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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橋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授「香港藝術發展獎」之「傑出

藝術貢獻獎」，已是較早的事了。《明月灣區》擬為董橋做一

個專題，給他發了信息，希望他寫一篇短文，他一味推搪，只

好由我來給他選輯一些文章，在他認同之下，不揣冒昧，就個

人印記中難忘的篇章，做了一些摘要，因為篇幅所限，不免掐

頭去尾，大大的不敬。好在每篇文章都有引處，讀者如有興趣，

可以查閱原文。

對董橋的散文，過去有不少論述，似乎都有點隔靴搔癢。

倒是我想起錢穆先生的一段話，用之於形繪董橋的散文，是再

貼切不過：「……西方文學是站在人生前面的，他常領導人生使之更往前趨。中

國則不然，中國文學比較上以詩歌散文做中心。那些詩歌散文，都不喜作人生的具

體描寫，他們只是些輕靈的抒情小品，平澹寧靜，偏重對於失意人生作一種同情之

慰藉，或則是一種恬適的和平人生之體味與歌頌。大體上在中國文學裏，是『解脫

性』多於『執性』的。他是一種超現實的更寬大更和平的境界之憧憬。因此我們

可以說，中國文學好像是站在人生後面的，他常使讀者獲得一種清涼靜退的意味，

他並不在鞭策或鼓舞人向前，他只隨在人後面，時時來加以一種安慰或解放。因此

中國文學常是和平生活之欣賞者，乃至失意生活之共鳴者。」

董橋雖然學貫中西，他的散文似乎更傾向中國文化傳統的價值觀，也就是錢穆

先生所說的，是「輕靈的抒情小品，平澹寧靜」，多是「一種恬適的和平人生之體

味」，但並不刻意歌頌，所以令人有「一種清涼靜退的意味」。他擅於隱退於讀者

背後，在適當的時候給予安慰和釋放。

讀董橋的散文，適合於月下、溪畔、松間、靜夜，別有青燈黃卷的況味，那是

都市人背後的一框寧澹的田園風景。

董橋的散文之吸引人，是棄除了一切說教的「執性」，平心靜氣地從中國文

化的故紙堆裏撿出那一份靈氣和飄逸，以「匠心」代替了「機心」，是明末清初筆

記文學的沉澱和昇華，典雅而幽致。

讀董橋

09MM_EDIT.indd   1 18/8/2022   10:4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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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讀
董
橋

潘
耀
明
、
胡
洪
俠
、
艾　

火

著名華文作家、《明報》和《明報月刊》前總編輯董橋撰寫文化思想評論及散文

多年，文筆雄深雅健，形成風格獨特的「董橋體」，在文壇舉足輕重，作品備受兩岸

三地推崇及肯定。從事媒體工作期間，更發揮媒體的責任與使命。近月董橋獲香港藝

術發展局頒授「第十六屆香港藝術發展獎」之「傑出藝術貢獻獎」，本刊特設專題慶賀，

一起讀董橋。

「董橋的散文之吸引人，是棄除了一切說教的『執性』，平心靜氣地從中國文

化的故紙堆裏撿出那一份靈氣和飄逸，以『匠心』代替了『機心』，是明末清初筆記

文學的沉澱和昇華，典雅而幽致。」本刊總編輯潘耀明透澈分析。

「『董橋的世界』如此精彩與多彩，竟在幾代讀者閱讀史上開闢出了不同方向的

『主題』……」深圳報業集團副總編輯胡洪俠是董橋的忠實讀者與知音；更是編過四

種董橋文集，在內地出版了《舊時月色》與《董橋七十》的編者，今撰文細說編董橋

書的心得、精彩的《董橋八十》目錄，以至一些鮮為人知的文字因緣。

另外，還有董橋作品摘選，以及董橋的香艷讀書，一起深入讀董橋。

� —編者

二○二二年九月 總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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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明月灣區•2022 年 9 月

