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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中国香港的主体性和历史命运+

——“九七剧”与香港话剧的主体意识和本土意识

胡文谦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24)

摘要：在以娱乐和通俗为主导的香港戏剧界，能够凝聚一个时期的社会思潮、民众意
识从而为人们所关注的话剧创作和演出，只有“九七剧”。它承载着戏剧家对于香港本土、
香港主体和香港历史命运的严肃思考。在这些创作中，香港戏剧家开始认真地关注自己所
生存的这片土地，去建构香港和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去表现香港人面对历史巨变的思想情
感，去思考香港与祖国的关系及其历史命运。这是“九七剧”主体意识和本土意识的核·"Lg所
在。

关键词：“九七剧”；身份认同；本土意识；主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九七”回归对于香港话剧发展最明显的改变和
影响，就是促进了香港本土话剧的创作。这是因为，
一方面“九七”回归促使香港戏剧家开始认真地关注
自己所生活的这片土地；另一方面，戏剧家认识到只
有立足于这片土地并借助于创作剧目，才能切实地表
现自己对香港的关注与思考。故而，原先更多是“用
借来的感情，述说他人的故事”的香港剧场，“从那时
起，人们开始意识到一定要通过本地创作剧才能充分
地表达自己，翻译剧是做不到的，于是创作剧便开始
蓬勃起来”¨¨”。因而在1984年、1997年等重要时间

节点前后，香港话剧界推出了“进念”的《列女传》
(1983)和《鸦片战争》(1984)，曾柱昭和袁立勋的

《逝海》(1984)，陈敢权的《一八四一》(1984)和《白
兰呼唤》(1997)，曾柱昭的《迁界》(1985)，杜国威和

蔡锡昌的《我系香港人》(1985)，陈尹莹的《谁系故园
心》(1985)和《花近高楼》(1988)，杜国威的《人间有
情》(1986)和《南海十三郎》(1993)，袁立勋和林大
庆的《命运交响曲》(1986)，吴家禧的《最佳编剧》

(1986)和《龙情化不开》(1997)，陈炳钊的《家变九

五》(1995)、《飞吧!临流鸟，飞吧!》(1997)和《韦纯

在威斯堡的快乐旅程》(1998)，以及张梭祥的《人到

无求品自高》(1990)、莫昭如的《吴仲贤的故事》

(1997)、李械基的《真面目》(1998)等剧。进入新世

纪后，香港话剧界仍然有梁承谦的《乡心一夜》
(2002)、陈炳钊的《飞吧!临流鸟，飞吧!——消失
的翅膀》(2007)、谭孔文的《鲤鱼门的雾》(2008)等
剧作。

香港“九七剧”所描写的，大都是关于殖民地与
家国情怀、文化身份，关于香港与祖国的关系及其命
运，关于香港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等宏大叙事主题。
在以娱乐和通俗为主导的香港戏剧界，能够凝聚一个
时期的社会思潮、民众意识而为人们所关注的话剧创
作，只有“九七剧”。它们是1980年代以来香港话剧
创作最重要的收获，承载着戏剧家对于香港本土、香

港主体和香港历史命运的严肃思考，从而使香港话剧
充盈着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本土意识。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话剧演剧学派研究”(项目编号：20ZD21)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胡文谦(1984一)，男，汉，江苏南京人，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戏剧与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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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九七剧”为代表的香港话剧的主体意识和本
土意识的内涵主要是什么?有学者认为，“香港的本
土意识，既不是传统文化意识的延续与发展，也不是
x,l某些既存的文化意识的批判与反叛。香港的本土
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种萌生不久的家园意

识”嵋”3。也有学者将“港派”话剧和“京派”话剧相比
较去阐释香港话剧的主体意识和本土意识，认为
⋯京派’话剧关注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的形象”，而
“‘港派’话剧关注的都是香港人的自我形象”【3"4。
应该说，这些论述抓住了当代香港话剧的某些特点，
但是，却没有把握住香港“九七剧”的主要内容。在

这些创作中，香港戏剧家开始认真地关注自己所生存
的这片土地，去建构香港和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去表
现香港人面对历史巨变的思想情感，去思考香港与祖
国的关系及其历史命运。这是其主体意识和本土意
识的核心所在。

一、建构香港和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所谓主体性或本土性，简单点说，就是中国香港
这片土地和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香港人，努力寻
求身份认同的肯定。这是香港人的主体意识和本土
意识的戏剧舞台呈现。

