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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迷家国》

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文学评论集。全书24万字，共分三辑：第一辑“已是惘然”收有7篇文章，是对中国现代文学
的评论；第二辑“情迷家园”收有10篇文章，是对香港文学的评论；第三辑“水月镜花”收有5篇文章
，是对中国古代诗歌的研究。作者作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对香港文学及香港文学在中国文
学史中的地位有着特殊的关切。因此本书具有浓厚地方性特色：首先在篇幅上第二辑占到全书的一半
，其次在内容上，作者明显对两个“对立”的角度感兴趣，即中国文学史添加香港文学的过程和香港
文学进入中国文学史的过程。通过对照，作者为我们揭示了许多过去被掩盖的双方对多元文化影响下
的异质文学的隔膜与偏见。
目录
序
已是惘然
从“惘然”到“惆怅”——试论《上元灯》中的感旧篇章
文本、言说与生活——《上元灯》再探
穿越时空的驰想——林庚诗初探
现代与浪漫——论林庚诗的浪漫主义精神
艺术高于生活——论林庚的诗观
诗心与故事——林庚《中国文学史》论小说和戏剧
凉风有信——《客途秋恨》的文学阅读
情迷家国
从语言形式到民族传统的想像——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观与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
宣言的诗学——香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文学的运动面向
现代主义与新批评在香港——李英豪诗论初探
“去政治”批评与“国族”想像——李英豪的文学批评与香港现代主义运动的文化政治
香港当初——文学史视野下的“香港文学”（一）
收编香港——文学史视野下的“香港文学”（二）
可记来时路？——文学香港与李碧华
苍凉的想像——谈几篇香港学者的张爱玲论文
形塑怪兽，招致鬼魂——读王德威《历史与怪兽》
水月镜花
镜花水月——一个诗论象喻的考析
锻炼物情时得意，新诗还有百来篇——邵雍《击壤集》诗学思想探析
“格调”的发现与建构——明清格调诗说的现代研究（1917-1949）
言“格调”而不失“神韵”——明清格调诗说的现代研究（1950-1990·台湾部分）
“比兴”与“抒情”——谈“中国抒情传统”论述与“比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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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迷家国》

作者简介

陈国球，曾任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东京
大学访问学人，现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中国文学教授。著编有：《镜花水月》、《唐诗的传承》
、《文学香港与李碧华》、《香港地区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省思》、《感伤的旅程
》、《文学史忆写形态与文化政治》、《书写文学的过去》（合编）、《文学史》集刊（合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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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迷家国》

书籍目录

序已是惘然从“惘然”到“惆怅”——试论《上元灯》中的感旧篇章文本、言说与生活——《上元灯
》再探穿越时空的驰想——林庚诗初探现代与浪漫——论林庚诗的浪漫主义精神艺术高于生活——论
林庚的诗观诗心与故事——林庚《中国文学史》论小说和戏剧凉风有信——《客途秋恨》的文学阅读
情迷家国从语言形式到民族传统的想像——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观与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宣言
的诗学——香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文学的运动面向现代主义与新批评在香港——李英豪诗
论初探“去政治”批评与“国族”想像——李英豪的文学批评与香港现代主义运动的文化政治香港当
初——文学史视野下的“香港文学”（一）收编香港——文学史视野下的“香港文学”（二）可记来
时路？——文学香港与李碧华苍凉的想像——谈几篇香港学者的张爱玲论文形塑怪兽，招致鬼魂——
读王德威《历史与怪兽》水月镜花镜花水月——一个诗论象喻的考析锻炼物情时得意，新诗还有百来
篇——邵雍《击壤集》诗学思想探析“格调”的发现与建构——明清格调诗说的现代研究（1917-1949
）言“格调”而不失“神韵”——明清格调诗说的现代研究（1950-1990·台湾部分）“比兴”与“抒
情”——谈“中国抒情传统”论述与“比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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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迷家国》