董
橋
簡
介

董橋，一九四二年生，原名董存爵，男，福建晉江人，印尼

華僑，香港作家。畢業於台灣國立成功大學外文系，先後供職於

多家機構。作為傳媒人，董橋的履歷豐厚非常。而作為作家，董

橋的作品同樣豐富，廣受中港台讀者歡迎。董橋筆耕不斷，廣博

的見聞與中西文學共冶一爐，寫出了獨屬於他的文字風格。

一九六○年，董橋通過考試，由民國僑委會安排分發到台灣

國立成功大學（當時為臺灣省立成功大學）外文系讀書。

一九六四年，成功大學外文系畢業。畢業後，先後於新加坡

及越南旅居了一年多，之後再遷居香港。直至在美國領事館內的

美國新聞處編輯部工作前，董橋在補習班授課、當家教以維持生

計。

一九七三年，英國廣播電台在香港招聘，董橋去應聘獲招，

隨後舉家遷往英國。工作之餘，董橋亦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進修。

一九七九年，舉家回港。

一九八○年，金庸邀請董橋出掌《明報月刊》。後任《讀者

文摘》中文版總編輯一年，再應金庸二次邀請，兼任《明報》總編輯。

一九九五年，退休。

一九九八年，擔任香港《蘋果日報》社長。

二○一四年，出山十多載後再次退休。

二○一九年，獲馬來西亞《星洲日報》主辦的第十五屆花蹤文學獎之「花蹤世

界華文文學獎」。

二○二○年，憑《讀胡適》獲第十三屆香港書獎。

二○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香港藝術發展局主辦「第十六屆香港藝術發展獎」，

頒發「傑出藝術貢獻獎」予董橋，肯定他對於文學藝術的貢獻與影響。

董橋自一九七三年由劉以鬯安排於報館發表文章開始筆耕至今，以寫散文最

為人稱道，幾十年來文章結集等身，主要有香港明窗出版社出版《英華沉浮錄》共

十冊、《董橋文字集》十二冊，香港牛津出版社出版《保住那一髮青山》、《白描》、

《沒有童謠的年代》、《回家的感覺真好》、《倫敦的夏天等你來》、《從前》、

《小風景》、《甲申年紀事》、《記憶的腳註》、《故事》、《今朝風日好》、《絕

色》、《青玉案》、《記得》、《景泰藍之夜》、《橄欖香》、《清白家風》、《董

橋七十》、《立春前後》、《一紙平安》、《讀書人家》、《讀書便佳》、《我的

筆記》、《讀胡適》、《文林回想錄》，台灣遠景出版社出版《另外一種心情》，

台灣圓神出版社出版《這一代的事》、《跟中國的夢賽跑》，北京三聯出版《鄉愁

的理念》，瀋陽遼寧教育出版《書城黃昏即事》等等。

� （本刊及明報資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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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專題

� 董橋的香艷讀書
� 艾　火��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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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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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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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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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自
董
橋
〈
藏
書
家
的
心
事
〉
）

 

艾火於本刊開設專欄「名家與書香」，擬每期編選一篇名
人讀書心得，以饗讀者。今期為〈董橋的香艷讀書〉，恰巧配
合專題「讀董橋」，因而破格收入其中。

—編者

愛書越癡，孽緣越重，註定的，避都避不掉。（資

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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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文訊

近年中國為能夠有效提升國家綜合國力與更優良形象，各地開始制定一系列

的文化產業發展戰略和政策，提升本國文化軟實力。而作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肇

慶，亦始大力推進文化強市和旅遊振興。為打造高水平的文旅名城，肇慶攜手廣東

省出版集團合力打造佔地二百四十畝的「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項目」，總投資額多

達十六億人民幣。項目涵蓋了「編、印、發、展、銷、服」等出版產業全鏈條功能，

聚合了多元文化產業板塊，亦全面構建文化產業研發與生產的創新產業鏈條。肇慶

擁有「產業強市、製造為先」的發展理念，選擇此地作為文化產業龍頭示範園區，

能夠創造文化產業發展的新突破口，激發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創新的活力。同時，項

目亦能夠有效協助肇慶加快建設珠三角核心區西部增長極，提升產業在世界的競爭

力和貢獻度，對外展示嶺南文化的交流名片，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成為現代新都市。 

廣州粵劇藝術博物館與廣州公交集團合作，藉公交集團「搭乘公交快車，傳

承優秀文化」系列活動，攜手打造全國首條「粵劇文化主題公交」—八路線，於六

月八日博物館成立六周年之際正式通車。粵劇藝術博物館和廣州市一汽巴士有限公

司合力將巴士打造成新式國潮粵劇展示移動傳播平台：巴士設有粵劇唱腔語音報站

系統、車廂的 LCD 熒幕會滾動播放經典粵劇片段、乘客可掃描車上的二維碼以聆聽

更多的名家唱腔名曲，讓市民能接觸更多粵劇藝術。一汽巴士之後也將不定期和線

路周邊學校展開共建研學活動，邀請粵劇名伶為學生講解粵劇發展史、粵劇行當知

識並教授他們粵劇的基本動作，同時亦會邀請同學們到粵劇巴士參觀，使學生了解

更多粵劇這項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這份珍貴的文化。

打造文化創新創造活力

香港　瀞翹

肇慶

廣州「粵劇文化主題公交」通車

香港　宛芯

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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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文化大灣區』計劃」

主辦機構： 

承辦機構：

合辦機構：( 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

香港都會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澳門大學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香港會員總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廣東省作家協會

廣州市作家協會

深圳市作家協會

珠海市作家協會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

澳門筆會

《明報月刊》

《紫荊雜誌》

《香港文學》

《明月灣區》顧問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明月灣區》特約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英偉、李大宏、宋永華、吳志良、貝鈞奇、

林群聲、陸  波、張培忠、陳  致、湯  濤、

蔣述卓、霍啟剛、蘇樹輝

白　楊、朱壽桐、許子東、張　欣、陳橋生、

梁慕靈、湯梅笑、鄭國偉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創建『文化大灣區』計劃」支持。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

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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