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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明月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

歡迎辭
早上好，歡迎尊敬的演講者、同事和觀
眾。我代表香港教育大學的人文學院，很
高興歡迎大家參加「香港語言和文學國
際研討會：日本與香港」。

首先，請允許我感謝中國文學和文學文
化研究中心舉辦這次活動。由於疫情，
這次活動自去年夏天開始順延到今日。
我想藉此機會感謝葉倬瑋博士和他的團
隊，要知道，今天能召集到這麼多的演講
者和聽眾，是需要很多人努力的。舉辦網
上研討會，可以讓世界各地的人更方便
地交流，也可以與今天的主題相關：跨境
文化交流。正如今天研討會上的講者所
要介紹的那樣，從現代言語的發展、教
育體系到流行文化，我們在不同的領域
中互相學習。從一百年前開始，日本和香
港之間就有知識交流，以及文化、語言和

文學方面的互動，而且今天仍然在進行。
我相信，鼎盛的演講者陣容將帶來不少
新觀點。我特別期待聽到我們的主講人
黃英哲教授講述日本在過去20年裡的學
術關注。

我們大學致力讓學生利用本校的國際網
絡，通過這些網絡發展全球視野。事實
上，在這次研討會上，我們讓學科、社會
和文化互相交滙。我鼓勵學生評論員在
圓桌會議環節上分享他們的見解，並預
先感謝發言人的熱情和評論。

但願地理上的距離並不妨礙我們分享想
法，語言也不是問題。我祝願今天的研討
會圓滿成功，讓我們從過去發現新的可
能性，重塑我們展望未來的角度。謝謝大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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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辭
尊敬的黃英哲教授、人文學院代理院長
古博士、各位發表老師、各位研究生和參
加者，早上好。

日本和香港距離2786公里，時間差為1小
時，通過ZOOM，我們克服了距離和時間
差的限制，在這兒會面，一同研討我們所
關心的課題，在疫情下，我個人還是覺
得很感恩的。

近年，香港成為了東西方非常關心的地
方。其實，在文學、語言和文化方面，香
港的重要性，從來都沒有給遺忘。作為
在香港的大學裡的研究中心，營造研討
香港的平台，是我們的目標與責任。今天

的會議，各位老師將帶領我們游走香港
和日本的地景，穿梭近百年的歷史時空，
追尋中日不同文化語境裡的香港記憶。
我非常期待各位老師的分享。下午的圓
桌會議，來自日本、中國內地及香港的年
輕後進，會發表對於香港的研究體會，我
期待充滿活力的思維，在交流與碰撞下
產生美麗的火花。

這個會議籌備了超過一年，感謝研究中
心同事的付出，感謝人文學院的支持，更
要感謝各位參加會議的老師和研究生，
祝願各位收穫圓滿，身體健康，謝謝。

葉倬瑋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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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簡介

2021年5月21日，由香港教育大學人文學
院及中國文學文化中心主辦，「香港語言
及文學文化國際研討會: 日本與香港」順
利舉行。是次會議原定於2020年秋季以
實體方式舉行，但由於疫情爆發而數度
延期，最終在今年以網上會議的形式實
現，並同時在網上社交媒體提供串流直
播。研討會得以成功舉辦，實有賴與會
者的支持和付出，在困難的的環境下為
跨地區的知識交流而努力。

本次研討會共有四個部分，分別是主題
演講、文學文化小組、語言文化小組、以
及最後的圓桌討論環節（Roundtable 
Session）。會議邀請了人文學院副院長
谷明月博士、以及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
心總監葉倬瑋博士致開幕辭，闡述會議
理念，及歡迎海外及本地的學者和研究
生。

主題演講方面，我們很榮幸邀請了日本
愛知大學黃英哲教授講解日本學界對香
港文化及文學的認識，並請得臺灣國立
清華大學陳國球教授主持環節。黃教授
從上世紀末的日本社會對香港的關心開
始談起，並列舉日本國內不同的著作、

