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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玉葬花》  高二十七厘米 廣東省楓溪陶瓷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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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印拓出了

時間與空間的距離

如果雪不來 那人

還會如期而至

一若雷電造訪天空嗎

你用詩歌的分貝吶喊

密閉在胸腔裏  那團焚燒的烈焰

而吐出來的

只是 淡淡的煙圈

攤一掌脈絡

重重疊疊的哀樂與枯榮

我們有相似的掌紋

可我描不出 你瞇眼沉思時

那細緻的魚尾紋

如何飛成漫天旋舞的 雪花

純粹因風的緣故

這一刻 我們相遇

經過水火

願祂引你進入 豐沛之源

以一片雪花的堅持

讓那截枯木的下半生

邂逅春天

專
題
：
歲
月
南
流  

文
化
書
寫

 
—

葛
亮
《
燕
食
記
》
榮
獲
第
十
屆
紅
樓
夢
獎
首
獎

 
 
 
 
 
 
 
 
 
 
 

／
鍾  

玲
、
葛  

亮
、
吟  

光
、
徐
詩
穎
、
吳
尚
衡

萬
花
筒
：
浴
火
重
生—

巴
黎
聖
母
院
之
春 

／
綠
騎
士

 
 
 
 

所
有
啡
樹
葉
都
不
會
過
期
：
第
七
次
觀
《
重
慶
森
林
》
後
散
記

 
 
 
 
 
 
 
 
 
 
 

 
 

 
 
 

 
 
 
 
 

 
 
 
 

／
曾
繁
裕

走
進
花
園
：
林
青
霞
新
專
欄

學
苑
春
秋
：
夢

01COVER.indd   1 19/12/2024   15:09:40



走 進 花 園  
文、圖  林青霞

你只要走進花園，就會看到美麗的花朵。

你只要把愛的園地打開，花兒就會盛開。

在二○二五年的第一天，請讓我把繽紛的花朵種在你的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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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亮之前以《飛髮》獲魯迅文學獎，是首位獲內地大型文學獎的香港作家，最

近更以長篇小說《燕食記》獲第十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首獎。

這是香港文壇的殊榮！兩次獲獎，《明月灣區》均以專題的形式，縷介了葛亮

的獲獎及獲獎作品。

葛亮的作品文風和深刻內涵，使我聯想到錢穆先生在《中國文化史導論》的兩

段話：

（中國）古代的文學，是應用於貴族社會的多些，而宗教方面者次之。古代的

藝術，則應用於宗教方面者多些，而貴族社會次之。但一到唐代全都變了，文學、

藝術全都以應用於平民社會的日常人生為主題。這自然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顯著的

大進步。

我所說的中國傳統和平文化，決不是一種漫無目的，又漫無底止的富強追求，

即所謂權力意志與向外征服；又不是一種醉生夢死，偷安姑息，無文化理想的雞豕

生活；也不是消極悲觀，夢想天國，脫離現實的宗教生活。中國人理想中的和平文

化，實是一種「富有哲理的人生之享受」。深言之，應說是富有哲理的「人生體味」。那一

種深含哲理的人生享受與體味，在實際人生上的表達，最先是在政治社會一切制度方面，更

進則在文學藝術一切創作方面。

葛亮作品之成功，與他深諳中國傳統文化獨特的精髓有關。正如錢穆先生所說的自唐以

迄，「文學、藝術全都以應用於平民社會的日常人生為主題。」

葛亮在獲紅樓夢文學獎的感言〈歲月南流〉文章中，有這樣的一段話：

近年來的小說寫作，自《朱雀》、《北鳶》以降，一直致力於嘗試探討中國傳統文化的

具體表達。無論是書寫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綿延流轉，還是聚焦於工匠精神在當下的薪火相承。

在研究與寫作中，每一項我所接觸到的「非遺」類型，都經自千百年的積累，集腋成裘、水

滴石穿的時間銘刻。而與匠人之間的交流，更超過了單純的案頭工作所能帶來的心靈震動。

以此為題材進行小說創作，也成為了一種新的途徑，讓我可以不斷去接近傳統文化砥實厚重

的本源所在，以上種種，也構成了我希望為嶺南去書寫一部長篇小說的驅動力。

　　

