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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文學徑」其實也包括蔡元培、胡適、蕭紅等作家早年在香港的足
跡，這些作家的共同點是，他們一生之中，有一段時間身在香港。但無論
出於歷史原因還是因緣際會，香港對他們都有㠥重大的影響，而其中張愛
玲的部分，則將地標選在淺水灣。

從前著名的淺水灣酒店，如今變為花園中專門修建的一座地標，以此代
表張愛玲，也讓人情不自禁聯想起《傾城之戀》、《小團圓》、《易經》這
些與淺水灣有關的張愛玲作品。而宋以朗則認為，這些作家都曾在香港留
下印跡，但要有人出來講幾句話，讓人們知道他們與香港的前世今生，卻
並不容易。他說：「張愛玲至少有我，我在香港，手邊又有很多書信、遺
物，但其他的作家很不容易，譬如蕭紅有何後人？所以我覺得自己可以幫
這個計劃做多些事。」

不問出身，張愛玲當然是屬於香港的。在電影短片《張愛玲的香港故事》
首播之際，張愛玲與香港的情分也得以藉由宋以朗，被再度梳理回望。

與香港的三段情分

「我不需要講她寫過些甚麼，而我能做的，是告訴人們她甚麼時候住過
香港，而她又寫了關於香港的甚麼。」宋以朗如是說。

張愛玲一生中的三段生命時光都在香港度過，但身份與境遇完全不同。
最初的第一段時間，她是港大學生，來到香港讀書，按宋以朗的形容即
是：「離開上海，第一次自己一個人出門，住在學校宿舍，碰見一班同
學。」她之前的人生中，沒有機會像這樣見到世界不同地方的人，如外國
學生、馬來西亞華僑、香港人等等。「這應該對她的世界觀有些影響。」

而這段經歷，對張愛玲個人歷史經驗的重要意義，則是1941年開始打
仗。從12月7日珍珠港事變到12月26日香港淪陷，短短的18天，令她完成
了那篇〈燼餘錄〉。如果有人問那18天香港究竟發生過甚麼事，正史當然
有記載，幾點幾分，炸彈跌落西營盤⋯⋯但張愛玲的散文，卻捕捉了當時
的人們在想些甚麼。宋以朗說：「她不會去寫英軍抗日如何英勇，因為她
只知道自己怎麼想，自己身邊的人怎麼想，她寫的，只是身為一個普通學
生、普通市民在那時期的心態，所以是完全不同的角度。」

回到上海之後，包括《傾城之戀》和此前的《第一爐香》、《第二爐香》
等小說，張愛玲亦都以香港作為背景。

而再回到香港時，已經是十年後。張愛玲從大陸回來的藉口是繼續學
業，因為尚未拿到學位。「但其實她已經沒法再讀書了，她已經32歲了，
你想想看，如果她回去讀大三，身邊的人都是20出頭，還要聽教授教寫作
⋯⋯」宋以朗說：「所以讀了幾個月之後她就退學，開始在香港做翻譯，
也是那時候，她認識了我的爸爸媽媽，寫了幾本小說，直到1955年，移民
到美國，去試圖發展寫作事業。」

張愛玲在美國的寫作生涯，並不太成功，其中很大的因素，是她是中國
人，可她用英文寫中國的事，比如舊社會的事和人，並不符合美國人的

「東方想像」。按宋以朗的話說：「並不是美國人不關心中國的事，而是他
們有自己的預期。」張愛玲顯然無法在小說創作上符合這種預期，於是她
唯有另做打算。

「當時我爸爸在電影公司做監製，就提議她來幫電懋寫劇本。」劇本多
數都是改寫好萊塢電影或是百老匯戲劇，譬如外國電影中如果有男主角去
賭錢的情節，由於當時的審查條例，就不能出現在中國電影裡，必須重新
去寫去改。