翻譯、演講、研討會等例子，詳細解釋近
二十年日本學界研究香港課題的意識變
化。

文學文化小組，由本校區仲桃博士主持。
四位發表學者的課題遍及文學文本、文
化現象和影像藝術，既包括日本對香港
的觀照，也有從香港遙望他者的反思。韓
燕麗教授的演講關注日本二戰時期舞臺
劇中的香港形象，為既有的香港內部文
化論述帶來新角度的同時，也介紹了不
少難得一見的文本和資料；雜賀廣海博
士考察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香港左翼社
運風潮後，港產電影裡的中國表述，身體
與風景成為了敘事策略。黃淑嫻教授借
一系列也斯關於日本的文本，分析他筆
下的旅遊書寫的意義和心理轉變，從而
了解也斯的人文關懷及世界觀。陳智德
博士以徐速的兩個寫於五十年代末的小
說文本為例，說明如何透過文藝及政治
的反思，處理邊緣的歷史記憶。

語言文化小組，則由本校錢志安博士主
持，四位發表學者從粵語發展史、使用現
象、教育制度切入，以不同角度審視日本
與香港語言文化的碰撞。吉川雅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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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十九世紀末在香港出版的字典及語
言學習材料，發現有關出版被同期的日
本學者參考，港日的語言交流原來可追
溯至兩個世紀以前。片岡新博士集中討
論近年港日語言的交流現象，介紹日文
詞語被介紹到香港後，如何出現意思的
轉化，又如何產生新的詞義。劉擇明博士
考察日語字詞在香港轉化的機制，展示
異國語言如何被本土化，又如何置換成
粵語內部的語言使用文化。鈴木武生博
士比較香港、日本、台灣三地對於地方語
言的態度及定義，從而探討母語教育政
策不同的面向及可能性。

討論環節於下午舉行，由香港城市大學
林少陽教授主持，幾位研究生評論員首
先就上午的學者發表提出感想，以及對
有興趣的部分發問。隨後，林教授除了
總結發表內容外，也提供了獨到的見解，
回應了與會者及研究生評論員的意見。
討論的氣氛熱烈，在場亦有不少觀眾踴
躍提問。

是次研討會僅能用線上方式進行，希望
待疫情早日完結，研討會也迎來第二、第
三屆，讓大家在香港教育大學的校園內
聚首，分享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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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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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演講時間以及問答環節在內，主題演講時間為75分鐘。

文學文化環節，及言語文化環節中，各演講者有20分鐘時間發表。

兩環節中的問答環節為15分鐘。

圓桌會議時間為90分鐘。

圓桌會議開始時，每位學生評論員有8分鐘的發言時間。其後的討論時間不
受限制，直到會議結束。

1

2

3

4

5

流程規則



講者及題目簡介

演講主持

陳國球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基調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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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基調演講

「晚近20年日本學界對 
       香港文化．文學的認識」

講者

黃英哲教授
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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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二戰 期間，香港曾被日軍佔領 並 統治
過(1941-1945)，2017年，許鞍華的電影 
《 明 月 幾 時 有 》即 是 描 寫 這 段 期 間
日軍 的 殘 暴 與 香 港 游 擊 隊 英 勇 抗日
的故事。值得思考的是日軍佔領香港
時 之 殘 暴 行 為，卻 沒 有 成 為 戰 後 港
日之 間 無可解 的 重 大「歷 史 問 題 」， 
2 01 8 年，香 港 大 學曾 對 香 港 居民 做
了一項 對外 國·地 域 的 好感 度民 意 調
查，對 日 本 政 府 持 好 感 度 者 有 百 分
之 32 . 8，持反 感者有 百分之 3 0. 8 6， 
而且年年改善，最近包括對香港、中國、
台灣、澳門等10多國居民對日本人的好
感度調查，結果香港的居民對日本人持
好感者最多，佔全部居民的百分之68.1，
反感者只有全部居民的百分之5.8，香港
的「歷史問題」並沒有如同在韓國、中
國、台灣成為了政治議題。

相 對 地，日本人一向對 香港 也持 有好
感，根據香港政府2017年的統計，旅遊
香港的外國人旅客，日本人僅次於台灣
(2,017,550人)、韓國(1,487,670人)，佔第
三位(1,230,100人)，日本學者香港研究
專家倉田徹曾指出直到近年香港因政治

