以后每年编查户口，又要督抚轮流亲往抽查，认为“烦琐”，要他另拟
办法。P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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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失落》

编辑推荐

叶灵凤编著的《香港的失落》一书里的文章，主要包括香港岛割占前后、开埠初期、二次鸦片战争及
租借新界有关的文章。书末还详细介绍了数种英文著作，让读者可按图索骥，寻找资料。叶氏的文章
短小精悍，文笔泼辣，绝不沉闷；另一方面，叶先生原是作家，并不是历史学家，他爱憎分明，反英
反殖民地的立场十分鲜明，尤其部分文章完稿于中英关系紧张、极左思潮泛滥的六十年代晚期，有时
未免流于主观、片面，但整体来说仍不失其可读性。是年适为英国侵占香港一百七十年，明年是《南
京条约》签订一百七十周年，趁着这些具有纪念价值的年份。多认识鸦片战争及香港被侵占的历史，
是饶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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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听说这套叶先生港志已经十余年，终于收齐读到。
2、了解香港如何成了大英帝國的永久領土，沒多大意思。
3、回首人生，全是些物极必反。借着这本书，吐槽了两张活页，独独丢了叶灵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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