回顾历史是认识现实和未来的起点。建构香港
和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需要从历史中去探寻。故立足
本土，寻根问源，话剧舞台上出现了对于香港历史的
不同回忆和建构。

戏剧家们先是探寻对中国香港的身份认同。这

主要表现为追溯香港的历史根源，认同自己所生存的
这片土地和家园，建立香港的历史主体意识。戏剧家
深人渔港和山村去探寻香港的“根”。十五场剧《我
系香港人》力图全方位地表现1841年以来香港的历

史变迁。四幕剧《迁界》的外在冲突是写清初香港新

界农民反抗朝廷“迁界避贼”的斗争；其深层内涵，则
是“借镜明末清初的史实，抒发对乡-I-的热爱。对许
多人来说，香港就等于他们的故乡”H Jl。三幕剧《花

近高楼》展示了香港在1950年代、1970年代、1980年

代的发展情形。它有腾飞的成功令人骄傲，也有失落
使人伤怀，而面对未来，香港人仍然在为它设想和坚
守。作者借用杜甫《登楼》诗的意涵，来表达对香港
的热爱，但也有无助、无奈和感伤。此类创作，还有杜
国威透过梁苏记遮(伞)厂的百年变迁，表现大时代

中香港底层民众的生活艰辛、悲欢离合的三幕剧《人
间有情》；莫昭如描写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左翼
学生参与社会运动、表达激进诉求的独幕剧《吴仲贤
的故事》；陈敢权以1977年香港金禧女中学潮事件为

背景，反映香港年轻一代成长经历的两幕剧《白兰呼
唤》；等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探寻中国香港的身份也就是探
寻中国香港人的身份。香港回归祖国，它带给香港人

的最尖锐的思考，就是香港人的身份问题。香港经受
近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香港人既为自己将香港建

设为国际大都市而自豪，又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有一些

困惑。《我系香港人》对此有真切描写。李械基的五
场剧《真面目》也是讲述“混淆身份”和“归属感”的
困惑。该剧是搬演作者自己的真实遭遇。李械基是

港英混血儿，在香港出身、成长，后来回英国接受大学

教育。可是在日常生活中，英国那边说她是香港人，

香港这边说她是英国人，这使她也弄不清自己的“真
面目”。作者以“蝙蝠”自喻其尴尬身份，及其带来的

沦肌浃髓的痛苦。然而在《我系香港人》结尾，剧中

人纷纷以中国香港人的身份登记为选民，表现出他们
对中国香港的“责任”和“归属感”。李械基后来定居

英国且逐渐适应英国生活，但她觉得自己对中国文化

的追求越来越强烈，觉得在香港“我好有归属感”而

返回香港，这些，又都建立了他们对中国香港人的身

份认同。

戏剧家认为，“精神风貌”也是建构中国香港人

身份的基本定位，与“归属感”同样重要。在一个多

世纪以来的历史变迁中，香港获得很多也失去很多，

作为香港人，你为这片土地做了什么?你又为这片土
地留下了什么呢?《迁界》《人间有情》等剧着重描写

了中国香港人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表现了他们的勤劳

勇敢、朴实善良。《迁界》中的李霖一家世世代代生

活在这里，他们用双手将荒野变成桑田，对这片土地

充满深情。没有耕牛，儿子李天赐把自己当牛去耕
田，为这片土地流汗流血。怀有身孕的女儿李领弟也

参与其中，因为劳累过度而难产死亡，为这片土地丧

失了性命。杜国威创作《人间有情》，“是想借那个风

N,N雨、内忧外患的大时代，带出一些忧戚相关、悲欢
离合的小市民的生活琐事。透过他们的喜与哀，他们

的抉择，他们的无奈，好让我们缅怀一下那早已匿迹
在功利主义社会里的‘道’与“隋”¨5j2。此剧表现了

市民百姓身上那些美好、温情、有希望的东西，尤其是

人与人之间为了他人而勇于舍弃、敢于牺牲自己的品
格和精神。

有学者以《迁界》和《人间有情》为例，批评“香港

的剧场在回忆历史、回忆香港的历史时，带着太多的

温馨，这种温馨在现实中是没有的，它是一种美

化”¨J169。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也不尽然。在

中国传统的农耕时代和乡土社会，诸如《迁界》所描
写的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和农民身上朴素的人性光辉，
《人间有情》所反映的温馨的家庭关系、东家与雇工
的关系，在当时的香港也是常见的。而当香港进入工
业化时代，由于社会和环境的变化，人性以及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愈趋复杂。所以，勾勒香港近半个
世纪历史变迁的《花近高楼》，对于香港人的描写就