社會狀況透明、制度公平、腐敗情況少、
政治危機極小，是日本在東亞地區的珍貴
夥伴，再加上兩個地域同樣面對共同的課
題，如少子高齡化問題、脫工業化問題、
從高度成長走向安定成長等問題，使得日
本人對香港懷有好感。

根據筆者調查，自40年代開始日本媒體人
與學者即不斷地有香港介紹、研究的著述
出版，特別是1984年中英共同發表香港
歸還聲明到97年歸還前後，在日本有大量
香港議題著作出版，其中以香港史和香港
政治研究居多。2002年以後因香港陸續發
生幾場社會運動之故，日本關於香港研究
的出版更加活潑，而且研究議題更為多元
化，特別是對香港文化‧文學研究的著述
增多不少。

本報告將爬梳晚近20年日本學者對香港
文化．文學認識的變化，透過斷代的時間
回顧日本學者的香港文化．文學認識，筆
者也想進一步討論在這些論述中作為一個
「香港共同體」的空間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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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及題目簡介

演講主持

區仲桃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

文學文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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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文化部分

題目

戰時日本舞臺劇中的中國和香港

講者

韓燕麗教授
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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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由澤田正二郎等人於1917年成立的日本新國
劇劇團，一直秉持以男性演員為中心的演出風
格。1931年以后，隨著日本進入戰時體制，新
國劇創作演出的戰爭題材劇目開始獲得好評。
如日本劇評家大笹吉雄所說，新國劇作爲男性
劇團的硬派形象與戰爭的時代十分契合。從
公演記錄可知，1931年至1945年期間上演的
爲數不少的戰爭題材劇目中，「中國」「香港」
或是「中國人」等要素時常出現。細數有《齊
齊哈爾入城》（1932）、《上海》（1932）、《上
海陸戰隊》（1937年）、《中華理髮店》（1941
年）、《汪精衛》（1943年）、《香港進擊前》

（1943年）等18部之多。這些在戰爭期間曾經
多次反復上演過的劇目，在戰後幾乎完全被遺
忘。而較之文學與電影，舞臺演出的形式也令
深入研究更爲困難。本報告將通過閲讀當時
的上演資料，嘗試盡量還原劇作内容並加以分
析，從中探索戰時日本舞臺上所呈現的中國和
香港的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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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文化部分

題目

從〈在京都火車站〉(1978) 到〈尋路在京都〉
(2002)：也斯與日本

講者

黃淑嫻教授
嶺南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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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也斯在世的時候，我寫了一篇論文談他的《新
果自然來》一書，從遊記的角度討論他筆下
1970 年代的台灣。那年台灣之旅是也斯第一
次乘坐飛機到海外，自此以後，他的文學與文
化足跡一步步擴大。這篇文章是延續對也斯
遊記的研究。我認為也斯寫日本可以分為兩
個階段，第一階段是 1970 年代，也斯當時除
了去台灣和中國大陸以外，也去了日本，寫下
一些清新和感人的散文。第二階段是 1997 年
前後開始，當時他認識了一些要好的日本人朋
友，更與他們合作搞影展、出版等，這個階段
的創作有詩、小說和散文，非常豐富，更不用

說也斯一直喜歡日本電影。這兩個階段日本變
化了，更重要的是香港也變化了，兩個不同的
香港文化語境，遊記對於也斯來說從來不光是
記敘和抒情，遊記也是文化批評，通過遊歷外
地反思自己的城市。本文細讀也斯這兩段的日
本遊記，討論不同的文類，分析在不同的香港
社會文化背景下，在民族的呼聲中，在回歸的
憂慮下，日本對於也斯有什麼不同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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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文化部分

