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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不少港人淡薄的历史意

识其来有自。这源于英国人致力于培养港人的分离

意识，以此逐渐使他们与民族意识对立起来，从

而扩大同祖国的疏离感。香港大学周永新教授曾

言：“我读书的时候，中国历史课本只记述到辛亥

革命……课本用英文写，总不会常提中国事。孩

子喜欢听故事、读寓言，今天我脑里载的还是爱

丽斯梦游仙境、快乐王子等。这些寓言和故事是

世界文学遗产，没有国界之分，但虽为中华民族

的一分子，对自己的传统和历史，却是这么的陌

生……”［1］这种尴尬的处境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

的回归过渡期，才让沉睡着的港人惊醒过来，此

刻才惊觉对香港乃至中国历史的一无所知，成了被

历史放逐的群体。与此同时，香港长期以来作为西

方世界的东方主义产物，似乎城市百年的发展离不

开他们的想象与实践。鉴于此，不少香港作家尝试

借助小说赓续历史、重返原乡，希望借此解决英殖

民统治时期留下的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去历史

化”行为；另一个是刻画带有东方主义色彩的香港

历史形象，寻根的意识在此彰显。

具体到叙事领域，不少作家聚焦百年香港殖民

史，在城市史、家族史以及个人史书写范畴中发出

自己的声音，并产生以下四种代表性的叙事形态：

双重颠覆性叙述声音；个人 / 集体口语体的叙述方

式；充满象征意味的家族书写；多声部交错的空间

叙述，以此试图治愈殖民时期留下的“无根症”，

并逐渐改变西方世界的东方主义立场，在中西文化

融合视角下重新思考“香港”的前世今生。鉴于

此，本文立足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香港小说呈现

出的有代表性的历史叙事形态，从美学的层面探究

作家背后的艺术追求和叙述用意。

一 双重颠覆性叙述声音

在西方殖民者的眼中，香港能走过“由小渔村

发展为工商业大都会”的城市现代化历程，离不开

港英政府实施的科学统治。因此，香港在他们眼中

长期扮演着需要被拯救的弱者形象。这主要表现为

香港常常以“妓女”的角色出现，其中有代表性作

品《苏丝黄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和

《大班》（Tai Pan）等。一百多年来，“妓女”作为

香港这一空间的隐喻，无形中强化了其阴性化的形

象。香港史的书写同样如此，回归前一直为英国殖

民书写所垄断，本地的声音得不到有效彰显。

赓续历史，重返原乡

——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香港小说的“历史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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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续历史，重返原乡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本地出现了一批具有