葛亮對創作的追求，與乎錢穆先生所揭櫫的「中國理想中的和平文化」即「富有哲理式

的人生之享受」的精神相埒。

錢穆先生對中國南北文化藝術的演變，也特別提到「一到唐代，南帖北碑漸漸合流，但

南方的風格，平民社會日常人生的氣味，到底佔了優勢。」

葛亮對中國南方的嶺南文化情有獨鍾，他認為作為粵廣重要的歷史文化名片，「飲食是

以上特點的集大成者。如屈大均所言：『天下所有食貨，粵東幾盡有之，粵東所有之食貨，

天下未必盡也。』由此可見，飲食也成為關於嶺南最重要的文化隱喻之一。」

葛亮小說從「平民社會日常人生的氣味」入手，「到底佔了優勢」，正如他所說的「一

方熱土，無盡春秋」。葛亮在創作領域上，如一尾遨遊中華文化浩瀚海洋的飛魚，閃耀一道

道光芒。

一方熱土  無盡春秋—葛亮獲獎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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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亮二○二二年出版的長篇小說《燕食記》榮獲第十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

首獎，頒獎典禮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香港浸會大學舉行。

葛亮對作品獲得首獎感到高興，他表示，近年來的小說寫作，自《朱雀》、《北鳶》以降，

一直致力於嘗試探討中國傳統文化（尤其「非遺」類型）的具體表達。《燕食記》是一部以飲

食為切入點的作品。選擇這一角度，是對嶺南文化經年考察的體認。

今期本刊組織專題探討葛亮的創作心跡、《燕食記》的文化意義與文藝價值。

「《燕食記》呈現的民間傳統文化堅實而豐富，人物刻畫鮮明，內容具有廣度、厚度和高

度，是一部規模宏大、結構嚴謹、技巧高超、故事引人入勝的巨作。」第十屆「紅樓夢獎」決

審委員會主席、浸大榮休教授鍾玲闡釋《燕食記》的優勝之處。

「這『古』，又豈止是往日鏗鏗鏘鏘、宏大敘事，它往往關聯凡常的萬家煙火。歷史大哉，

歸根結底，都連個人……」葛亮娓娓道出其嶺南書寫的心跡和《燕食記》的創作背景。

「我的小說，不期望給讀者去下一個結論……我在作品裏就是表達跟呈現……」本刊獨家

專訪葛亮，詳談《燕食記》的創作心得與深意、他多元流轉的身份、香港文學的多樣可能、傳

統文化綻放出的新意義，以至他的未來創作計劃。

徐詩穎、吳尚衡則通過《燕食記》看飲食文化背後人的精神及香港獨特的文化氣息，構成

一幅省港滬文化交織的美食畫卷。

「『一均之中，間有七聲。』零落聲響，可凝聚為閎音。」

  ──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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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發表媒體計劃」《明月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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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

澳門基金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廣州市作家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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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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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致、蔣述卓、蘇樹輝

白　楊、朱壽桐、許子東、張　欣、陳橋生、

梁慕靈、湯梅笑、游 江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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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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家手跡

明月皎皎

單周堯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副校長（學術）暨文學院院長及中文系主任、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

（明報月刊資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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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五年　一月號

《黛玉葬花》  高二十七厘米 廣東省楓溪陶瓷研究所

等一場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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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印 象—

總
二
十
一
期 

二○

二
五
年
一
月（印象原名楊夢茹，香港女作家協會副主席、香港作家聯會會員。）

一方印拓出了

時間與空間的距離

如果雪不來 那人

還會如期而至

一若雷電造訪天空嗎

你用詩歌的分貝吶喊

密閉在胸腔裏  那團焚燒的烈焰

而吐出來的

只是 淡淡的煙圈

攤一掌脈絡

重重疊疊的哀樂與枯榮

我們有相似的掌紋

可我描不出 你瞇眼沉思時

那細緻的魚尾紋

如何飛成漫天旋舞的 雪花

純粹因風的緣故

這一刻 我們相遇

經過水火

願祂引你進入 豐沛之源

以一片雪花的堅持

讓那截枯木的下半生

邂逅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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