題目

文革後香港左翼電影的策略： 
《碧水寒山奪命金》中的地景再現

講者

雜賀廣海
京都藝術大學．藝術學部/ 神戶學院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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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本文 主 要討 論文革後的香港左 翼電 影。從
1966年到1976年的歷史對與中國共產黨關係
密切的左翼電影的影響，大於支持國民黨的
右翼電影。一方面，中國共產黨曾經批評左翼
電影作品是利用、甚至污染了大陸山河。另一
方面，受文化大革命影響的激進左派思想和
運動，特別是1967年的暴動，讓許多香港市
民感到恐懼。這種社會環境導致左翼電影公
司限制自己的生產，從而使他們的電影市場
萎縮。，左右派在文革前是平等競爭，有時甚
至有合作。但在文革之後，左派電影的數量急
劇下降。相反，右派電影公司如邵氏兄弟和嘉
禾，從1960年代中期開始在國內外電影市場
上佔據了主導地位。尤其是右翼的武俠和功夫
電影，尤其胡金銓、張徹和李小龍在國外也獲
得了巨大的成功。這些右翼電影因此被稱為
香港電影，其他類型則不為海外所知。換句話
說，談香港電影史很容易只會側重一面，所以
多面的回顧它才顯得有意義。

雖然左派電影公司在文革期間一直很謹慎，但
在1978年中共宣布改革和開放政策後，他們
開始用新的策略製作電影，以對抗右派。其策
略是在中國大陸拍攝電影，通過新奇而又懷舊
的風景來吸引香港人。基於原有的聯繫，使左
派比右派更容易被批准在大陸拍攝，並利用在
大陸拍攝的優勢，拍出了香港不存在的廣闊自
然景觀。對左派來說，大陸的風景代表了真正
的中國性的形象。杜琪峰認為他的導演處女作
《碧水寒山奪命金》（1980年）比胡金銓的電
影優勝，因為胡金銓的電影都是在台灣或韓國
拍攝。本文從演員和風景的構成、動作場面和
佛教形像三個方面對這兩部電影進行了比較，
顯示《碧水寒山奪命金》中，相比其浩瀚的風
景，演員的自由和身體遭到束縛。

通過上述討論，本文試圖重新評估杜琪峰的
電影風格。他在今天被稱為香港電影的作者，
但處女作卻經常在討論時，被排除在他的作品
之外。本文認為他堅持在實際地點拍攝的電
影製作方法可追溯至他第一部作品，而該作品
其實是左派電景策略的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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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文化部分

題目

香港文學的「歷史記憶」

講者

陳智德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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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香港文學的「歷史記憶」牽涉文化身分與意識
形態的反思，不同年代作家因應時代需要，透
過「歷史記憶」的追懷，轉化為文學的抒情，
同時感應到「歷史記憶」的殘缺、矛盾，成就另
一種有關「史」與「情」的沉思。本論文以徐速
（1924-1981）的《櫻子姑娘》、《去國集》；李
碧華（1958-）的《胭脂扣》、董啟章（1967-）的
〈永盛街興衰史〉為例子作出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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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及題目簡介

演講主持

錢志安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

語言文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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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文化部分

題目

香港文學的「歷史記憶」

講者

吉川雅之教授
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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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在香港人和日本人互相來往日益頻繁的現代
社會裡，香港粵語詞匯系統借用日語詞之現象
（即外來詞），並非難以理解的事情。

然而港日之間的詞語借用並不是現代特有的
現象。十九世紀中期，在香港進入英國統治、
日本即將結束江戶幕府統治之際，港日兩地之
間便已出現關於新概念詞語的一波交流。羅
布存德（Wilhelm Lobscheid. 1822-1893）編
寫的《英華字典》（1866至69年在香港印行）
是一套網羅極多詞項的大辭典，刊行十數年
後，還在日本出現刻本（稱作「和刻本」）。書
中所收錄的詞形，對當時的日語詞語起到了
很大影響。換言之，這本於香港刊行的辭典，
相當程度形塑了明治初期日語中的新概念詞
語。

港日語言的聯繫點，除詞語交流以外，在英
語學習方面也有不淺緣份。福澤諭吉（1835-
1901）編著的《增訂華英通語》（1860年刊）
在日本是廣為人知的英語教科書，這本書源自
福澤在美國所購入的《華英通語》一書，經他
加上日語假名標音出版。後人研究發現，《華
英通語》一書（協德堂。1855年刊）即是《增訂
華英通語》的底本。這可能是港日語言交流的
另一例子。然而協德堂是否為香港的書肆尚待
考究。因此本研究將使用在香港刊行的《華英
通語》版本（恒茂，1860年刊；恒茂為曾於西營
盤營業的書肆），與《增訂華英通語》對比，聚
焦於十九世紀香港與日本在英語學習上一同
邁開的步伐，考察兩地英語學習書在分析英語
語音時有何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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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文化部分