地方特色的历史书写。其中一种叙述策略就是颠覆

这种阴性化的弱者形象，试图打破蕴藏在殖民者与

被殖民者之间“西方 / 男性”和“东方 / 女性”这

种不平等的权力对立架构。为此，有的小说突出双

重颠覆性叙述声音，具体表现为叙述者并没有隐退

在幕后，而是同样站出来，或成为小说里面的角

色，或作为“说书人”的角色交待故事发生的缘

由，让叙述者与主人公共同发出强有力的颠覆声

音，借助对历史的重新赓续发掘更多被英殖民者有

意遮蔽的历史以及蕴含在其中的复杂性，从而反思

本地的历史叙事，重返精神原乡。对此，有两部重

要代表作值得研究，一部是诞生于“九七”回归前

的《香港三部曲》（施叔青，1997），另一部是写

于 21 世纪初的《龙头凤尾》（马家辉，2016）。特

别的是，两部作品虽然出版时间相隔近 20 年，但

在颠覆“阴性化”的叙事策略上有相似之处，可以

构成互文性阅读，并在反思历史叙述的层面上提供

更多向度的思考。

在《香港三部曲》的第三部《寂寞云园》里，

作为叙述者的“我”不仅“创造了黄得云的曾孙

女，活跃于 70 年代末期的黄蝶娘，连‘我’也粉

墨登场，扮演起串场的角色”［2］。也就是说，叙

述者在第三部曲中采用的是“内焦点叙事”，与

黄蝶娘一起追忆黄得云后期与英国贵族西恩·修

洛的恋爱史及期间香港历史的演变，直至 80 年代

“九七”回归问题的到来为止。因此，第三部曲的

历史背景实则为英国殖民统治的后期阶段史。作

为这段历史见证者的古堡云园，中国人、英国人

和日本人都曾在里面活动，成为了 20 世纪 30 年代

到 80 年代香港殖民史的缩影。到了 80 年代，云

园面临要拆卸的命运，意味着黄得云一生的历史

将会随着云园的消逝而埋葬，香港受殖民统治的

历史同样如此。小说最后，黄蝶娘邀请“我”一

起走一遭黄得云曾经住过的地方。期间，主要地

方都走遍了，唯独云园，黄得云一生最爱的地方，

“我”没敢邀请黄蝶娘一起前往凭吊，因“我”无

法直面这段即将消逝的历史，只能对着天空大喊：

“呵，蝴蝶，永远的黄翅粉蝶！”［3］然而，喊出的

“永远”不能永存，蝴蝶已挥挥翅膀离去。历史没

有留下痕迹，随着回归的到来，黄家历史和香港

殖民史终将烟消云散。施叔青的历史意识不仅体

现在小说的女性叙事中，还将黄得云的命运走向

与殖民地香港的盛衰联系起来。她自觉用笔为香

港做历史的见证，通过关注被历史和社会遗忘的

妓女等弱势群体，用“以小博大”的叙述方式，

把“边缘”写入“中心”，希望从英国殖民者手中

赢回香港历史的书写权。虽然施叔青对于香港来

说是一个过客，但那一颗融入香港、热爱香港的

心体现着她赓续历史的宝贵意识。

到了《龙头凤尾》，叙述者“我”没有像《香

港三部曲》一样进入“故事”并成为其中的角色，

而是作为“讲故事的人”，把陆南才从离开家乡

到南下香港并卒于香港的人生历程展现在我们眼

前。其中，“我”只出现在两个地方，一处是“楔

子：行船的我外公”，一处是“第二十七节：人死

如灯灭”。它们分别处于故事的“序言”和“尾”

两个部分，把故事发生的缘由和“我”的感受诉说

出来，作为故事的“脚注”补充了故事没有道尽的

部分，形成三重互文性文本，使得整个故事的叙述

呈现出较为全面的效果。作为叙述者的“我”没有

经历陆南才生活的年代，但是非常想留住湾仔这

段特殊年代的历史。“我”与作者同名，也叫“马

家辉”，这样作者就能借叙述者的口把自己的想法

自然而然地融入故事里。小说这样写道：“因为有

我马家辉，湾仔的老百姓仍将世世代代记得你，尽

管不一定以你渴望的方式。”［4］这里能读出潜文本

的意思是：因为有我马家辉，湾仔的历史不会被淹

没，尽管不一定完全属实。在本书的扉页上，作者

留下这样一句话：“献给仿佛不曾存在过的秘密。”

小说里的“秘密”，仿佛随着主人公的亡逝而不曾

存在过，无人记起，也回不去。同样，对于马家辉

而言，湾仔的历史如同不曾存在过的秘密。如果不

去发现并记录它，那么它就如秘密般不会被人提

起。湾仔毕竟是马家辉的成长之地，是他的根，他

觉得自己有责任发声来保存这段历史，而不是任由

西方殖民者作出随意性的评价。

虽然《香港三部曲》和《龙头凤尾》在选取书

写百年香港史的时空点上有所不同，但在叙述策略

上，当加入双重颠覆性的叙述声音后，在辨析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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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暧昧复杂的现象里有力诠释被西方殖民书写遮蔽

