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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和事》

内容概要

《香港人和事》内容简介：一九九七年，在香港从事文化活动超过半个世纪的罗孚，邀约二十多位香
港作家，写下他们怀念中的人和事，所写的都是真人真事，且都是名家写名家，不作虚构，但在表现
的方式上，个别可能像小说，原则上还是实事求是的写实。有些东西原来都存在我们的历史和我们日
常生活中，时间令人遗忘，但也是时间提醒我们记住历史，令我们有了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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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和事》

作者简介

罗孚，原名罗承勋。1921年生于广西桂林。l941年在桂林加入《大公报》，先后在桂林、重庆、香港
三地《大公报》工作。任香港《新晚报》编辑、总编辑。　　编辑过香港《大公报》、 《文汇报》的
《文艺》周刊。以丝韦、辛文芷、吴令湄、文丝、柳苏等为笔名，发表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和文论、
诗词等。著有《香港，香港》、 《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燕山诗话》、《西窗小品》等
，编有《聂绀弩诗全编》、 《香港的人和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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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和事》

书籍目录

编者的话
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
话说金庸
一段护书往事——记陈君葆先生
吾家翁——记陈梦因
“云姊姊”和《新儿童》
复观先生与香港
梁厚甫首创怪论
素描黄永玉
统战高手费彝民
嘉道理勋爵二三事
“人间国宝”饶宗颐
香港半世忆群师
我的早年广播生涯
巴金在香港发表《随想录》期间一批信件注释
往事模糊芦花岸——香港九华径的一些回忆
记邓尔雅先生
李先生的迷宫
我的义父和老师林风眠
那天晚上
香港的红酒
说不完的马照跑
狗尾续貂话古龙
旧信封藏逐客令
少芳的故事
李秉仁办《书谱》
钱穆先生——忆旧游之一
《香港人和事》后记
《香港人和事》重要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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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和事》

