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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水長天像一首詩突然降臨／它們都是夢與癡念。（潘宇清繪畫）

萍　

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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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thetic  C
ulture 早年與葛亮有過交往。葛亮初抵香港，捎來北京出版家范用

一封給我的親筆信，內容略謂葛亮是一個有才華的年輕人，他的

祖輩與陳獨秀淵源頗深云云。

范用的信要旨是希望我介紹工作。當時大抵人浮於事，沒有

介紹成。此後，葛亮在大學謀得職位，專心致志地做教學工作和

埋頭寫作。

不多久，葛亮在教育界及文壇嶄露頭角，近年更榮升教授，

有多部著作出世，今年度內地文學獎首次向港人開放，葛亮率先

以《飛髮》獲得魯迅文學獎，令人刮目相看。

以上所有這些都不是我的關注點，我最感興趣的是葛亮的家

族究竟與陳獨秀是怎麼扯上關係。

個人對陳獨秀淵深的學問和崢嶸風骨仰止不已。二○一三年

與若干好友在赴黃山的途中，特別跑去安慶瞻仰陳獨秀的陵墓和

參觀其故居。那天蒼穹浩瀚，萬里無雲，迎面可見陳獨秀陵墓的

紀念碑凌空屹立，油然生出莊嚴肅穆的強烈感覺，眾人不約而同

俯首彎腰默哀，徘徊流連良久。

據介紹，二○一三年政府曾一度擬拆除這一帶陳獨秀故居，

大批安慶市民蜂擁而至，誓要保護這一名人遺跡，最終被保存下

來。還聽說陳獨秀故居一度不被列為國家文物保護單位（後來徇眾要求才被列入的），

不管怎樣，反正其歷史價值永遠植根於老百姓的心中。

扯得太遠了！回頭說對范公信中提到葛亮祖輩與陳獨秀的關係，一直不能忘懷，又

不便問葛亮本人。

待到去年初夏，在內地大型評論雜誌《南方文壇》六月號上讀到葛亮寫的〈笙簫一

片醉為鄉—《據几曾看》與中國藝術流脈〉的長文，才揭開謎底。

這篇長文廓清了葛亮曾祖父與陳獨秀之間交往的逸事。

葛亮祖父葛康俞先生曾於上世紀四十年代著有《據几曾看》，二○○三年中由范公

早年主持的北京三聯書店出版。

葛亮從祖父的著作中，始知祖輩與陳獨秀組織革命活動的大量信息，他寫道：「因

《據几》一書的創作起點，幾乎疊合其人生末途的蒼涼。準確地說，陳獨秀先生為先祖

母姜敏先之二舅，即先祖妻舅。……」

葛亮從曾祖父葛溫仲的一幀存照，進一步透露道：「先曾祖父青年時代，就讀於張

之洞設立在南京的江南陸師學堂，系統學習現代軍事，同學有章士釗、汪希顏等人。

一九○二年春，曾祖與首次赴日歸來的陳獨秀在安慶姚家口藏書樓發起愛國演說會，以

『牖啟民智』，開啟了安徽近代革命的序幕。二人革命活動不見容於清廷，遭兩江總督

端方通緝，故而東渡。在日留學期間，葛溫仲參加東京留日學生的拒俄運動，探索救國

圖存之路。先後加入興中會、中國同盟會，並與陳獨秀籌組創辦安徽愛國會。上述照片，

正是在這一期間所攝。一九○五年，曾祖回國，由陳獨秀介紹加入岳王會。並力主將青

年勵志學社的兵式操練納入尚志學堂的教學。在曾祖與陳先生的影響下，尚志學堂為此

後安徽革命培養人才無計。」

葛亮文章提起這位曾祖父葛溫仲和祖母二舅陳獨秀為救國奔走的若隱若現的高大背

影，語帶敬仰之情。另他自稱，他的另一個長篇《北鳶》中毛克俞是以他祖父為原型。

由范公的信到葛亮文章描述所涉及其祖父、曾祖父和祖母二舅陳獨秀的關係，由此

才在我的腦海中才理出一個較清晰的脈絡。

范用、葛康俞與陳獨秀的淵源—初識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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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
亮
的
香
港
書
寫