的地方历史。其中，性别关系与身份认同成为两部

作品共同颠覆香港作为阴性化弱者形象的重要切入

点，并以此作出相应的反省。与叙述者一起参与这

种颠覆行为的主人公分别是《香港三部曲》的黄得

云和《龙头凤尾》的陆南才。

《香港三部曲》的黄得云自 13 岁起在故乡东莞

被人口贩子拐卖到香港的妓寨，经调教后成为青

楼红妓，妓名叫蝴蝶。施叔青突出“蝴蝶”的象

征，来“影射香港的形成”［5］。在小说里，钟情于

黄得云的两位英国男子亚当·史密斯和西恩·修

洛都称呼她为“黄翅粉蝶”，因为黄翅粉蝶是地

道的香港特产。与此同时，黄得云的故乡在东莞，

曾是种植莞香的地方。后来莞香业兴旺之时，香

港成为了莞香的转运港，“香港”之名由此得来。

来自东莞且有着“蝴蝶”妓名的黄得云便自然成

为香港的隐喻。在黄得云的身上，集中了三个重

要的属性：民族 / 国家（中国人）、性别（女性）

和阶级（先是下层妓女，通过努力和奋斗最终成

了上层贵妇）［6］。小说将她的身世与香港的历史

大事形成某种程度的对接，从而展开百余年的殖

民历史书写。

小说中黄得云与两位英国男子的恋情反映出二

元权力对立思想的变化。黄得云的内心是复杂的，

对他们并没有恨，反而倾注了所有的爱。学者李小

良评价施叔青的香港殖民地论述是“‘东方’女性

被殖民者向西方男性殖民者取回身体的操控”［7］。

本文认为对此需作一分为二地看待：一方面，如果

说仅仅处于身体层面的讨论，那么施叔青的叙事无

疑做到了这点；另一方面，若涉及精神层面，那么

“操控”一词要予以商榷。一段屈辱的历史，实际

上通过黄得云“以柔克刚”的爱的姿态，最终颠覆

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不平等的关系。

这种翻转同样表现在《龙头凤尾》里孙兴社龙

头老大陆南才和英国情报官张迪臣的断背之恋。陆

南才没有像黄得云一样有着与“香港”这一隐喻

直接相关联的特征。即便如此，这并不能说明陆南

才就没有成为“香港”隐喻的可能。马家辉没有直

接述说日本侵略香港的沦陷史，而是通过一场“龙

头凤尾”的断背恋在倾城这一危机时刻的悄然生长

而略窥一二。由于香港长期被西方世界想象为“妓

女”，所以马家辉反其道而行之，强调男性之间的

纠缠角力才是香港的本色，以此试图颠覆殖民者强

加给被殖民者不平等的二元权力对立架构，让我们

看到他要改变香港作为“妓女”这一固有阴性化形

象的坚定决心。

马家辉为香港写下的这段心史的确发出了颠覆

的声音。在浑浊不堪的年代里，断背恋决定了两

位男性主人公既要守住这份情感的秘密，也要在

各种身份中不断游移。他们的身份认同因时势变

化而充满不确定性，既影射香港这座城市混杂的

文化身份，也与这座城市历史发展的复杂性息息

相关。这种“抉择”及其带来的毁灭性后果，表

现为蕴藏在其中“西方 / 男性”和“东方 / 男性”

以及“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二元权力对立架

构的转换里。

可见，两部作品在面对“西方 / 男性”和“东

方 / 女性（男性）”以及“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

间二元权力对立架构层面均有着强烈的反省意识。

殖民史本身潜藏的暧昧性与混杂性使得作家要颠覆

固有架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他们并未放

弃“赓续历史、重返原乡”的努力，当加入双重颠

覆性叙述声音后，这种解构西方殖民历史书写的决

心显得更为有力。

二 个人 / 集体口语体的叙述方式

如果将英殖民者在殖民时期书写的香港历史视

为“大写”历史的话，那么对这种叙述方式进行拆

解的行为可看作“小说”历史。关于这一点，黄

碧云的“口述体”小说值得关注。黄碧云在两部

小说《烈女图》（1999）和《烈佬传》（2012）里使

用“口述体”的叙述方式来实践其“小写的历史”

观。她曾在《后殖民志》里提过：“相对于书写历

史而言，口述历史是一种颠覆。书写历史是国家

的，口述历史是部落的、家族的、小的。”［8］“口

述体”的叙述方式分为“集体口语体”（《烈女图》）

和“个人口语体”（《烈佬传》）两种。两部作品不

仅替以“烈女和烈佬”为代表的弱势群体发声创造

条件，还以此赓续一个群体的历史，为他们寻找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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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精神原乡的路。

《烈女图》的封底有一段精辟的介绍：“一幅烈

女图，走下三代香港女子，各以她们的生存方式书

写自己的历史，也顺便书写香港的历史。”［9］这一

定程度反映了黄碧云的历史观。以往的历史叙事大

多延续父权式书写传统，呈现出“大写的历史”格

局。这种偏属“男性”的大历史书写主要表现为

“强调时间的延续、事件的因果关系、历史书写的

科学与客观”［10］。相反，黄碧云通过女性今昔交

错的口述之音来拆解“大写的历史”。虽然《烈女

图》三章标题“我婆”、“我母”和“你”看起来有

线性叙述的痕迹，但由于里面混杂了口述和书写

的成分，三个部分涵盖至少九个女子家庭的故事，

所以整体的历时性叙述很快被以“家庭（图）”为

纲的空间性叙述取代，弃用如《烈女传》采用的

“传”或者其他如“记”等的编年体形式，从而打

破以父系血脉为核心的大历史观的书写方式。

为了紧贴香港女性百年来的生存状况，使她们

有机会成为言说者，而不是作为“他者”发言的对

象，《烈女图》采用了集体口语体的叙述方式。这

个想法来自黄碧云曾参与由香港新妇女协进会组织

的“阿婆口述历史”编写计划，最后集结并出版

《又喊又笑：阿婆口述历史》一书。在本书序言里，

编写者明确表达了如下历史观：“我们需要一种小

写的历史，女性的历史。”［11］这种“小写的历史”

观贯穿在以此为基础创作的《烈女图》，以及往后

的《烈佬传》。黄碧云曾说：“《烈女图》的写作过

程，对我极为重要。这是我第一次仔细思索，历史

论述。我第一次眼见，原来我们为历史的肉身——

我婆，我母而生。”［12］可见，黄碧云眼中的香港历

史构成离不开“我婆、我母”组成的群像人生。这

种集体口语体的叙述方式在“我母”部分达到轮唱

共鸣的高潮，是黄碧云在文本中赋予这个边缘或受

压制群体“叙事权威”的具体显现。

在“我母”部分，叙述者由“我婆”里的两位

变成六位（彩凤、玉桂、金好、银枝、带喜、春

莲）。五条线索（银枝和带喜共属一条）轮唱共鸣，

众声喧哗，此起彼伏，共同奏响一首拆解“大写的

历史”曲目。这种五线“轮言”的叙述架构具体表

现如下：

叙述者 出现的章节

彩凤 1、2、12、19、28、31、37、44

玉桂 3、4、10、14、15、20、27、32、36、43

金好 5、6、11、13、21、26、33、35、42

银枝 7、8、9、16、17、18、22、23、24、38、39、
41、45带喜

春莲 25、29、30、34、40、46

在这 46 节中，由于银枝和带喜是在工厂做工

时认识，后来故事的发展也有着相当多的交集，所

以小说安排她们俩出现在同一章节。春莲的故事出

现在其他几条线索已轮唱几番之后，就如同是这首

曲目的变奏，更加丰富了它的表现形式。“我母”

