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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访香港书展年度作家李欧梵，回应不是“作家”争议，畅谈热点话题 
 

独特、多元、国际化才是香港文化 
 

深圳特区报记者   钟润生  
 

  人物链接 
  李欧梵，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国际知名文化研究学者。1942年 10月 10日生于河南太康，毕
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美国哈佛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荣誉博士，著名教授、作家、文化

评论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现代文学及文化研究、现代小说和中国电影。 
  每年香港书展最忙碌的除了主办方，就是年度作家。“年度作家”荣誉，是香港书展的例牌

菜，更是重头戏。今年香港书展的“年度作家”授予了 73岁的李欧梵教授，表扬他 50多年来在
文坛的杰出成就和贡献。主办方称李欧梵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开放的处世心胸，走遍世界各地推

动文学、音乐及电影等不同领域的文化研究。 
  “年度作家”结果一公布，很多网友争议说，李欧梵只是学者，不是作家。也有传言称李欧

梵本人拒绝领奖。对于这些种种说法，昨日，记者利用活动间隙，独家专访了李欧梵。 
  被网友争议只是学者不是作家 
  记者：网上一公布说，这届“年度作家”是李欧梵，你知道大家有什么反应吗？大家说你不

是作家，只是一名学者。 
  李欧梵：我注意到了。我没有感到不快，反而体谅大家的忧虑。因为我很尊重“作家”，把

他们看得崇高又神圣，所以想到自己不过写了两本小说，被称为“作家”似乎有点难为情吧？就

想不如写电邮婉拒奖项。 
  记者：哦，还真有婉拒领奖一说？ 
  李欧梵：当我动手写邮件时，我太太说了一句话：“时代不断改变，作家的定义也不再片面，

学者用真心写的文字亦有价值。”然后我想到自己虽非创作型写作者，但曾完成了大量杂文和评

论，加上评论人与作家等多重身份，或许能引发多些人关心这个议题，激励不同类型的写作人吧？

于是决定接受邀请，希望藉书展与公众深入探讨此话题。 
  在香港写专栏，其实是一种写作实验 
  记者：我很想知道，关于“作家”身份这个话题，你和公众探讨出的结果是什么？ 
  李欧梵：我在首场分享会上，从我个人的学者、文化人及业余文学爱好者的多重身份，切入

话题。我举了唐朝的李白及杜甫的例子，指出古时知识分子未有“作家”称号，是五四运动时梁

启超、鲁迅及严复等，想要通过小说、杂文及诗歌等作品，运用文字去为民请命后，才无意中助

长了“作家”的出现，但他们的身份也不单一，因为以前生活环境艰难，他们为糊口也得同时兼

顾写作与教学，像林语堂又是学者，又是作者，更是字典编写者，那种混杂性就非常有趣。 
  我觉得与其将写作人的身份画成等号，倒不如平等地用文字看待各人，去研究大家能归结出

什么现象，似乎更加有意思，在我之前的五位年度作家，刘以鬯、西西、也斯、陈冠中、董启章，

五个人五样写作风格五种身份，各自各精彩地丰富了文坛的多样性，是很值得开心的事。这也让

我看到香港文化的可贵，正是出于一种宽大的混杂性。 
  记者：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觉得你是作家，但你写的文学作品大多是报纸专栏小文章⋯⋯ 
  李欧梵：这可能是两地之间的文化差异。“专栏文化”是香港报章独有的文化现象。由于专

栏性质别于小说写作，需要更多关于生活及社会的观察，慢慢鼓励了写作人由高雅到通俗的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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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注意。譬如我由哈佛回港发展时，最大目标就是要挑战专栏写作，记得最初在《信报》开始《狐

狸洞呓语》的栏目，为了寻找题目不得不在阅读学术理论外，培养更多样化的嗜好和兴趣，看更

多的电影、听更多音乐会、跑更多的展览，或跟栏目附近的左邻右里在技法及想法上砌嗟交流，

也要创造更新的形式去帮助读者在饭后睡前或行车期间，快速消化及掌握观念，实在是前所未有

的写作试验。 
  香港文化应该多元 
  记者：我来香港的时候看一张香港报纸，你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你猜书展主办方把你选为年

度作家，可能是因为你写过很多杂文和评论，这些文化评论和香港有关系。现在，我们要谈论香

港和香港文化，好像是件蛮复杂的事。咦，你当初哈佛毕业，为何选择落脚香港？ 
  李欧梵：我对香港总有一种特别的情意，看世界、看文学、写东西，不管自不自觉，都从香

港出发，几乎没有例外。在美国教中国当代文化时，也将香港放在第一位，中国文化我是从香港

开始讲的。尽管当时和香港之间还隔几万里。 
  记者：你有一本书叫《寻回香港文化》。香港文化怎么了？ 
  李欧梵：我讲两个方面。 
  第一，香港文化要有自己的独特性。比如电影。香港是个影城，拍电影的人多，喜欢看电影

的人多，写影评的人多，重视电影收藏。香港的电影节比上海的电影节好。这一点要保持下去，

恢复当年的辉煌。 
  第二，香港文化应该多元、国际化。不止书展要国际化，整个城市都应该包容。而所谓的国

际化，并非只是满口英文，美式崇拜。中国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就因包罗万象。偏见是危险的。

我担心香港与多元化的国际背道而驰。香港多元文化少了，为什么？需要大家思考和反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