章节摘录

　　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　　正文之前的闲话　　金应熙似乎是一位颇有争议性的学者。比如说他是
否“背叛师门”，又比如说他在学术上的“定位”等。　　但有一点应无异议，他是地道的“港产”
学者。中学读的是“名牌”的英皇书院。在香港高中会考中名列榜首；大学读的更是港人公认为最高
学府的香港大学，年年都考第一，获奖学金。用“港话”来说，即Made in Hong Kong，货真价实。　
　或曰：“货真”我无异议，他确是“香港制造”的“好嘢”！但说到“价实”呢——尚无“定价”
，“价实”又从何说起？　　这是内行人的话。金应熙在学术领域涉猎之广，收获之多，单以史学而
言，正如“金门”大弟子陈华（暨南大学退休历史系主任）所说：“几十年来，他在中国古代史、中
国近现代史、中国哲学史、印度哲学史、中俄关系史、东南亚史、华侨史、菲律宾史、香港史等许多
领域都写下大量论著，作出重大贡献。”且还有外文专著《中国古代史纲》、《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
的研究》等等。但方面虽广，却又似乎都未达到“成家”的地步。　　但也并非全无定评，最少在“
香港学”方面，他就是当之无愧的开创者与奠基人之一。纵然说到“成家”，言之尚早。整个“香港
学”都还是“新生事物”呢。这里顺便说说“香港史”和“香港学”这两个名词。“香港史”是总称
，包含有研究香港的各门专史在内（经济史、社会史、政制史、法律史、宗教史、文化史、教育史等
）。这些多元化的发展，就构成了今天的“香港现象”。香港学是研究“香港现象”的一门学问，它
和香港史的研究范围一致。这是依据“历史编纂学”所作的注释。若就一般人的观念来说，把“史”
只限于“历史事件”的话，前者的范围就窄得多了。不过对金应熙来说，不管“通史”也好，“专史
”也好，每一方面，他大概都可以应付裕如。尤其在香港经济史方面。这有《香港概论》可以作证。
　　他生前有许多衔头，最后一个衔头是《香港概论》的编撰员。　　“香港为何这样香？”自邓小
平提出“一国两制”以来，许多学者都在探讨“香港起飞的奥秘”（借用中国早期的“香港学”学者
黄标熊、梁秩秋编著的一本书名），香港在战后的经济发展很快，经过五十年代的恢复期，六十年代
的工业大发展，到了七十年代，就几乎全面起飞了（多元化和现代化）。种种“奇迹”，令人目为之
眩。一般人对“香港现象”的着重点，也在经济发展方面。　　《香港概论》分上下卷，上卷集中在
经济方面，主要的编撰员就是金应熙。下卷（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出版时金应熙已去世。编后
记最后一段说：“在本书下卷编撰完成的时候，我们特别怀念为《香港概论》的编撰工程鞠躬尽瘁的
金应熙教授。金教授是国内和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也是学识渊博的香港学专家。作为本书的一位主
要编撰员，他为本书编撰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以古稀之年，不计名利，不避艰苦，夜以继日，默
默耕耘，务求高质量地完成极其繁重的任务，不幸因急性心肌梗塞于一九九一年六月与世长辞。”《
香港概论》的编撰，可以说是香港学的奠基工程。　　金应熙在人生的旅途中本来可以有许多选择，
作为史学大师陈寅恪的接班人就是其中一个。如果在学术界作民意调查，相信大多数人会认为这应是
金应熙的最佳选择。虽然创建香港学的价值是否就逊于“陈学”的继承，见仁见智，也是难说得很。
不过，价值纵难言，心愿终未了。或许金应熙本人也会兴起一点“人生无奈”的感觉吧。　　但无论
如何，这位Made in Hong Kong的学者，得以为香港而终其一生，也总算是和香港有特别的缘份了。　
　金应熙和香港有缘，我和金应熙似乎也有点特别的缘份。　　我在学术上毫无成就，但平生有幸，
倒也曾遇过不少明师。对我影响最深的两位，一是简又文，另一就是金应熙（为了行文简洁，请恕我
省去“先生”二字）。　　简又文和香港关系之深，恐怕远在金应熙之上。虽云“宦海飘流二十年”
，最后还是在其香港老家——九龙施他佛道的“寅圃”，完成其名山事业。在学术成就上，他是应无
遗憾的。　　两位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相同之处不是没有，但相异之处，却更大更多。　　首先是
辈份不同。简又文和金应熙的老师陈寅恪是同辈。我拜他为师时（一九四四），他早已是名满全国的
太平天国史学者；而金应熙在岭大历史系开始当上讲师之时（一九四六），还只能算是“初出茅庐”
的年轻学者。虽然这位年轻学者，已足以令老一辈的学人刮目相看（简又文和冼玉清都曾向我提过他
）。老一辈的学人颇重辈份，所以当后来（一九四九）冼玉清为我引见陈寅恪时，她只介绍我是简又
文的学生，却没提及我上过金应熙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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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和事》

媒体关注与评论

　　半个多世纪香港文学和文化发展史的见证人和忠实的记录者。　　——陈子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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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和事》

编辑推荐

　　罗孚——香港文学界的伯乐，金庸梁羽生武侠小说的催生婆，大陆文人眼中的两栖作家，董桥风
靡大陆的推手。 　　《香港人和事》是罗孚邀请二十多位能文之士写下了他们怀念中的香港人与事，
这些故事的描述唤醒的不仅是那代人深藏的记忆，也使后来者理解历史平静之下的曲折与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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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和事》