均出生在“香港重光”以后，所以这首曲目奏响的

背景主要集中在香港正处于经济不断向好的时期，

也是众多女工为香港经济资本的原始积累献出芳华

的年代。在这一部分，虽然大多采用第三人称叙

述，但也会时不时插入第一人称自白以及采用第二

人称让作为儿女辈的“你们”也参与进故事的叙述

进程中，以此拉近“你们”与母辈的距离，更好地

理解母辈的心路历程。

小说三个部分描写香港从日据时期到“九七”

回归三代女子的故事，用女性的群像图组成香港历

史肉身，以她们的众声喧哗赓续香港历史，实现

历史叙事的突破。三代人各自独立，代与代之间

没有血缘关系，可存在一种互文式对话，主要表现

为小说里的叙述人称设置，并通过母系家谱的发

展脉络贯穿其中。虽然小说三个部分的标题分别

为“我婆”、“我母”和“你”，但具体到文本的叙

述人称则变成“你婆婆”“你婆婆婆婆”“你婆婆阿

母”“你母”“我”等。其中，这个“你”并不指

称具体某人，而是泛指女性前辈诉说历史故事对

象的后辈，比如：“我婆”部分的诉说对象是孙儿

辈，“我母”部分的倾诉对象是儿女辈。这使得全

书没有中心人物，也没有固定的叙述视角。人称的

交叉使用造成叙事呈现跳跃式效果，表现出来的是

随意、琐碎与凌乱的记忆。尤其在小说的第一、二

部分，大部分句子都比较短促，并夹杂大量粤语方

言，重复啰嗦，断断续续，形成带有留白空间的独

白叙述。这与接受口述历史计划采访的阿婆的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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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是一致的。小说正是通过这种互文式对话上升

为集体口语体的叙述方式，将女性的内心世界更

为丰富地表现出来，奏响多声部和谐共存的复调

音乐。

即便如此，在真正将“口述体”叙述方式融

进“小说”历史前，黄碧云的创作也是经过反思和

改进的。《烈女图》同样借女性弱势群体的叙述视

角与香港殖民时期大事结合起来，即使没有如《香

港三部曲》和《拾香纪》般结合得天衣无缝，也依

旧无法摆脱“百年沧桑”的大历史叙事模式，仍受

到“大写的历史”观的潜在影响，只是用妇女琐碎

的语言包装，从弱势女性的角度切入。这种刻意处

理历史的“不纯动机”［13］，让黄碧云深感已成为

一件“解释历史的工具”［14］，进而促使她思考如

何才能真正追溯并赓续香港的历史。她曾公开做出

自省：“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无法真真正正，揭示

人内心的所有；我们无法完完全全，记下我们的时

代，刻划时间，捕捉空间，追溯历史。”［15］

经过四年与更生人士的深入对谈和资料搜集，

毕业于香港大学犯罪学专业的黄碧云深谙人心，渐

悟到她只能写“一个人的小历史”，那就是：或许

因为他只是一个人，他自知的小人物，他对无论

自己过去，还是其时所发生种种，说起来，“是这

样”，没有更多，不怨不憎［16］。愈到后来，黄碧

云愈感受到如果不为这个群体写一段“小历史”，

那么就不会再有人记得他们。书写这段“愈小至

无”的历史，其实也是在反观我们自己的一生。到

了创作《烈佬传》，她慢慢学会最大限度将自己代

入到角色的身份、视角与思维，叛逆大历史书写

观，真正回归“小写”的姿态。在 7 年的创作里，

她专注于写一个瘾君子（周未难）和一个鱼龙混杂

的江湖之地（湾仔），实现“小说”历史的可能，

以一己之力付诸实践，切实赋予这群被社会忽略的

男性以身份和尊严。

这种“小写的历史”观还表现在黄碧云不把目

光聚焦于整个社会，只是定位在特定地区湾仔，而

且关注的群体更为集中。《烈佬传》以“古惑仔”