題目

日本、台灣、及香港的母語／方言 
教育政策與實踐：比較與展望

講者

鈴木武生博士
早稻田大學．法學部/ 跡見學園女子大學．傳播文化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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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聯合國的《原住民權利宣言》（2007年）和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瀕危語言地圖》（2010
年）對語言研究者，以及許多從事國家語言教
育的人都造成了衝擊。同樣受到影響的還有關
於傳統語言遺產的保護/恢復，在許多國家/地
區引發了各種問題。日本、台灣和香港都是語
言狀況非常複雜的社會，多種方言及本地話都
同時被使用。在本次的報告中，我將簡單比較
這些國家/地區的語言教育政策和實際社會語
言狀況的差異，展望未來多語言共生社會的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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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文化部分

題目

「港式日語」：日本和香港文化交流的產物

講者

片岡新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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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從歷史來看，日本文化一直受到中國文化影
響，日語借用了很多漢語來源的詞彙。到了明
治時代之後，日本吸收了西方文化，而當時還
沒有相應的日語詞，所以利用漢語語素來創造
新的詞彙。這些詞後來被清末民初留日的中國
學生帶回中國，變成現代漢語詞彙的重要一
部分。

周佳榮（2016）的研究指出，有些被人一直認
為來自日語的漢語詞彙，例如「銀行」（bank）
，其實早在1866-9年羅存德（W. Lobscheid）
在香港出版的《英華字典》中出現，而此詞在
日本出現的時間則較晚。當時香港有很多傳
教士用中文介紹西方文化，日本人參考這些中
文著作創造日語詞彙也不足為奇。可見新詞的
產生跟文化交流息息相關。

由二十世紀中葉開始，日本文化通過電視劇、
電影、動畫片、音樂、雜誌等媒介傳播到香港，
結果各方面的日語詞彙傳入香港。進入廿一
世紀，有些日語詞彙，無論在口頭還是書面形
式，都開始在香港有獨特的發展。本報告先俯
瞰日港文化互相交流的歷史，然後探討「港式
日語」的語義和語法特點。



28

語言文化部分

題目

日語專有名詞的香港粵語讀音

講者

劉擇明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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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日本是香港人的熱門旅遊地，亦是香港流行文
化的重要來源。兩地同屬漢字文化圈，香港人
無論是否通曉日語，一般都對日本的各類專名
（地名、人名、機構名稱）有認識。本文考察粵
語中的穩定和臨時借入的日語專名，歸納香港
粵語使用者借入日語專名的各類問題及處理
方式。這些問題大致可分作三類：（一）粵語內
部問題（多音字、變調、避俗）；（二）日語漢字
問題（新舊字體、日語國字）；（三）非漢字日
語專名的處理。香港粵語處理日語專名的方
式，簡單概括就是先把日語專名的成份轉換成
粵語能讀的漢字或英語詞。萬不得已要用日語

發音時，則無視日語原來音高，採用外來借詞
常見的6-1-4聲調次序。這種處理日語專名的
方式並不依賴日語知識，使得不諳日語的香港
人也能輕易地在粵語語境下討論日語的人和
事，或多或少促進了日本文化在香港的廣泛流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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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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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桌會議簡介

圓桌會議時間為90分鐘。

圓桌會議開始時，每位學生評論員有8分鐘的發言時間。其後的討論時間不
受限制，直到會議結束。

公眾聽眾可以在聊天室提出問題。根據情況，發言人和學生評論員可以對
這些問題作出回應，但不一定需要回答所有問題。

1

2

3

圓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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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主持

學生評論員

林少陽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

陳燕怡女士
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

吳穎濤先生
大阪大學．語言文化研究科

徐雨霽女士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

周航屹先生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 愛知大學．中國研究科

(名字以拼音排序)

圓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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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感言