於是便有了張愛玲在香港的第三段時光。1961-1962年，她有幾個月住
在香港，也有了宋以朗和張愛玲實質上的交集。「她在香港的第一段時
期，我沒出世，我爸爸媽媽也不認識她，第二段時期我3至6歲，也不記得
這個人，但第三段時期，我是見過她的。」當時的宋家很多人出出入入，
十幾歲的宋以朗對張愛玲其實並無特別印象。「沒想過這個人將來會變得
很特別，但我記得有這麼一個人。」

寫劇本寫到收尾的兩個星期，張愛玲退掉租住的房子，搬去宋家住。
「所以當時我就睡在廳裡，她住在我的小房間。大多數時間，她都自己關
㠥房門寫東西。」而那房間，如今已被改成廁所，我們惟有盡情發揮想像
力，想像當年的張愛玲，晨起後推開窗，便可以見到一覽無遺的獅子山風
景⋯⋯

女作家的個人反思

宋以朗在電影短片中，主要介紹的是香港對張愛玲的影響。「學生時
代，她學到些中英文寫作技巧，但之後其實很長的一段時間，她一直沒再
寫香港，除了一篇屬於遊記的散文《重返邊城》——從前港大的宿舍拆
了，但沿㠥那條路走下去，樹好像變高了，但那已經是二十幾年前的事
了。

香港對於張愛玲真正的個人影響，或許最有跡可循的線索便是那本《小
團圓》。

「很多人覺得那本小說結構很亂，看不太懂。」但宋以朗認為：「但其
實是有結構的，也講出了一個很重要的部分：香港。」有看不懂的讀者投
訴，小說的第一章第二章，女孩人在港大，之後嗖的一聲就跳回上海，怎
麼一回事？

宋以朗則認為：「張愛玲所使用的結構，其實是想你思考，這個女孩，
在一間學校有很多同學，但是沒有一個是談得投契的。雖然有些人對她很
友善，但到炸彈跌下來的那一刻，她覺得『哇我頭先差點死了，這是件大
事』——但是可以和誰講呢？她發現沒有人。」她覺得自己很孤獨。

「那麼為甚麼這個人是這樣的，她發生過甚麼事，她為甚麼和所有人都

原籍上海的著名女作家張愛
玲與香港緣分不淺，年輕時就
讀於香港大學，因日軍於太平
洋戰爭中佔領香港，而不得不
中斷學業回到上海，後來輾轉
回港後因翻譯海明威的名著

《老人與海》而認識宋淇（宋以
朗的父親），並與其妻子鄺文美
成為畢生摯友。張愛玲在宋淇
力捧下，成為電懋的編劇主力
之一。約35歲的張愛玲赴美國
定居，期間因寫作劇本而回到香港，並於宋家留宿兩星期，
與當年12歲的宋以朗第二次會面（第一次會面時，因宋以朗
只得2歲，所以他並沒有印象）。張愛玲去世後，宋氏夫婦更
成了她的遺產執行人，及後由宋以朗接替。

作為張愛玲的遺產執行人，宋以朗
一直致力整理張愛玲的文章及手稿，
2009年出版名著《小團圓》，現時正
整理最後一本作品。適逢南區旅遊文
化節的「淺水灣文學之夜」將於淺水
灣設置露天影院，首播與香港電影資
料館聯合製作、由吳詠恩及陳序慶編
導的《張愛玲的香港故事》電影短
片，宋以朗亦參與其中，親身公開張
愛玲的絕密手稿，以及眾多出自張愛
玲手筆或改編自其作品的電影片段，

讓觀眾從不同的角度認識這位極受愛戴的作家。

「淺水灣文學之夜」 張愛玲的香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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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命運機緣，抑或責任使命，宋以朗的名字，都注定與