周未难的第一人称自述，将湾仔这一特定空间转化

为吸毒边缘群体的生存史，从而间接反映香港 60

年沧桑变化的发展历程。小说分为三个部分：此

处、那处、彼处。这“三”处并不指代具体的空

间，而是如该书后记所言：“小说当初叫《此处那

处彼处》，以空间写时间与命运，对我来说，是哲

学命题：在一定的历史条件里面，人的本性就是命

运。时间令我们看得更清楚。”［17］在作者眼里，正

因湾仔是一个藏污纳垢之地，才使得这群“黑暗

的孩子”有了幸运存活的机会，也产生了如“烈

佬”周未难这样的人。小说陈述的细节琐碎，属于

“一个人喃喃自语的随便，以及透过时间回望的距

离”［18］。阿难和他同伴挣扎求存之时正与 20 世纪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共荣辱。那时的香港故事难以讲

好，因为香港正处于“贪污泛滥殖民霸道黑白混乱

的炼狱”［19］时期，所以一直以来都没有受到当代

文学书写的重视。在如此炼狱中成长且在半个多世

纪的香港历史上承受最多的卑微群体，反而最被香

港历史忽略。黄碧云意识到这点，只想直陈描写烈

佬的生活，将这段属于某一群体的小历史忠诚地记

录下来，在平淡的叙述中带出烈佬不平凡的一生，

把这种“不能承受的历史之重”悄然转化为一种

“无火之烈”的姿态［20］。

《烈女图》和《烈佬传》采用的“口述体”叙

述方式，与黄碧云后期形成有关历史书写的两大

理念密不可分，那就是：自由的本质、小写的可

能［21］。这源于她对自己人生的重新思考和定位：

“我想我的人生也从此进入省减时期：真的不需要

那么多。我甚至不再需要一个姿势。”［22］

三 充满象征意味的家族书写

在香港百年史的文学书写里，有一类小说涉及

到家族书写。作为具有血缘关系的社会群体，每一

个家族的“小历史”，都是构成香港历史不可或缺

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呈现出香港历史的多元面

貌，弥补西方殖民者的香港史书写中无法涵盖的

领域。

对于家族书写，目前学界有“家族小说”和

“家族叙事”两种称谓，而界定两者的区别主要集

中于文学体裁和小说类型。本文探讨的“家族书

写”集中在小说这一文学体裁，也与其他类型的小

说有所区分。在“家族书写”体现出来的特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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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除了具有特指性和历史性之外，还具备象征

性。中国文学的家族书写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可

以上溯至“神话与史传叙事”。香港小说在这一文

学传统的传承上有着新的创造，与香港的社会发展

和文学先锋实验探索有着极大关联。突出的“象征

性”内涵，与“物”这一符号联系在一起，分别指

代作为实存意义空间和构想意义空间的香港，进而

钩沉由港人挥洒热血奋斗出来的百年香港史。有

学者曾经将作家聚焦“时代与物”之间的关系所

创设出来的符码称为“物符号学”［23］。作家董启

章也认为：“世界建构的关键其实就在于‘人’和

‘物’的关系。”［24］《飞毡》（西西，1996）、《拾香

纪》（陈慧，1998）和《天工开物·栩栩如真》（董

启章，2005），可以作为具有“象征性”的家族书

写范本探究历史上“人与物（家族 / 城市）”的互

动关系，在与家族史 / 城市史的对话中回归精神原

乡并安顿自己的灵魂。

《飞毡》既是西西在香港“九七”回归前书写

“肥土镇系列”的集大成者，也是吹响百年香港史

书写的一次“集结号”。小说里，西西依旧将香港

称为她心中的“肥土镇”，一个实存的异托邦。学

者洛枫曾将“肥土镇”视为西西达至无何有之乡

的“乌托邦”境界［25］，而本文更倾向于将“肥土

镇”看作异托邦，因异托邦虽然创造出一个虚幻

的空间，但在这个虚幻的空间里实则蕴含着真实

的空间。在小说序言里，西西就明确指出：“打开

世界地图，真要找肥土镇的话，注定徒劳”，因为

它“在巨龙国南方的边陲，几乎看也看不见，一

粒比芝麻还小的针点子地”。可与此同时，它又是

实实在在的，因为“如果把范围集中放大，只看巨

龙国的地图，肥土镇就像堂堂大国大门口的一幅蹭

鞋毡”，而“长期以来，它保护了许多人的脚，保

护了这片土地”［26］。由此，西西创设的“肥土镇”

与“香港”就有了象征层面上的对应关系。她展开

香港的历史想象，是建基于对这片土地的认同感和

归属感，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从神

话出发，在‘虚空’‘虚妄’之中，建立‘真实’

和‘实在’的存有；一方面从地域观念延伸，‘肥

土镇’既是香港的寓言，也是作者历史的缩写，演

至后来，甚至成为西西个人乌托邦的寄托。”［27］因

此，这个“香港”并不完全是作为现实世界的香

港，里面还寄托着西西对未来乌托邦实现的想象和

期盼。

西西通过讲述花家与叶家两个家族在肥土镇如

何置业直至花叶重生这条主线，书写世俗生活史

来弥补西方殖民史叙事的“缺失”，建构更为日常

地道的港人生活史。贯穿这条主线的“物符”，就

是一幅飞毡。前面已提及，肥土镇就像堂堂大国

大门口的一幅蹭鞋毡，从外方来的旅客都要踩着

这张毡垫才能进入巨龙国。这种“过渡”“流徙”

