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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敖之，台灣作家、
中國近代史學者、文化學

者，1935年4月25日生於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祖籍吉林

省扶余縣，1937年遷到北京，
1949年隨父母赴台。曾先後在台灣大學歷史
系、歷史研究所就讀。
李敖曾因發表抨擊當政者言論等於1971

年3月被捕，判刑10年，於1976年11月出
獄，總計入獄5年零8個月。

李敖除研究、寫作、教學外，還積極從事
公開演講、時事評論等，並曾當選台灣民意
代表。李敖反對「台獨」，支持兩岸統一，
其主要著作包括《李敖大全集》、《李敖回
憶錄》、《北京法源寺》等。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欣欣 哈爾濱報
道）哈爾濱人的朋友圈、哈爾濱論壇昨日被
作家李敖逝世的悼念和追思文章「洗版」。
儘管三歲前，李敖便離開了哈爾濱，但一口
東北口音，甚至能講很多東北土話，足見其
家庭環境的影響。
在李敖幾乎所有著作的「作者簡介」中，

第一句話都是：「李敖，1935年生於哈爾
濱」，有時還把「1935年生於哈爾濱」單列
一行，加以突出。這雖然是個細節，卻充分
說明了哈爾濱在李敖心目中的重要位置。
《李敖回憶錄》的第一章，寫的就是哈爾
濱。
2008年，哈爾濱的趙太常先生隨交流團赴
台灣拜會李敖，因為同鄉關係，讓李敖激動
不已，主動提出單獨合影。當趙先生遞上名
片時，李敖說，「其實，老鄉可以不用名
片，我已經把它輸入我的電腦。」李敖用手
指了指自己的頭。「人生最是故鄉親，李敖

思念哈爾濱！我想黑龍江，我想家呀！」話
語真摯深情，透露着對故土的眷戀與嚮往。
2010年8月27日，李敖來到上海世博園
區，特意來到家鄉黑龍江館參觀。見到黑龍
江館館長李德山第一句話就是，「我是哈爾
濱人！」李敖深情地說：「我3歲就離開了
哈爾濱，這麼多年了，變化太大了，但我始
終對哈爾濱有很深的情結，看到黑龍江館就
像看到了家鄉。」李德山鄭重地向李敖贈送
了黑龍江館模型以作紀念。在留言簿上，李
敖自豪地揮筆疾書：「吾乃哈爾濱人也」。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都市快報》及本報資
料室報道，2014年香港書展，80歲的李敖為
了給當時未滿22歲的90後兒子李戡新書站
台，從台北特地飛來香港。「我不是天才型的
人，可我兒子是！他是真正的天才。」在會
上，李敖亦公開讚揚兒子搜索整理資料的毅
力，並指兒子是學他戴着口罩及手套去查閱，
結果從封存幾十年的檔案中，得到極其珍貴的
資料。
李敖本人在會上還遭遇了粉絲質疑：「前段

時間你女兒在北京因為付不出房租被人驅趕，
這麼大的事你毫無反應，一點聲音都沒有。小
兒子出本書你就那麼上心，這也太重男輕女了
吧？」
不過，李敖還是那個李敖：「你們難道不知

道嗎？我女兒是非常優秀的美國人。美國人是
什麼意思？她生在紐約，從小有着根深蒂固的
老美思維，今天的糧食絕對不會留到明天吃，
即使今天把明天的糧食吃完了，明天太陽照樣
升起。所以，我從不擔心她。」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亞洲週刊》副
總編輯江迅與李敖是多年老友。正在北京採
訪的江迅聞悉老友離世，忍不住在會場一角
痛哭。「老哥，你怎麼說走就走？」江迅在
社交媒體發文，回憶去年在李敖家中，李敖
還叮囑要到北京籌辦自己的收藏品展覽，其
中一半打算捐給國家。「沒能抓緊辦成，抱
憾啊！」江迅離開時，李敖還笑言：「江迅
啊，我們這算是永別啦！」
台灣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收藏有李敖親刻送

他的一方印章。宋楚瑜說，李敖一生從不站
邊靠派，但無時無刻必定站住個「理」字，
以筆為矛，直指核心，戳穿一切虛假，不論
你有多大的勢力、多少的徒眾、「橫眉冷對

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特立獨行，卻
更見知識分子的風骨。
李敖與娛樂圈中人關係密切，他曾指歌

手莫文蔚是他的夢中情人，讚她既性感又
精通多國語言，還自爆書房有段時間一直
掛着莫文蔚送他的一張性感寫真海報。
2011年莫文蔚為台北小巨蛋演唱會開記招
時李敖為她站台，對於李敖逝世，莫文蔚
表示：「很榮幸能交到這樣一位大師級的
好朋友，令我獲益良多，雖然這緣分不
長，但很美。」
台灣音樂人許常德也透過臉書追憶李敖，

「他去更逍遙的地方了，留給我們桀驁不馴
的溫柔」。

在李敖的身上，
有 着 濃 濃 的 愛 國
情結。2010年，李

敖第二次赴大陸旅遊，他此行的目的是
參觀上海世博會，送兒子李戡入讀北京
大學，以及赴浙江博物館參觀《富春山
居圖》。一路上，李敖還拜訪了中共一
大會址、上海書局等地。此行期間，李
敖數次表示：「如果愛台灣就要承認台
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在2005年「神州文化之旅」籌備階

段，有人問他將在3所大學演講何內
容，李敖用寥寥數語即為眾人釋疑，他
說：「在台灣，我是第一個公開支持
『一國兩制』的人，我還罵過美國和日
本，只要謹記此兩點即可。」眾人聽後