陳燕怡女士
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 博士生

在研討會上，陳智徳教授重點討論了南來文人
徐速如何在《星星之火》（1952）與《櫻子姑
娘》（1960）書寫歷史記憶並參與彼時關於自
由文藝與作品的政治性的討論。尤具啟發性
的是，陳教授以徐速這部被認為政治色彩濃
厚的《星星之火》的再版為切入，帶出一九五
零年代中期台港有關文藝路線與政治性的論
爭，為台港文藝互動這個研究領域打開了新對
話，是兩地在五六十年代現代主義思潮互動
以外的另一個研究面向。而我比較感興趣並
覺得可作後續思考的是，徐速作為經歷過抗
戰時期的局內人，他如何在虛構敘事中回憶並

講述那段歷史？作家是否能做到他在《櫻子姑
娘》序言所述：「盡量保持冷靜客觀的態度，
將個人的意見隱藏在後面」？以此對讀上世紀
八九十年代香港作家作為局外人在歷史書寫
中進行的想像式的投入（例如在李碧華《胭脂
扣》（1985）和董啟章〈永盛街興衰史〉（1995
），作家以史料為寫作素材、透過想像和虛構
追溯香港歷史，從愛情、女鬼或幽靈的角度介
入城市和人的記憶），這種書寫又具有怎樣的
文藝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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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感言

吳穎濤先生
大阪大學．語言文化研究科, 博士生

作為學生評論員參加這次研討會是一次非常
有意義的經歷。研討會開始時，黃英哲教授作
了主題演講。黃教授是中國現代史和台灣文學
的專家。他對魯迅著作在台灣的傳播和中國
散居知識分子的歷史的研究非常吸引人，對我
自己的研究項目有很大影響。我的論文題目是
關於中國移民在東亞和華語文學中的寫作和
表現，因此，對中國散居文人傳記的細致研究
為我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力的框架，以描繪不同
背景的人的足跡和移動經歷。

在主題演講中，黃教授將重點轉移到日本的香
港文化和社會的學術研究上。他以其一貫的風
格，進行了詳細的文獻回顧。從文獻回顧中可
以看出，自2002年以來，由於香港的幾次社會
運動，日本的香港研究出版物變得更加活躍和
多樣化，尤其是在香港文化和文學領域。黃教
授認為，香港有其自身的闕如性，使其文化繼
承了中國的傳統，但又呈現出與現代中國截然
不同的景象。董啟章的小說《地圖集》的翻譯
和相關學術活動的案例研究表明，香港文學在
中國文學領域擁有獨特的地位，因為香港作家
在寫作時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壓力要小得多。由
於這種獨特的地位，至少會有一個被稱為「香
港視角」的觀點，讓我們重新審視中國現代文
學的發展和替代發展模式的可能性。

除了主旨演講，我覺得陳智德博士提供的講
座也非常吸引人。在他的演講中，他重點討論
了香港文學中的歷史記憶。陳博士認為，在香

港殖民地時期創作的虛構作品中所展現的歷
史記憶涉及到文化身份和意識形態的反映。
從陳博士的觀察中可以看出，不同時代的作家
順應時代的需要，將對歷史記憶的追憶轉化
為文學的抒情，同時感受到歷史記憶的碎片化
和矛盾性，實現對「史」和「情」（情感、情緒）
的另一種沈思。陳博士特別關注香港作家徐速
（1924-1981）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寫作。徐
速在冷戰時期遇到了意識形態上的困境，被貼
上了寫「右派」作品的標簽，這讓他感到沮喪。
置身於這樣一個文明沖突的時代，徐速只能
通過抒情性的寫作，來表現他對世界潮流劇變
的無力感。

我曾寫過一篇研究文章，略微討論了歷史記憶
和人物記憶的對立。個人記憶很容易被遺忘，
除非它被轉化為歷史記憶，而歷史記憶有其集
體性的特點，可能會歪曲它所代表的個人的記
憶。事實上，從王德威對中國抒情的現代性研
究中，我們知道現代中國的抒情詩寫作是那些
與追求革命和啟蒙的寫作相違背的。當中國作
家在現代性的進步工程中失敗時，他們就會訴
諸於表現他們的失敗和原意的抒情寫作。這種
失敗的記錄告訴我們，人們曾經期待的歷史，
以及為什麽最終期待沒有變成現實。研究徐
速的小說，以及香港文學的聚集，可以讓我們
了解到被「革命歷史」和「好故事」等宏大敘事
所掩蓋的無數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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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感言