的不稳定性使得这座城市在殖民时期无法安顿港

人的灵魂。也就是说，异托邦虽然在肥土镇，但

随时会面临消失的结局，殖民者无法给这座城市

一个确定的乌托邦未来。西西心里非常清楚，她

编织的飞毡很可能最后还是会变成蹭鞋毡。到了

结尾部分，肥土镇的人和物逐渐消失在叙述者的

笔下，一切回归为时间零和空间零的“无”，呈现

出开放性的格局。西西明白她只是那个将肥土镇

故事讲给花阿眉听的“说故事的人”，而所书写的

历史只是“纸上的产物”，香港的历史已不能完

全复原。可令人钦佩的是，西西并没有放弃书写

和“逐梦”，而是把这个百年来港人追逐乌托邦的

梦想寄托在花家和叶家两个家族，进而扩大变成

“我城”的理想蓝图。她将这种“吾乡吾土”的地

方情怀传递给周围人，让大家共同努力，赓续历

史，沿着前辈踏过的足迹，在这片“异托邦”的

土地上重返精神原乡，寻找理想家园，实现最后

乌托邦的梦想。

如果说《飞毡》里香港是承载港人梦想的“异

托邦”，那么到了陈慧的《拾香纪》，一切回归现

实，香港及其相关物符可以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对应

的实物。它以逝者连十香为叙述视角，回忆家族在

香港殖民史下悲欢离合的故事。其中，串联起连

家故事的是与这个家族发生关系的“物事”。这些

“物事”，无不与香港的工商业发展和港式消费生

活密切相关，创造了黄金时代下的种种物符。实际

上，连家的家族史就是自 1949 年到回归前香港殖

民史的微缩版。小说出现了诸如“电影、电视、流

行歌曲、录影机、收音机、书店（局）、公共屋邨、

地铁、传呼机、会展中心”等与香港发展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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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符，让这些与港人日常生活发生关系的场景和