比较尖锐。剧中的江大婶等老一辈为人诚信正直，他
们具有“走投无路时求生的意志，咬紧牙根捱苦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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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气，拿着一两个铜板照顾这许多人的那种大方，大
难临头时的那种守望相助”。中年一辈，江子留和丁

丰从小是情同手足的朋友，江子留坚守着老一辈传下
来的信实、道义、忠诚、互助互爱等做人原则，丁丰和
妻子江美兰却与环境妥协，想方设法、不择手段地追
逐财富。年轻一代，丁宝怡整天盘算着挣钱然后移居

海外，丁宝恒则在移民潮中选择留下来，要“做个(对
香港)有用的人”。人生价值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面
临无可挽回的悲剧命运，但是，仍然有江子留这样的
坚守者。江子留说：“香港无论怎样发展，总有些东
西不可改变。否则⋯⋯我们就没有东西可以传给下

一代了。”《鲤鱼门的雾》对于1930年代香港美好的
人情风物，也流露出浓浓的眷念。戏剧家感慨“本土
的认同美好却又脆弱”，批判当下的“文化断裂”【_7J科，
同样蕴含着对某些信仰、理念的执着和坚守。

当然，也有对建构香港和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持怀
疑态度的，尤其是年轻戏剧家。陈炳钊的二十一场剧
《飞吧!临流鸟，飞吧!》和十五场剧《韦纯在威斯堡

的快乐旅程》具有代表性。《飞吧!临流鸟，飞吧!》
是作者“香港考古故事”系列剧之一，野外考古现场

贯穿始终，该剧通过片段性的场景和游戏的处理手
法，从香港考古(历史和传统)和家族探源(血缘和传
承)切入，去探寻自身、家族、香港的历史，以探索根
脉、寻找身份。家族探源从父辈追溯到父辈的父辈及
祖先，越古远越模糊；而从深不可测的考古探坑里挖
掘出来的，都是破碎的陶片。历史的断裂或人为的历
史编撰等，都使人们建构香港和香港人身份认同的努
力难以实现。改编自卡夫卡小说《城堡》的《韦纯在
威斯堡的快乐旅程》，以演员表演、叙述人讲故事和
影像互动的形式，借四个名叫韦纯(Vision)的年轻人
去寻找V城的一次真幻难辨的旅行，表现出了香港

人对于身份认同的艰难探寻。

在这一方面具有挑战意味的，是荣念曾和“进
念”的演剧。受西方后现代戏剧影响，荣念曾他们大

都采取类似舞蹈和绘画的视像戏剧，加上多媒体、装
置艺术、影像等，通过戏剧对现实社会发问和批判，并
与观众展开对话。例如，《列女传》探讨香港与祖国、
与英国的关系，《香港二三事》思考香港的身份及历
史命运，《中国旅程》从香港着眼去认知中国和世界，
((200l香港漫游》描摹香港、香港人的表象和本质等，
都是与观众一起去叩问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与存在，表
现香港人的生存处境和生命体验，思考香港的现实与
未来。

二、直面回归描写世态人心

毋庸讳言，自1984年签署《中英联合声明》，“九

七”回归给香港社会和民众心理都带来了巨大冲击，
由此产生出兴奋和热切期待，焦虑、困惑和迷茫，以及

移居海外再观望等不同的世态人心。这些在“九七

剧”中都有真实描写。

突出表现香港人的这种复杂内心情感的，是

1984年上演的三幕剧《逝海》。该剧是作者“有感
(于)香港前途未明””J_”而创作的，是要表现“现时

香港人那种焦虑、无奈的等待”⋯瞵。剧中主人公海

生出生在小渔村，海上讨生活辛苦危险，他离开渔村
去大港打拼。渔村有海生不堪回首的过去(母亲被
大海吞噬，爱情被买卖婚姻摧残，他借债赌博又被亲
友唾弃)，而大港的生存又极其艰难(早先做生意亏
本举债，现在做武打替身会随时丧命)，海生如今既
不属于渔村也不属于大港，前路茫茫，迷惘困惑。然
而直面困惑迷惘，海生又显示出香港人不屈不挠与命
运搏斗的精神。剧末，返回渔村还债的海生又要去大