張愛玲難以分割。他接替父母成為張愛玲的遺產執行人，因而

某種程度上也成為了今時今日與張愛玲最「近」的人。「南區

文學徑」淺水灣段即將落成，而淺水灣作為張愛玲小說中最重

要的地標之一，自然又會令人們重新檢視那些「張愛玲的香港

故事」。

前塵往事，由宋以朗娓娓道來。我們無法想像，倘若張愛玲

不曾在香港讀書生活，《傾城之戀》那樣的曠世名作是否仍會

誕生，但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香港對張愛玲人生的影響無可

替代。她並非一位香港作家，但她又從來都屬於香港。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賈選凝攝：曾慶威

疏離？於是小說就回到她上海的童年，講到她的家庭：她
的媽媽自己去了歐洲，她爸爸娶了後母，後母當然有點偏
心，不太喜歡她，所以她從小就是一個很孤獨的人，她覺
得沒人愛她。」所以《小團圓》中在港大讀書的女主人
公，無法同身邊的人溝通。

講一個故事有很多種技巧，可以從頭講到尾，從出生講
到死。但宋以朗認為，講這樣的一個故事，未必有意思
看、未必看得出來龍去脈。而張愛玲的方法，就像是捉貓
要捉脖子一樣，從中間開始講故事，讓讀者明白一個人物
生命的中間是甚麼狀態，再花筆墨去講這個人為甚麼如
此。「至於以後發生甚麼，她完全沒給任何提示，讀者會
一路跟下去。」但故事的後半段我們當然都耳熟能詳不
過，一個很孤獨的女人，有一天開始寫文章、引人注意，
然後一個男人找上門來，花言巧語，「那她就死定啦，問
題是她要甚麼時候才發現，這個男人對個個女人都花言巧
語，她心灰意冷，她失望。」於是她反思自己一世人為甚
麼變成這樣。

歸根結底，是在香港幾乎被跌落的炸彈炸死的那一刻，
讓她清醒地認識到，她很孤單。

一份工作一份責任

那麼張愛玲對於宋以朗個人的意義，又意味㠥甚麼？她
是傳世作家，她是個孤單而情感豐富的女性，她是他父母
的摯友，但她對於他，又意味㠥甚麼？

「如果以她是作家的身份來說，我需要做是一份工作，
因為那是我的責任，未必是我想做的，但等於我爸爸媽媽
應承了她，那麼這些事就需要做。」宋以朗說：「我未必
想自己做，但想不到可以交給誰去做。」

「那些事」也未必是永久的，目前需要做的，當然是處
理張愛玲的遺作，整理並出版，做完這些之後，就應該變
得簡單許多，主要是處理所有遺物（相片）。「技術上來
講，不需要捐贈，有一種方法叫permanent loan——借出
去，不限定甚麼時候還，但東西始終不是你的。」這樣就
免了很多麻煩，但一旦捐贈之後，這些張愛玲的遺物可能
會有被拍賣的風險。

而在文獻的保存層面，不管怎麼說，很多都是紙張物
品，受溫度、濕度影響。「擺在我家一兩年當然可以，但
長期下來總不是太好，有些50年代的書信，墨水已經有些
褪色，所以最好還是交給專業機構處理這些東西。」

對於宋以朗個人來講，處理張愛玲的遺物，其實也是一
個學習的過程。她讓他對很多事都有了好奇心。

儘管張愛玲本人不喜歡看報紙、雜誌、不喜歡聽人講政
治，不相信所謂的歷史，她只相信自己所知道、看得見的
東西，但她卻成為了文學的歷史，成為了被人研究的歷
史。她不相信所謂的真相、她只寫和市民生活有關聯的市
井生活，但這或許又正是她的人生際遇所賦予她的最獨特
的能量。

宋以朗說：「和那個時代相比，今天的我們是幸運的。」

「鳥語花言在春日─淺水灣文學之夜」
時間：3月23日　地點：淺水灣沙灘觀海亭及麗海堤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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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的手稿

■宋以朗分享其與

張愛玲的緣分。

■淺水灣的張愛玲地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