文化大事展现在小说里，最后以全知叙述者连十香

的逝去来结束这段家族史的叙述。

虽然连家的故事充满悲喜浮沉，但在连十香的

叙述里整个家族满载爱与温馨。到了小说最后，她

道出了一句精辟而深情的话：“原来，回忆，就是，

爱。”［28］在连十香看来，物符并不指向纯商业性，

因为它们与家里的成员有着莫大关联。连十香的父

亲连城的生意，是从卖橄榄起步。从四海开始，孩

子的名字就与连城的生意紧密相连，比如：四海办

馆、五美时装、六合百货、七喜士多、八宝制衣、

九杰运输，而十香，是一间酒家［29］。此外，孩子

的出生和家族命运与香港的重大历史事件或者媒体

事件同步进行，成为了香港殖民史的见证人和象征

体。作者借连十香的回忆赓续历史，蕴含着对香港

深沉的爱。无论笔下的人物选择定居或往返于世界

各地，连家或者说香港都是他们永恒的精神原乡，

一条“剪不断”的血缘纽带始终让他们心连着心。

作为家族小说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在

探索“人与物”的互动层面比前两者更进一步，实

现了对家族史的想象与创造。相较于《飞毡》和

《拾香纪》展现的单一世界（想象世界 / 现实世

界），董启章笔下的香港及其相关物符同时指涉两

个世界，具有两层含义：一是真实之物（真实空

间 / 真实世界），二是虚拟之物（虚拟空间 / 可能

世界）。二者齐头并进，形成“真实和虚拟（实

然和或然）”两个声部（世界）的交错叙述（各

十二章）。

对于真实世界（实然）和虚拟世界（或然），

小说聚焦更多的是前者。它以 13 种日常物件作为

叙述中心，聚焦 V 城物系发展史。V 城历史是作

者文字工场想象模式下的产物，呈现了“我”的爷

爷和爸爸开办经营的“董富记”机械零件制作工厂

史。诗人廖伟棠曾对此作出评价：“这部小说里他采

取的基本手法就是像制造零件一样制造出组成故事

的物的意象，再制造出物的隐喻以及隐喻的延伸，

再由这些意象群编织出一个完整的象征体系。”［30］

而这个象征体系“隐喻香港的百年社会发展史，建

构出物化时代的现代性、后现代性”［31］。

为实现这一目标，董启章通过小说的二声部叙

事结构开拓可能世界，而现实世界也只是众多可能

世界中的其中一个。他把这个相对于现实世界的可

能世界称为“或然”，认为：“所谓‘所有的可能世

界’，不就是相对于‘实然’和‘应然’的一种未

完成的展望吗？而在‘文字工场的想象模式’里，

这些可能的展望不也同时是已经实现的吗？所以，

据我理解，小说的‘可能世界’是既未成形但又已

经确立的，是既存在于想象但又实践于体验的。作

者试图通过‘可能’，来联系现实和想象。”［32］在

真实世界里，人与物的互动在历时性的维度共同虚

构着 V 城历史；在虚拟世界里，作者凭藉这种想

象在共时性的维度将喻体具象化，尝试寻找两个世

界的对接点，让两个世界复合互渗，从而赓续历

史，重返精神原乡。作者愿意对他人的诉求作出回

应［33］。

可见，香港小说的“家族书写”常与物符联系

在一起，并尝试通过实存空间与想象空间的相互渗

透探索人与物的互动关系，进而弥补以往西方殖民

者在描画物化时代日常生活史时缺失的维度，对这

个城市的“物理”展开“象征性”的想象，在赓续

历史中重返精神的原乡。

四 多声部交错的空间叙述

在书写百年香港时，如果说大多数作家选择

“向后看”的线性叙述模式，那么董启章的视野则

受球状史观影响，并不仅仅局限在一城一时一地，

而是放眼寰宇，将香港放置在更大的宇宙空间进

行多维度思考。更为特别的是，他还把视野推向

未来百年的香港，回顾并反思过去的历史，实现

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跨界打通，从而开辟出实

然、或然和应然的多声部交错空间叙事。这样一条

错综复杂的叙述脉络暗示着董启章不断思考如何才

能更好地找到赓续历史、重返原乡的路。《地图集》

（1997）《繁胜录》（1998）以及《时间繁史·哑瓷

之光》（2007）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董启章将笔下

的“香港”称为“V 城”（维多利亚城），包含作者

对香港的历史与未来想象的指认。“以 V 代之，正

是建构一层虚构的距离”［34］和“此‘城’实是中

西两种城市观的合体显像”［35］，是作者中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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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视角下想象的产物。

董启章的《地图集》是 V 城系列第一部。小

说没有再现某个时期的风物人情，而是通过似是而

非的地图学理论对 V 城历史展开另一向度的虚构，

并且对应着“城市”这个空间的特质。董启章如同

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里面的马可·波罗，将

城市视作一种观看的方法。初版的《地图集》还有

一个副标题，叫“一个想象的城市的考古学”，在

叙事时间上采用“当代的考古学”的方法。小说分

为四个板块叙述：理论篇、城市篇、街道篇、符号

篇，分别由 15、14、12、10 个小板块组成。它的

初衷是想让过去的时间投影于当下，让时间在虚实

里交相辉映，在各种空间形态中对比再生，具有非

连续性、多向度、开放性特点，在历史叙事里添加

空间的维度进行考察。

小说钩沉 1841 年至 1997 年各种版本的地图，

试图从香港殖民空间的变迁读出背后的权力问题。

因此，《地图集》里的地图“既是实用的地图，也

是权力的地图”［36］。这些权力的地图揭示出一个

考古学的问题：如何证实一个城市的存在？［37］这

就牵涉到香港在不同历史时空中的存在问题。《东

方半人马》一文里提到：“地图学者们提出各种数

量、位置和密度分析，来说明维多利亚城并无东西

两半截然分野的事实，力图把维多利亚城描绘为纠

缠不清、难以分解的异类血缘混杂产物，又称杂种

（hybrid）。”［38］这种纠缠不清、难以分解的情形实

则与地图这种由串谋与驳杂权力支配的空间想象有

着极大的关联，也就是能指与所指存在不确定的对

应关系。一个城市的历史、空间与殖民者的权力便

由此关联在一起。

《繁胜录》的初版名叫《V 城繁胜录》，与《地

图集》均属于 V 城系列，在“观看城市”的方法

上可以构成互文性阅读。除了采用真假难辨的掌故

史料以及虚实互渗的世情物貌外，二者都采用“考

古学”的方法，将空间维度置入历史叙事作深入分

析，从而钩沉香港回归前的历史，以此拆解西方殖

民者有关香港想象的迷思。如果说《地图集》站在

当下的角度重塑历史，那么《繁胜录》则是站在未

来的角度想象历史。作者将过去和现在的时间投影

于未来，试图模糊三者之间的界限，将小说的叙

事时间归于零（简称“时间零”），从而在渐趋形

成的共同面上实现“想象香港”的可能，让有空

间元素加入的历史叙事具有“双向度、可逆性和开

放性”的特征。《繁胜录》里，“我”和“大回归时

期新生代”作为“V 城风物志修复工作合写者”于

“大回归五十年”，尝试“于文献堆填区发掘出刘

华生的稿件，经过重组和校正”［39］，整理出“第

三代的梦华录”，即是《V 城繁胜录》［40］。刘华生

在“V 城大回归时期”编撰“本地城市风物纪录”