隨即不再詢問，表示已明白其情懷。
大陸媒體在報道中曾經這樣評價，李

敖的愛國方式與常人不同，他既不曾提
振手臂高呼愛國口號，也沒有站在偉人
像前宣誓，而是以一種近似「黏人」的
方式表達出來。他面對大陸媒體時，數
次理直氣壯地說：「（中國是你們的）
別忘了，中國也是我的。」當一個連續
在台灣居住了60多年的老人，像是與
他人搶東西似的，說「中國也是我的」
時，他是在以一種戲謔的方式表達自己
對祖國的感情。

拳拳愛國心 送兒讀北大
在很多場合，他呼籲有遠見的台灣人

來大陸發展，共同分享祖國無可限量的

前途。他不但這麼說，也讓自己的兒子
這麼做———放棄就讀台灣大學，選擇
入讀北京大學。這些行動也許可以表
明，2005年前他在天安門城樓上驚歎
中國具有「大國氣象」，是來自其內心
深處的肺腑之言。
國人在很多場合均可感受到李敖拳拳

的愛國心。令人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
第一次赴大陸訪問時說過的一段話，他
說：「1949年，在台灣從日本人的手
裡回到祖國懷抱4年後，我到了台灣；
2005年，在香港從英國人手中回歸8年
後，我來到香港。這表示我的雙腿從來
沒有離開過中國的土地，我要感謝我的
雙腿。」

■《羊城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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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央社、

《新京報》及鳳凰網報道，台灣知名作家

李敖3年前罹腦瘤，去年病情忽然轉差入

院。昨日上午，台北「榮總」醫院證實，

作家李敖近日病況轉危，並於當天上午10

點59分安然離世，享年83歲。李敖縱橫台

灣文壇逾半世紀，嘻笑怒罵皆成章，辛辣

文筆、桀驁不馴是他的標籤。無論是點評

時政，亦或兩岸統「獨」問題，他一貫立

場鮮明、言辭鋒利。 2017年他開始籌備一

檔節目《再見李敖》，希望借此向世界告

別，包括家人、朋友及仇人。

李敖生平李敖生平
19351935 —— 20182018

來港書展撐仔：他是真天才

敖

「愛台灣就要承認是中國一部分」

●李敖其文五百年不朽，其人一千年不朽。一
千年後，世界末日，什麼都朽了。

●有人以為現代文明取消了牛馬，代之
以汽車。殊不知現代人要先做牛馬，才能
坐上汽車。

●鐵杵能磨成針，但木杵只能磨成
牙籤。材料不對，再努力也沒用。

●人間的關係只是三種：一、他跟
你罵我；二、你跟我罵他；三、我跟
他罵你。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不如讀兩萬卷
書行零里路。

●「三個臭皮匠，勝過諸葛亮。」在
皮革業和皮鞋店中，這是真理。

●上帝給你兩隻手的意思是：報仇不能
靠他，你要親自動手。

●我從來不崇拜偶像，如果真的要崇拜偶
像的話……我會照鏡子！

●五百年來白話文寫得最好的三個人，李敖、
李敖、李敖！

資料來源：《羊城晚報》、中央社及中新網

【經典語錄】

三歲別冰城 難掩思鄉情

老友憶述：無懼龐大勢力 戳穿一切虛假

1935年出生在黑龍江哈爾濱的李敖，1949年隨父母赴台，曾先後在台灣大學歷史
系、歷史研究所就讀。1971年3月，李敖因發表抨擊
當政者言論被捕，判刑10年，於1976年11月出獄。
1970年代後期復出文壇，為文數量驚人，著作超過
120種。
李敖創作以論述、散文及小說為主，兼有詩、傳

記，但以歷史研究最為著名，考證嚴謹，語句簡短，
筆鋒直率、犀利，具強烈的批判性，嘻笑怒罵皆成文
章。他曾說，「別人因胡言亂語而死，我因胡言亂語
而活」。

「想和仇人做個告別」
台灣媒體昨天披露了李敖縮寫的告別信。信中李敖

說，當三年前得知罹患癌症時，醫生告訴我：「你最
多還能活三年，有什麼想做、想幹的，抓緊！」
李敖在告別信中寫道，「在這最後的時間裡，除了
把《李敖大全集》加編41-85本的目標之外，就想和
我的家人，友人，仇人再見一面做個告別，你們可以
理解成這是我們人生中最後一次會面，《再見李敖》
及此之後，再無相見。」據悉，《再見李敖》是他
2017年6月開始籌備的新節目。
在台灣島內，李敖常興訟，他1999年著作《恰似

我的溫柔》點名批判，罵了2,448個知識分子，還說
罵得算客氣，只罵了2,448個，「恰似我的溫柔」。
李敖罵人、告人的對象無所不包，他自恃「自衛」、
「衛人」或「好管閒事」。
不過，與他有交集的台灣出版業人士說，只要遇到

能反駁並且能與他對話的讀書人，狂氣的李敖也會尊
敬三分。台灣媒體人藍祖蔚對李敖的書房印象深刻，
「分類嚴謹、內容豐富，收藏很驚人，資料整理沒人
比得過他」。
走過大半生風風雨雨，李敖一生都在對抗，卻也敵

不過病魔，2017年初查出罹患腦瘤，自稱「我的身
體變成戰場」；昨日病逝，其犀利批判的身影，也成
絕響。
兒子李戡昨天下午在台北「榮總」醫院舉行感恩說

明會時表示，他感謝醫療團隊對父親的照顧，也感謝
這段時間所有關心的朋友。「關於他之後的安排，一
切遵照他的意願，還有他的一貫作風，不舉行任何活
動、一切從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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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李敖20142014年曾來港為子新書撐場年曾來港為子新書撐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李敖之子李戡李敖之子李戡
最終決定入讀北最終決定入讀北
大大。。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李敖曾攜家人參觀上海世博會。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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