章节摘录

　　《从“惘然”到“惆怅”》一文讨论的篇章，主要表现当前的“我”与记忆中的“我”于不同时
间领域的经验世界如何交错纠结。这种今昔对照、“惘然”与“惆怅”往复回环的旋律，并没有在其
他篇章中隐没，只是施蛰存要探索的经验世界不仅限于此，这种旋律有时退作背景，以衬托其他的主
题前景。例如《桃园》一篇也有回忆感旧的部分，但其中的主题和《闵行秋日纪事》一样，都以知识
分子如何被自己身陷的经验世界所制约，在面对书典以外的世界时作出种种反应为描写对象。　　　
　《上元灯》里许多篇章的开首部分都处理得非常精彩。譬如《扇》就巧妙地将小说耍展示的世界引
入一个储存时间的抽屉之中①。《桃园》一篇则以“忘记”与“不典”的关系作引子。篇中的第一人
称叙事者“我”，在向外乡人夸耀故乡松江上的土宜时，只能举出“四腮鲈”，而不是“黄桃”，因
为“松江之鲈，毕竟是靠了苏东坡游了一趟而出名的”，而黄桃却因为“不典”而理应被人遗忘（
第42页）。由“不典”而“忘记”正好说明知识分子意识世界的畛划。知识分子被“典”所支配，被
他所能接触的文本世界所限制；书典以外的世界，只好被他悬置。[因此，“我”“忘记了世界上还有
着这种好的德行”（第4：3页）、“忘记了”曾是同窗的桃园主人的“名字”（第45页）。]直至因偶
然巧合，或者在未能幸免的境况下，置身于陌生的“不典”世界时，就会试图以原有的认知能力去消
解当前的困惑。这在《闵行秋日纪事》一篇最为清楚。　　　　《闵行耿日纪事》以传统典雅的悲秋
情怀开始①；于时，“我”收到朋友“无畏庵主人”的来信：　　小庵秋色初佳，遥想足下屈身尘市
，当有吉士之悲，倘能小住一旬，荷叶披披，青芦奕奕，可为足下低唱白石小诗，扑去俗尘五斗也。
　　无畏（第75页）　　　　这位朋友仿佛只活在书册中。无畏庵是“荷叶”“青芦”伴唱“白石小
诗”的世界；里面有的是“收集来的东洋小盆景”，“书斋里的数百种元明精椠书”，“从败落了的
旧家”买到的太湖石⋯⋯（第75页）。盆景、书册都是移根养殖的“典中”世界。对“我”来说，情
绪上充溢的是“吉士之悲”，实际生活是“五斗俗尘”。无畏庵主人的邀请，就引领“我”开展了一
段旅程：走进信中所宣示的文本世界。　　于是他在旅途翻车后看到的是米莱的画幅（第78页）②；
到闵行后，他闲着没事，缓步江滨，看到“渔船如落叶似的在荡漾着”（第81页），此地“静寂得如
在中世纪神话里所讲到的有怪异的船只浮到仙境里去的江流”（第8l页）③；在小巷徘徊企候他曾遇
上的美貌女子时，“他不禁想起从前诗词中所写的门巷愔愔的情景”（第85页）。这种认知的方法和
态度，正同于议论故乡会想起《赤壁赋》的“松江之鲈”，也同于《上元灯》篇中“我”想起的“珠
箔飘灯独自归”（第18页），甚或《扇》中的“轻罗小扇扑流萤”（第8页）。“我”的经验意识已被
“典中的”文本世界垄断，外在的现实世界只会被文本世界吸纳融化。“我”在往闵行的旅程中遇上
了“盐枭”的女儿，一个“贩鸦片吗啡的人”，可是“我”没有因此身陷“黑暗的”、“丑陋的”罪
恶世界；反之，他看到的是“雕刻在月光里”的她（第82页），听到的是“在朦胧江水上响起来的”
笑声和歌声（第87、85页）。最后他更内疚自责，说自己“无端地惊散了⋯群平安的过浪漫生活的人
”（第88页）。由此看来，所谓“闵行秋日纪事”，只是一次由文本到文本的活动而已。无畏君在篇
中的形象和行动并不突出，然而他的“精刻本书”和“翻检名家藏书志、书目，研究纸质和字型”的
行动，实在是本篇故事的指涉（referent）所在。正因如此，在篇中无畏君不能解释那神秘女子的情事
，只有他的仆人——一个可以摆脱文本限囿的人，才“知道事情的真相”（第88页），可这“真相”
传到“我”的耳中，又转化成一个浪漫传奇了。　　与《闵行秋日纪事》中的“我”相比，《桃园》
的“我”较有自觉反思的能力；他会为自己过去托辞不到鞋匠儿子家里玩而感到“疚心”（第45页）
，他又具有“天赋的一种感伤的情绪”，早岁曾为卢世贻（后来的桃园主人）失学而“暗暗地哭了几
次”（第46页），更鄙视那些嘲弄卢世贻的“出身富贵之家的同学”（第45页）。然而，这一切其实
都可以归于知识分子所以自慰的、浅薄的人道丰义。　　⋯⋯

Page 5



《情迷家国》

精彩短评

1、冷饭，骗人。
2、他的书都是捡来的哎⋯⋯这本里有许多篇目出现在别的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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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迷家国》