精彩短评

1、让能文之士写身边最熟悉的人和事，印象最深的是古龙，得了肝癌还要喝酒，喝了一夜去世，酒
钱还是饭店托江湖人物在丧礼堂收了回来。
2、偶然发现它。刚刚读了几篇。很有意思。
3、有些文章不错，也有些不咋的
4、因为罗孚，从图书馆借来看。只是翻翻，吸引力不是很大。或许是过了对香港好奇的时间段了。
主要是良莠不齐。
5、80年代就买了他的《香港 香港》，三联版，瘦瘦的书身，可以揣在兜里随时淘出来读上一段。上
周，就揣着着《香港 香港》去了香港，结果很失望。不是香港没有文化，是那位女导游不把香港的文
化展示给我，而专把香港的“丑陋”尽情的展示，通过她的言、行！当然，这次在香港见到了《亚洲
周刊》的朋友，而扫去了那些不快！回来，看到这里有罗孚的几个集子，很高兴！恐怕，这也是大陆
集中出版罗孚的书最全的一次吧！装帧、设计、版式、用纸等都还好，字号也是令人满意的字号（现
在好多出版商把字号弄得小小的，就是不想叫人读他的书）！当然，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文章，篇篇
可读，不乏佳作！其事，香港，是很有文化的！不仅有几代文化人（曹聚仁、钱穆、罗孚、马家辉、
梁文道），还有文化（文明）的政治、制度，还有现代化的大学和文化设施！读罗孚文章，都可获知
！！！
6、香港今日繁荣也不过是近40年发生的事情，之前种种如今回忆起来，像是给后人开了一扇窗
7、罗孚这套书不错。
8、岁月香港
9、这是买的罗先生的第二本，争取下张订单将他的书都收进。
10、有几篇好文章
11、不一样的感受，总的来说，值得一读~~~~
12、实惠价
13、有删节
14、我认为最好看的是说古龙那篇。也可能因为最近在外倪匡评金庸小说，也提到古龙。
15、别买！！！
16、无论所写的“人与事”还是文笔才情，都太良莠不齐了，固然有料，但质优热辣的料并不多。董
桥那篇故弄玄虚不知所云。。。
17、删了不少啊。
18、了解了不少香港文坛的往事。
19、【在 @雨枫书馆 翻书303】这套书最早看到的是《北京十年》，厚厚一册，记得当时看到之前几
种出版了，但是买不到，也就错过了。后来在 @豆瓣书店001 看到，却惟独没有《北京十年》，就挑
了其他几种。吐槽一下这个封面，白色封面极不耐脏，而封面上的图也是莫名其妙。黄庆云在《李先
生的迷宫》一文中有一段话我很喜欢：“同是属于凌乱，但是妈妈不在家与儿女不在家是大有区别的
。妈妈不在家的房子是凌乱中充满动感，连灰尘也在跳舞，而儿女不在家的房子，就凌乱得毫无生气
，只能从各处灰尘积聚的层次，判断主人冷落那里的时间有多长。”（P212）因为刚刚买了古龙的几
本小说，看到薛兴国在《狗尾续貂话古龙》一文中说：陆小凤传奇系列中的《凤舞九天》古龙“起头
写了几千字，后来的全部有我狗尾续貂”。而古龙公认的最好的代表作，比如《流
20、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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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和事》

