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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光凝海峽
鄉愁無了期

詩壇巨擘余光中仙遊 享壽九十

鄉愁是一灣淺淺的
海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昨日上午10時，著名詩人、

文學家余光中在台灣高雄醫院因病與世長辭，享壽90歲。作為一代詩

壇巨擘和海內外具有廣泛影響的文學大師，余光中不僅留下了《鄉

愁》等膾炙人口的詩文名篇，還從歐美現代文學回歸本土，為中國傳

統文化的現代化轉型尋找「還鄉」路徑。1992年以來，余光中先生更

是往返海峽兩岸70多回，不遺餘力地對抗民進黨「去中國化」的企

圖，為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兩岸文化交流乃至中華民族文化認同作出

了重要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 1928 年出生於南京，祖籍福建永春。因
母親原籍為江蘇武進，故也自稱「江南人」。
1952年畢業於台灣大學外文系。1959年獲美國愛荷華
大學（LOWA ）藝術碩士。返台後先後在4所大學任
教。其間兩度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國多家大學任客
座教授。1972 年任台灣政治大學西語系教授兼主任。
1974年至1985 年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寫下作
品《飛鵝山頂》等。1985年開始任台灣中山大學教授及
講座教授，其中有六年時間兼任文學院院長及外文研究
所所長。
余光中一生從事詩歌、散文創作，評論及翻譯工作。他
馳騁文壇逾半個世紀，涉獵廣泛，被譽為「藝術上的多妻
主義者」。代表作有《白玉苦瓜》（詩集）、《記憶像鐵
軌一樣長》（散文集）及《分水嶺上：余光中評論文集》
（評論集）等。 ■新華網

「小時候，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
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而現

在，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
大陸在那頭。」1971年，20多年沒有回
過大陸的余光中思鄉情切，在台北廈門街
的舊居裡寫下《鄉愁》，它不僅彰顯着作
者一唱三歎纏綿雋永的文學素養，更承載
着兩岸永不磨滅的血脈和鄉情。

深深思念大陸 期盼祖國統一
2003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訪問

美國時，曾引用余光中《鄉愁》稱，台灣
「這一灣淺淺的海峽是我們最大的鄉愁，
最大的國殤」。
2008年，余老攜夫人再回南京，度過

了自己80歲壽辰，並開心地表示，「我
在這頭，新娘也在這頭，我在這頭，大陸
也在這頭」。他曾這樣解釋「鄉愁」：
「一個人必須離開自己的祖國夠遠、夠久
才會有真正的鄉愁。一個人的鄉愁如果一
村一鎮就可以解，那恐怕只停留在同鄉會
的層次，地理的鄉愁要乘以時間的滄桑，
才有深度。我的鄉愁，是對中國五千年歷
史的鄉愁情懷。」基於此，余老在2011
年續寫了《鄉愁》第五段：「而未來/鄉
愁是一條長長的橋樑/你去那頭/我來這
頭」，表達了他對祖國統一大業的美好期
盼。
其實，不僅是《鄉愁》，余老一生都

期盼兩岸統一，多部作品都體現對大陸深
深的思念，即使是《當我死時》，他仍深
情地呼喊：葬我，在長江與黃河之間；到
多鷓鴣的重慶，代替回鄉。

抨擊台灣政客 拋掉文化愚蠢
隨着環境和生活方式的改變，余老也

在不斷地更新對兩岸發展、對鄉愁情思的
認識，他將自己的鄉愁融入到時代變遷的
洪流中，用自己的語言、作品、思想、演
講、教學，一點點溶解着兩岸交流的堅
冰，並在有限的生命裡，懷着對中華文化
的認同感和對祖國山河的眷戀，致力於兩
岸文化交流溝通，致力於推動兩岸合編
《中華大辭典》，提倡「識繁書簡」。
截至2014年，余老共在大陸出版30多
本書。此時也已有較多大陸作品進入台
灣，不過仍未達到余老對於「兩岸文化交
流」的滿意度。他總說，交流方式太零
散，缺乏系統。談及兩岸形勢，他曾不無
擔憂地表示，台灣的政客們，為了五十年
政治，卻在把五千年源遠流長的文化拋
掉，是愚蠢的。
自蔡英文上台後，余光中更是公開抨擊

民進黨當局的「12年國教課程綱領」。他
支持並呼籲課綱拋開文白（文言文和白話
文）之爭，捍衛課綱修正不淪為意識形態
的工具。他曾明確表示，「如果把文言文
拋掉不用，我們就會變成沒有記憶的民
族。」他認為，「台獨」人士處於一種很
矛盾的境地，在陳水扁執政的8年裡，他
們不遺餘力地推行「去中國化」、修改教
科書、給建築改名等等，「但他們無法從
文字上去除中國因素，台灣文化和閩南文
化很接近，這一點是不能否認的。」但他
依然滿懷希望地稱，「兩岸的文化只要有
交流，這個民族就不會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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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四地深情緬懷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副主任
朱壽桐教授：

漢語文學文化界失去了最為傑出的詩
人。余光中以非常細膩、親切的表達將
深重的國族意識內化為與每一個人息息
相關的愛情、親情，這是前所未有的藝
術成就和高度。余光中在擔任澳門大學
駐校作家期間，平易近人、和藹可親，
在一次工作坊中，親身為澳門中小學生
修改詩歌作品，非常動人。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副主
任陳學然副教授：

余光中的詩歌能夠帶給人非常深沉的思
考，而他的文章則將個體的感覺普遍
化。他的詩歌《高速的聯想》表達出獨
特的香港印象，意象豐富而有張力，語
言凝煉；《我的四個假想敵》更是將父
女之間的情感聯結進行了傳神描繪。因
此，他的離去是華人社會的巨大損失。