精彩书评

1、压在纸背的情怀——读陈国球先生《情迷家国》张春田当年，夏志清一篇《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
国的精神》，创用“Obsession with China” 一语道破现代文学的精魂所依（虽然他是在批评）。译者
丁福祥费心对译为“感时忧国”，很快风行，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被频繁征引的关键词。三十年后，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坚固的东西一点点烟消云散。脱魅再脱魅，不管是否听说过“想象的共同体
”，反正人们对于“国”好像终于意兴阑珊了。全球化的政经风云洗礼下，时髦的正是流动，是“离
散”，是无中心、无疆界的“帝国”。哪里有家国，乡关在何处？然而，毕竟还有“大历史”除不尽
的余数存焉。那是雪中夜读《上元灯》触发的惆怅意绪，那是远道请益林庚先生感受的春风化雨，那
是广东南音曲辞“凉风有信”牵出的苍凉想象，那是深入中国抒情传统中寻觅的“镜花水月”。此情
可待，让身处南天一角，执教清水湾畔的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陈国球教授念兹在兹。手起笔落，发
而为文，款款深情，压在纸背，在在指向那个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家国”。他把夏先生的
“Obsession with China”改译为“情迷中国”。又给自己收录那些情之所钟文字的新书取了个名字：
“情迷家国”—— “不得已、不能已”，如此而已，他说。作为学养有素的文学教授，谈论文学，陈
国球先生正是当行本色。《情迷家国》中的不少篇什，显现了作者对于文学作品的特殊敏感和杰出的
细读功夫。他从叙述者、时空设计、文本言说与现实人生的关涉等多个角度，逐一读解施蛰存小说集
《上元灯》中的小说。通过细读，洞穿幽邃，考掘文本的符号意义，把感怀往昔的惆怅意蕴和内在感
觉结构，落实到具体的诗学形式分析上。他在《旧梦》里体察知识分子的内心波澜；从《诗人》中读
出“‘诗人’是如何迷失于‘诗’的世界的”；认为《渔人何长庆》暴露的是语言与人生的关系。诸
多卓见发前人所未发，打开了施蛰存小说的阐释空间，也引领读者接近施蛰存的传统情怀。情迷于诗
的林庚先生一定也是陈国球追慕甚至私淑的对象。他讨论林庚早期诗歌中的“视域开展”和浪漫主义
；辨析林庚诗观中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由林庚“追想宋元”的感喟延伸至他诗歌所负载的历史与民族
记忆。“从人生开发出生命的佳趣”，情迷于斯的，不止是充满诗心的林庚，也包括陈国球自己。这
种生命的佳趣，离不开我们根植、浸淫其中的文化传统。如此便可理解，一声“凉风有信”的长腔，
竟会牵扯出无尽的缠绵游丝。个中的抒情定向，作者细细道来。读的时候，脑中突然就想起廖伟棠的
那句诗：“我那一个中国已经注定/卖作戏剧中那一个中国”（《听得白驹荣&lt;客途秋恨&gt;》），
情何以堪。本土的文化记忆非但保存于《客途秋恨》的粤曲，也隐藏在司马长风的文学史、香港的现
代主义文学运动、香港文学史的书写方式，还有李碧华的小说之中，它们寄寓着浮城香港“历史的沉
重”。陈国球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往来穿梭，他发现了司马长风对语言形式的执着背后，有着对民族传
统的想象，还是“那一缕剪不断的乡愁”；他钩沉史料，揭出香港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运动的面向，
在政治性和去政治的纠缠间，现代主义运动先驱者的努力让人唏嘘感叹；他梳理“香港文学”概念在
香港和在内地撮合成形的过程，冲突/妥协、收编/反抗的书写，参与了关于“香港”的想象性缔造。
藉着对香港文学史、文学运动，以及受学院轻视的通俗文学的评述，陈国球展开着“岛和大陆”的对
话。他想表达的已经不再是学院中流行的“文化政治”话语，而是发自身体经验的希望、体贴、惆怅
、焦虑和伤逝。因此，对于具有同样情怀的王德威，他才会心有戚戚。陈国球先生当然知道“谯楼初
鼓定天下”那样的汉唐安稳，早已成幻魅影戏，在现实中永远不再了。可是，在触摸历史时，他还是
愿意努力接通中国的抒情传统，在清明的追忆空间里寄托家国感怀。传统诗学中“镜花水月”的象喻
，明清的“格调”诗说，“比兴与抒情”，都是他研究的问题。旧学遂密、新知深沉的陈国球，所以
在中国文学中上下求索，孜孜不倦，说到底，还是出于安顿心灵的需要吧。“情迷家国”，换个表达
，其实就是“以学问安顿生命”。今天再说研究中的情怀和心灵，好像有些不合时宜了。在流行风气
的裹挟下，人文学术研究越来越依赖于搬用来的西方理论和抽象语词，越来越陷入细琐的技术操作，
似乎一种本来对学术与人生融贯统一的热忱与投入，乃至于特别的性情、独立的表达，都逐渐被莫名
其妙地拿掉/丢掉了。学术中反求诸己的精神意义，强调自己生命经验（包括敏感、悲悯与同情）的知
识空间和氛围，还有努力把自己的研究跟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发生关联的冲动，还有多少呢？在这个意
义上，陈国球先生薄薄一本《情迷家国》，给人以更多的省思和启示。前年陈国球先生应平原师之邀
，来北大做演讲，幸有两面之缘。当时的印象，他是一个极儒雅的谦谦君子。不敢谬托知己，只是读
到序言的结尾，作者说把这本书献给已离世的父亲，“个人所有的‘家国’意识，无不源起于父亲的
言说和文字；父亲一生不断地书写又书写，一笔一画，仿似千百转的辘轳，在我心。”我想，所有人
都会被这种生命中的情怀，深深地打动。（《情迷家国》，陈国球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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