精彩书评

1、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　　正文之前的闲话　　金应熙似乎是一位颇有争议性的学者。比如说他是
否“背叛师门”，又比如说他在学术上的“定位”等。　　但有一点应无异议，他是地道的“港产”
学者。中学读的是“名牌”的英皇书院。在香港高中会考中名列榜首；大学读的更是港人公认为最高
学府的香港大学，年年都考第一，获奖学金。用“港话”来说，即Made in Hong Kong，货真价实。　
　或曰：“货真”我无异议，他确是“香港制造”的“好嘢”！但说到“价实”呢——尚无“定价”
，“价实”又从何说起？　　这是内行人的话。金应熙在学术领域涉猎之广，收获之多，单以史学而
言，正如“金门”大弟子陈华（暨南大学退休历史系主任）所说：“几十年来，他在中国古代史、中
国近现代史、中国哲学史、印度哲学史、中俄关系史、东南亚史、华侨史、菲律宾史、香港史等许多
领域都写下大量论著，作出重大贡献。”且还有外文专著《中国古代史纲》、《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
的研究》等等。但方面虽广，却又似乎都未达到“成家”的地步。　　但也并非全无定评，最少在“
香港学”方面，他就是当之无愧的开创者与奠基人之一。纵然说到“成家”，言之尚早。整个“香港
学”都还是“新生事物”呢。这里顺便说说“香港史”和“香港学”这两个名词。“香港史”是总称
，包含有研究香港的各门专史在内（经济史、社会史、政制史、法律史、宗教史、文化史、教育史等
）。这些多元化的发展，就构成了今天的“香港现象”。香港学是研究“香港现象”的一门学问，它
和香港史的研究范围一致。这是依据“历史编纂学”所作的注释。若就一般人的观念来说，把“史”
只限于“历史事件”的话，前者的范围就窄得多了。不过对金应熙来说，不管“通史”也好，“专史
”也好，每一方面，他大概都可以应付裕如。尤其在香港经济史方面。这有《香港概论》可以作证。
　　他生前有许多衔头，最后一个衔头是《香港概论》的编撰员。　　“香港为何这样香？”自邓小
平提出“一国两制”以来，许多学者都在探讨“香港起飞的奥秘”（借用中国早期的“香港学”学者
黄标熊、梁秩秋编著的一本书名），香港在战后的经济发展很快，经过五十年代的恢复期，六十年代
的工业大发展，到了七十年代，就几乎全面起飞了（多元化和现代化）。种种“奇迹”，令人目为之
眩。一般人对“香港现象”的着重点，也在经济发展方面。　　《香港概论》分上下卷，上卷集中在
经济方面，主要的编撰员就是金应熙。下卷（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出版时金应熙已去世。编后
记最后一段说：“在本书下卷编撰完成的时候，我们特别怀念为《香港概论》的编撰工程鞠躬尽瘁的
金应熙教授。金教授是国内和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也是学识渊博的香港学专家。作为本书的一位主
要编撰员，他为本书编撰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以古稀之年，不计名利，不避艰苦，夜以继日，默
默耕耘，务求高质量地完成极其繁重的任务，不幸因急性心肌梗塞于一九九一年六月与世长辞。”《
香港概论》的编撰，可以说是香港学的奠基工程。　　金应熙在人生的旅途中本来可以有许多选择，
作为史学大师陈寅恪的接班人就是其中一个。如果在学术界作民意调查，相信大多数人会认为这应是
金应熙的最佳选择。虽然创建香港学的价值是否就逊于“陈学”的继承，见仁见智，也是难说得很。
不过，价值纵难言，心愿终未了。或许金应熙本人也会兴起一点“人生无奈”的感觉吧。　　但无论
如何，这位Made in Hong Kong的学者，得以为香港而终其一生，也总算是和香港有特别的缘份了。　
　金应熙和香港有缘，我和金应熙似乎也有点特别的缘份。　　我在学术上毫无成就，但平生有幸，
倒也曾遇过不少明师。对我影响最深的两位，一是简又文，另一就是金应熙（为了行文简洁，请恕我
省去“先生”二字）。　　简又文和香港关系之深，恐怕远在金应熙之上。虽云“宦海飘流二十年”
，最后还是在其香港老家——九龙施他佛道的“寅圃”，完成其名山事业。在学术成就上，他是应无
遗憾的。　　两位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相同之处不是没有，但相异之处，却更大更多。　　首先是
辈份不同。简又文和金应熙的老师陈寅恪是同辈。我拜他为师时（一九四四），他早已是名满全国的
太平天国史学者；而金应熙在岭大历史系开始当上讲师之时（一九四六），还只能算是“初出茅庐”
的年轻学者。虽然这位年轻学者，已足以令老一辈的学人刮目相看（简又文和冼玉清都曾向我提过他
）。老一辈的学人颇重辈份，所以当后来（一九四九）冼玉清为我引见陈寅恪时，她只介绍我是简又
文的学生，却没提及我上过金应熙的课。 
2、《香港人和事》，罗孚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港人论港人或事的集子，除几篇
可读外。其余大约因背景不了解，多半有些不知所云。大概是前半看得较认真，后半则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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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香港人和事》的笔记-第200页

        往事模糊芦花岸
——香港九华径的一些回忆
黄永玉
后来屋后搬来了沈曼若，湖南人，早年毛泽东、刘少奇的同道，青年时代，在法国学习研究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回北京后蔡元培请客，有刘师培、黄侃、胡适这些前贤在座。蔡问刘师培认不认识沈曼
若先生？刘青白眼说：“喔，那个沈伢崽啊！！”
沈曼若那时才二十来岁，不高兴了！“我就是沈曼若！”
“喔！”刘师培说：“你就是沈曼若啊！你，读过什么书呀！”
“什么书都读过！”沈说。
“什么书都读过？那举一本来听听呀！”刘说。
“《论语》！”
“喔！读过《论语》，不简单哪！有什么心得呀！”
“有一句！”沈说。
“给大家讲讲着哪！”刘说。
“老而不死！”沈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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