台灣作家張曉風：

余先生一輩子創作很多詩歌，對台灣現
代文學的影響既深且遠，大師級詩人的
位置無人能取代。他既是詩人，創作之
餘在學術上也有其成就；更了不起的地
方是中英文、古今中外文化修養都非常
好；用字、煉字之精緻，別人很難企
及，他是文字方面的全才。

台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趙政岷：

余光中先生的離開對台灣整個文化出版
界是損失和遺憾。橫跨好幾個世代的台
灣人都是跟隨着余光中的作品一起長
大，直到現在，這些文字仍是教科書的
一部分。老人家是傳統文化人的典型，
留給大家很多懷念；晚年他仍筆耕不
輟，這樣的精神很值得後輩去學習。

大陸詩人北島：

余先生為人謙和文雅，英文流利。我對
他的印象是老派文人，再加上一點兒幽
默和俏皮。因余先生推薦，九歌出版社
出版了我的好幾本書。此後來往不多，
但總有消息。我編的《給孩子的詩》中
選了余先生的《鄉愁》，據編輯說，他
對這首小詩有所偏愛，並親自校定他的
簡歷。

■綜合記者傅航、鳳凰網及中新社報道

余光中一生熱愛
中華傳統文化，熱
愛 祖 國 ， 曾 寫 道

「我的血系中有一條黃河的支
流」。
余光中是個複雜而多變的詩人，

他變化的軌跡基本上可以說是台灣
整個詩壇三十多年來的一個走向，
即先西化後回歸。其文學生涯悠
遠、遼闊、深沉，且兼有中國古典
文學與外國現代文學之精神，創作
手法新穎靈活，比喻奇特，因此被
尊為「台灣詩壇祭酒」。他的詩論
視野開闊，富有開拓探索的犀利朝
氣；他強調作家的民族感和責任
感，善於從語言的角度把握詩的品
格和價值，自成一家。
被文壇大師梁實秋稱為「右手寫

詩、左手寫散文，成就之高、一時
無兩」的余光中，在現代詩、現代
散文、翻譯、評論等文學領域都有
涉獵。大學時期就讀外文系的他，
還沒畢業就在文學刊物上投遞詩
作，受到梁實秋賞識後出版詩集處
女作《舟子的悲歌》；畢業後，更
與覃子豪、鍾鼎文、鄧禹平等當時
文壇上活躍的青年詩人們，共同創
立藍星詩社，《藍星》周刊也成為
文壇一本非常有影響力的著作。
余老投注畢生精力於文學創作，

有着巨人般的意志。雖年愈長，身
愈孱弱，但仍執筆不輟，如今的他
已躺在了「最縱容最寬闊的床」，
「坦然睡去」。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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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
婧）「鄉愁詩人」余光中與香
港淵源不淺。他曾在散文《從
母親到外遇》說：「香港是情
人，因為我和她曾有12年的緣
分，最後雖然分了手，卻不是
為了爭端。」余光中1949年
從內地來港，翌年赴台，1974
年至1985年又重回香江，在
中文大學度過他文學生命的香
港時期。他對香港不是一見鍾
情，但「後來認識漸深，發現
了她的真性情，終於轉而相
悅。」於是，香港成了余光中
眾多創作主題之一。據悉，他
在中大期間已出版的詩作有
163首、散文有25篇，那段時
期堪稱其創作的黃金歲月。

曾掀書寫沙田熱潮
在中大期間，余光中曾說
過：「沙田、馬料水環境得天
獨厚，簡直是在風景區裡，學
生、老師在山坡上轉來轉去，
我每次在山坡上走，遠遠看到
馬鞍山，馬鞍山後面還有山，
山的輪廓一層一層，就是中國
水墨畫的意境，就是在大自然
的環境中。」無論是馬料水的

環境，還是在中大遇到的人與
事都是他創作的題材，比如大
霧天氣下的中大就被他演繹成
筆下的《沙田山居》，令沙田
成了「文學的沙田」，引發了
當時在中大教書的作家和老師
一起書寫沙田的熱潮。
上世紀80年代中，要離開

香港時，余光中寫下《別門
前群松》，以告別學校宿舍
附近的松樹。回台之初，他
又在詩集《夢與地理》抒發
了對香港的懷念。
今年10月26日，台灣中山
大學將早前籌劃的「余光中
書寫香港紀錄片」，在中山
大學西子灣會館獻給余光
中，作為90大壽賀禮，當天
他談興極佳，並以詩助興，
不想這竟成為他最後一次公
開露面。
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

系和聯合書院昨日發表聯合
聲明，指全體師生及校友對
余光中辭世深表哀悼，並向
他的家屬致以最懇切的慰
問，並讚揚他「於藝文，於
學術，於社會，貢獻深遠；
哲人其萎，範典永垂。」

「我的血系中有一條黃河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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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任教於香港余光中任教於香港
時期時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台灣中山大學10月26日提前為余光中（右二）慶祝90大
壽，由妻子范我存（右一）陪同出席，現場還首播「余光中書
寫香港紀錄片」作為獻禮。 資料圖片

■■2013年，余光中（左二）獲澳門大學頒授榮譽文學博士學
位。 資料圖片

小時候，

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

我在這頭，

母親在那頭。

長大後，

鄉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

我在這頭，

新娘在那頭。

後來啊，

鄉愁是一方矮矮的墳墓，

我在外頭，

母親在裡頭。

而現在，

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

我在這頭，

大陸在那頭。

《鄉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