徐雨霽女士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 博士生

我 非常 榮 幸可以 成 為「香 港 語言及 文學文
化國際研討會:日本與香港（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Hong Kong Language and 
Literary Culture: Japan and Hong Kong）
」的學生成員。雖然個人現行的博士課題與香
港文學文化關係不大，但是香港與日本的現代
關係研究是一個值得重視的亞洲課題——這
不僅構成中國/地方研究的重要組成，更是一
個具有全球視野的實踐。不同於「台灣-日本」
的歷史關係即完全殖民地的五十年日治時代，
「三年零八個月」的香港日據時代在相對比英
殖時期，並沒有得到比較廣泛的研究，近些年
來才逐漸得以挖掘（例如，《坐困愁城：日佔
香港的大眾生活》、《吞聲忍語：日治時期香
港人的集體回憶》及《濁世消磨：日治時期香
港人的休閒生活》等）。但通過這次會議的學

習，有三點頗令我有所得：（1）現當代香港文
學在日本的接受和翻譯以及香港作家（如也
斯）對日本的書寫；（2）戰爭時期日本舞台劇
對香港或者中國形象的再現；（3）日語在進入
粵語環境之後，如何得以重塑和運用，或反之
亦然。筆者更感興趣的是，若是現當代的日本
知識界（而非民間）對香港的關注與97回歸以
及近年來的社會運動有關，那麼這些「關懷」
是否有其自身當下的關心指涉？從文學、文化
乃至語言等多重面向來看，香港與日本的聯
繫、互動從未斷裂過，反而以看見或看不見的
方式在不斷塑造兩者的相互認知。或許，這是
今次大會的極大意義，便是提醒我們，亞洲的
同頻共振在日港之間亦是值得去發掘和關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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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感言

周航屹先生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 愛知大學．中國研究科, 博士生

參加此次香港教育大學人文學院主辦的「香港
語言及文學文化國家研討會：日本與香港」，

我感到收穫很大，具體有三點體會和思考： 
一、學術史回顧的示範。黃英哲老師的主旨演
講”晚近20年日本學界對香港文化、文學的認
識”對此進行了示範。他透過歷時地回顧日本
學界的香港書寫，爬梳了香港文學文化在日本
的認識變遷和動態面貌，對於理解此次會議
的議程有所裨益。惟有如此，才有助於整體和
歷史地把握此次會議主題的學術脈絡和進展
趨勢，使得具體議題的討論有所依憑。 

二、中國內地經驗的引入。此次會議主題圍繞
日本與香港展開，而為了更好理解兩地之間
在文學文化上的往來互動，理應引入中國內地 
(尤其是上海)的轉介或參照作用。例如，作為
觀察物件，香港文學在日本學界，與中國內地
文學在日本學界，關注點有何異同？如此異同
何以產生？背後有哪些學者或作家引導或左右
了香港文學的日本書寫？另外，關乎上海經驗
的引入，讓我想起我所關注的小說家、報人包
天笑的經歷：包氏曾從上海到日本考察，1948
年赴臺灣，後到香港定居直至去世。以包氏為
案例，或可討論中國文學文化跨越地域與歷經
時間的變與不變。 

三、通俗-高雅、文學-傳播的辯證。我注意到黃
英哲老師在演講中引用了兩個完全對立的觀
點：一是研究者金文京以「木魚書」為例證，認
為這種被中國本土視為異端的通俗文藝象徵
了殖民地香港畸形的文化狀況，甚至「香港文
化的特徵與價值毋寧就是在此畸形之中」;二
是作家董啟章認為香港文學不被商業主義、
通俗文化、政治權力侵蝕，保有純粹性至今，
這種純粹性具體是指「多元、雜種、中西雙
全、新舊兼備、眾聲喧嘩的業餘性」。二者對
通俗的看法截然相反，較諸前者，後者相對忽
視了文學所處身的通俗傳播環境。這並非否定
香港文學創作的純文學性或高雅性，而是強調
文學並非真空、孤立地存在——如果我們承認
文學不僅是作者的個人行為，而是需要讀者參
與的話，則文學作品產生以後，絕非自然、自
動地進入讀者頭腦並施加作用，而是歷經一系
列出版、印刷、流通、閱讀等具身、實在的傳播
環節;同時人的組織關係與資訊傳播的過程同
步，不同的文學傳播情景還關聯和建構出不同
的人際關係。省略任何一個傳播環節，都無法
準確估量文學的影響和意義，香港文學自然也
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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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感言