許
婉
霓
、
葛　

亮
、
潘
耀
明

第八屆魯迅文學獎八月二十五日在北京揭曉，香港作家葛亮以作品《飛髮》獲得

中篇小說獎，成為香港首位獲獎作家，也是港澳台地區首位國家級文學獎得主，這是

香港文壇一個重大突破。

為此本刊組織專題，一起品味葛亮的《飛髮》及他的香港書寫。

「香港故事講法千變萬化，但在葛亮筆下，已聚起零落聲響，鋪展起香港書寫的

一種宏闊空間。」文學博士許婉霓探討葛亮創作中的「格物」、考據傳統的精神，由《飛

髮》窺看香港的文化融合、社會變遷，並提出所謂邊緣卻能在各類文學領域另闢蹊徑

的可能。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匠人……新陳代謝，是自然規律。基因的變異，不見得

是壞事。對於一個行業而言，可能會產生更為有生命力的變體。」葛亮親身剖析《飛髮》

的創作心跡、「匠人精神」的傳承與延續。

本刊總編輯潘耀明梳理葛亮祖輩與陳獨秀淵源，作另一角度的觀照。

專題更收入了小說《飛髮》節選以及葛亮的獲獎感言，讓讀者深入了解這文化精

神傳承與新香港書寫的魅力。

� ─編者

二○二二年十一月 總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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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明月灣區•2022 年 11 月

葛
亮
簡
介

葛亮，當代作家、學者，1978 年生，原籍南京，

先後就讀於南京大學中文系、香港大學中文系，獲哲

學博士學位。現任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教授。為中國

作家協會第十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香港

會員分會副會長、香港作家聯會會員、國家藝術基金

評審專家。

文學作品出版於兩岸三地，著有小說《燕食記》、

《北鳶》、《朱雀》、《瓦貓》、《飛髮》、《七聲》、

《戲年》、《問米》、《浣熊》、《謎鴉》，文化隨

筆《小山河》、《梨與棗》等。作品被譯為英、法、

意、俄、日、韓等國文字。

曾獲「中國好書」獎、中華優秀出版物獎、「華文好書」評委會特別大獎、

首屆香港書獎、香港藝術發展獎等獎項。長篇小說代表作兩度獲選「亞洲週刊華文

十大小說」。《北鳶》2019 年入圍第十屆「茅盾文學獎」十部提名作品。獲頒「2017

海峽兩岸年度作家」、《南方人物周刊》「年度中國人物」。

第八屆魯迅文學獎今年 8 月 25 日在北京揭曉，葛亮以作品《飛髮》獲得中篇

小說獎，成為香港首位獲獎作家，也是港澳台地區首位國家級文學獎得主。這是香

港文壇一個重大突破。

魯迅文學獎由中國作家協會主辦，每四年評選一次。本屆七個獎項共三十五

篇（部）作品獲此殊榮，集中體現了 2018 年至 2021 年各文學門類和文體創作的卓

越成就。

葛亮的文學品格形成與其自身文化經驗及專業研究範疇有關。葛亮長年專注

於中國現當代小說、城市文化與文學、創意寫作等學術領域。

 《飛髮》通過日常生活史的考證呈現出個人命運與香港的精神風貌。通過描

寫傳統理髮行業在時代巨輪下的變遷，以及手藝人的信仰與堅守，勾勒出廣袤的香

港歷史圖景，並藉以反思文化傳統在現代社會中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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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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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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騎士字圖「字得其樂」

海納百川　有容乃大  
胸谷廣闊　海天活潑

心胸窄　四面壓
草不生　苦自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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