《梦华录》［41］，而《繁胜录》则为后起之作。此处

的“未来”指的是《繁胜录》，“现在”指的是《梦

华录》，而“过去”指的是“大回归”前的历史，

也就是香港殖民史。《繁胜录》里的每一篇目有三

个声部的叙事互相对话，即：第一声部是“我们”

这群风物志修复者的个人化抒情及论述，第二声部

是经过重组和校正的刘华生城市观察及记述，第三

声部则是刘华生记录的第一人称生活小故事。这三

个声部共同唱响多声部交错的空间叙事结构，形成

有别于西方殖民者的历史叙述。

21 世纪以后，董启章对香港百年史有更深入

的思考，缔造出宏大工程“自然史三部曲”，积极

探索“实然、或然和应然”三重世界，让我们看到

更多的未知与可能：既表达个人与香港的历史，也

直指宇宙的历史，在历史叙事上迈向一个新阶段。

其中，第二部《时间繁史·哑瓷之光》展示了多重

时态的可能世界，是一部充满可能性的小说。它被

看作“是一部未来史，也即是把未来当作可能的事

件去体验，去想象的一种方式”［42］。对于“未来

史”一词是否成立的问题，董启章曾分析道：“过

去”和“未来”并不是以一个（纵使是变动不居

的）“现在”分隔开来的，两者是互为表里的。只

有这样，“未来史”一词才说得过去［43］。因此，如

果说“自然史三部曲”的第一部《天工开物·栩栩

如真》偏重于讲述过去百年的香港，那么到了后两

部曲则把时间推向未来百年的香港。

董启章在这部小说里创设核心词“婴儿宇宙”，

把未来作为一种历史的可能性来想象、体验、珍重

乃至反思。也就是说，我们不把时间当作线性和因

果性来看待，而是一个环状球形，也就是大多数物

理学家所认可霍金提出的“宇宙有限而没有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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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球体时空观，指向的是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

无边无际的宇宙。随着未来史将小说的时间无限延

伸至整个 21 世纪，创设“婴儿宇宙”的空间想象

将超越 V 城时空的局限，直面人类生存本身，乃

至整个宇宙。因此，该小说“不只是一部 V 城史，

也不只是一部城市史，而同时是人类文明史，宇宙

史，自然史”［44］。

在众多作家纷纷把目光聚焦于叙述过去百年的

香港时，董启章将视野推向未来，试图将香港史的

叙事纳入球状史观，打破西方殖民者叙述香港历史

的定论，让多种历史同时并存，在无边无际的球体

时空里运行，从而实践小说发出的疑问：为什么不

能有一种共时的历史，空间化的历史，并行的相悖

或不相悖的多种历史？［45］这是否也属于普鲁斯特

克服时间、超越时间、复得时间的“隐喻”范畴？

过多时间意义的加持让不少作家的历史叙事显得确

定与唯一，以至于无法看清多重历史的真相，实现

精神的返乡。空间不是历史的可有可无的要素，而

是构成整个历史叙事的必不可少的基础［46］。于是，

董启章让时间与空间在历史叙事的维度展开多种互

动的可能，用更贴近日常生活感受的方式，构筑立

体分层的历史叙事空间。

学者叶维廉曾对香港文学发出如下感慨：香港

文学却不是摹仿大陆，就是摹仿台湾，很少有反省

香港殖民经验的作品。［47］香港还没有发展出属于

自己的文学，没有真正触及并反省一些内部本质的

问题。作家陈映真也曾提醒香港的知识者：“在香

港这样一个殖民地的时代，应该从殖民地香港这个

本身开始反省，从清末香港所走过的路，香港文学

的发展，香港社会的发展，以至香港中国人的身份

的认同的问题，香港在历史当中，在社会发展当

中，在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发展当中占一个怎样的

位置，提出整个的反省。”［48］他建议从整个香港的

殖民地历史开始反省。然而，香港知识阶层对陈映

真的回应可谓少之又少，“像陈映真那样具有强烈

的反省意识、深刻的思考能力的文人（同时又有精

彩的创作），则并不多见”［49］。可见，从审思殖民

地经验而实现去殖民化仍任重而道远。这不得不令

人慨叹香港人在殖民时期留下的对地方历史经验一

知半解的态度，使得不少有担当和情怀的作家拾笔

思考如何赓续历史并重返精神原乡的问题。于是，

“赓续历史”与“精神寻根”之间便存在复杂而微

妙的对话关系。在“历史之中寻求重量”才能对英

国殖民统治留下的历史问题作出有效反思，而不是

把“历史事件”写进小说就会产生历史感。

要想真正在小说中做到“赓续历史、重返原

乡”，需要聚焦具体事物在不同时期的变迁，展示

人在历史洪流面前的各种姿态。也就是说，这一切

需要放置在“历史叙事与精神寻根”的互动关系中

展开并作出阐释。追溯作家重建历史向度的努力，

既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叙事”提供新的视野和

经验，也有利于巩固地方性精神凝聚力和历史文化

认同感，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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