蘇柳朱女士
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 碩士生

大家好，我叫蘇柳朱，現就讀於東京大學綜合
文化研究科言語情報學專攻。 我生長於廣西，
現研究的主要對象為壯語和古壯字。

非常感謝貴研究中心的邀請，給了我這次撰寫
感想文的寶貴機會。 作為語言學專業的學生，
這次會議中的片岡老師關於香港，臺灣等地從
日語借入的詞彙的相關統計給了我很深刻的
印象。一直以來我們（我和我身邊的朋友）都
認為香港是「親英」的，而臺灣是「親日」的，
那麼大量借入日語詞彙的現象似乎應該臺灣
居首。但事實是「放題」等詞彙，在香港新聞
中出現的頻率遠高於臺灣和其他地區。這似乎
在告誡我，在今後的研究中要會學打破固有思
維，實事求是，避免想當然。 

然後，在討論環節中說到了很多關於飲食的香
港小說被翻譯成日文的現象。雖然翻譯的題材
是由譯者本身來決定的，但由於社會背景，文
化等不同，人們的關注點必定也會有一定的差
異。 而很多我們認為司空見慣的事情，在其他
人看來就很新奇，甚至聞所未聞。因此，積極
地去了解對方的文化或許會幫助我們更好地
推廣自己的民族文化。而對我而言，今後想要
在日本推廣壯族語言文化，則更需要先對深入
地瞭解日本文化了。其次，這也讓我想起我的
導師吉川老師的教導——不管是論文的撰寫還
是今後的學會發表中都要照顧到讀者和聽眾
的感受，要對相關的知識進行充分解釋。

最後，看到諸位老師對香港語言文化的熱心，
更加堅定了我走上壯族語言文化研究道路的
決心。希望我可以努力成為像諸位老師一樣優
秀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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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感言

黃冠翔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 
博士後研究員

主持人及大家好，我是來自台灣、目前在香港
教育大學擔任博士後研究員的黃冠翔。今天聽
了精采的專題演講和論文發表，獲益良多，其
中黃英哲教授講授日本學界對香港文學研究
的概況，以及會中學者提及香港文學傳播與外
譯的問題，讓我想到一個文學史上特殊的案例
可提出來與各位分享。

作家邱永漢出身台灣，1948年因參與台獨運
動被當局政府通緝而逃難到香港，1954年再
離開香港轉往日本，1955年8至11月在《大眾
文藝》連載中篇小說〈香港〉，即獲得當時日本
文壇兩大獎項之一的直木賞（第34回），成為
第一位得到該殊榮的外國作家。而後《香港》也
在1956年6月由近代生活社出版單行本。不過
後來邱永漢轉向商業與企業經營發展，成為
日、台知名的投資和經營之神，文學成就相對
不受重視。

作 為 一 個 極 其 特 別 的 例 子，令 我 們 好 奇 的
是，1950年代日本文壇如何看待邱永漢和他
的作品，這涉及當時日本文學界如何接受這樣
一位外籍作家，以及如何透過他的小說來想
像香港？當時日本整體社會又是如何接受香
港、想像香港的呢？邱永漢的台灣背景，香港
經驗，在日本被接受甚至授獎，其中牽涉複雜
的文學文化與東亞視野，亦是香港文學跨國傳
播和接受的問題，值得深入探究。日本學界在
1980、90年代因九七問題也興起香港研究熱
潮，出現一些研究專著，邱永漢的例子或提供
我們一個補充思考，把日本與香港文學關係的
討論至少提前至1950年代，將是一個有趣且
具價值的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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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明月博士

合照

黃英哲教授

黃淑嫻教授

葉倬瑋博士

韓燕麗教授

雜賀廣海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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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德博士  

鈴木武生博士   

劉擇明博士

吉川雅之教授 

片岡新博士 

圓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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