港闯荡，他对青梅竹马的金娣说：“我要除下过去的
包袱!我要脱去这一身旧壳，我要脱胎换骨。我要摆
脱以前的我，我要掌握新的生命，我要闯出一条新的
道路!”此剧的象征意味是明显的。作者说：“我们希
望它的象征意味能超越渔村的局限，使现代的城市人
也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归归

随着“九七”回归，很多香港人面临着留在香港
或移居海外的严峻问题，戏剧家同样也在严肃地面对
和思索。在《逝海》剧末，主人公海生对于人生由迷
惘转向坚定，即表现出戏剧家对于中国香港前途的信

心和态度；紧接着上演的《迁界》，戏剧家更是“正面

地写出热爱乡土的感情”【loJ雅。《我系香港人》《花近

高楼》等剧也是如此。《我系香港人》后半段写香港
人面对“九七”的各种思想情感，批评了某些香港人
宁愿做二等公民而移居国外的心态，表现了香港人在
海外“无根”的痛苦遭遇，强调面对回归，“香港人应
该对香港负上一份责任，一份归属感”。《花近高楼》
中的年轻一代，丁宝怡是整天盘算着挣钱然后移居海
外，但是更有像丁宝恒这样在移民潮中选择留下来，
要“做个(对香港)有用的人”，为香港的前途尽心尽
力。陈尹莹说：“这剧可以说投人了很多个人感情，
也是对自己多年来的一个自我反省，包括对殖民地的

生活，对中国的感情，对香港的未来。”⋯1
有人分析少数香港人在回归过渡期移居海外主

要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有逃避现实之感，但更希望香
港好；还有一种对香港是利用它、剥削它，随时准备离
开。这两种心态在香港话剧舞台上都有所表现，但
是，戏剧家着重描写的不是去留的现实考虑，而是决

定去留的痛苦抉择和决定去留之后的人生情感问题。
对于决定移民或留下的痛苦抉择，四幕剧《命运

交响曲》进行了突出的描写。该剧并不像评论家所
说，是“突现人如何被日常生活磨损，并探索当代夫
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爱和沟通的困难”¨J 7，

而是尖锐地表现了剧中主人公凌子才面对移民潮其

情感的痛苦挣扎。凌子才从小由广州的祖母抚养大，
1970年代又参加香港学生的“放眼世界，认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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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社会”运动，他对香港、对祖国感情深厚。然而
移民潮使他遭遇人生困境：他欲献身话剧的人生理想
与家庭、亲情产生矛盾，尤其是，妻子慧心要带着儿子

文杰移居美国和他要留在香港产生激烈冲突。戏剧
家借用了凌子才正在排演的《犀牛》剧中的犀牛意
象，在凌子才眼里，那些欲移居国外的都是犀牛，所以

他觉得四周都是犀牛和犀牛的吼叫，感到自己孤零零
的。然而凌子才决意不加人犀牛，他绝不投降。挑战
凌子才的，不仅有满街都是“犀牛”而看不见人的意
象，而且有开始和他一起坚持但是后来带着儿子移居
美国的妻子，以及内地的叔叔婶婶让他帮助家人移民
的请求。尽管凌子才后来有了理解之同情，但是，他
觉得“慧心、文杰、事业、前途、命运却困扰着我，我被
两股完全相反的力量扯成两半⋯⋯透不过气”。剧
中的犀牛形象是荒诞的，但它所呈现的凌子才面对移
民的复杂而孤寂的内心情感是真实的：“人是孤独寂
寞的个体，在人人都变成犀牛底下，个人如何对抗?
如何保留自我?”【12159

《最佳编剧》《人到无求品自高》等剧，则是着重
揭示决定移民或留下之后的人生情感问题。《最佳
编剧》以编剧写剧本的形式，讲述过渡期香港人对待
移民的复杂感情。年轻人有的移居海外，有的留下来
全力拼搏。老年人呢?“硬系啪后生就想啪老噘走，
但系偏偏嗡老嚷就想留低!”剧中有一对在机场等候
登机的年迈夫妇，儿子一家移民加拿大打拼生活，要
他们去带孙子，“走去同啪鬼佬住，唔识讲、唔识听又
晤识睇，变到又盲、又聋、又哑”，就像是“千里迢迢走
去外国自己软禁自己!”他们说：“我真系唔想离开香
港呀。”《人到无求品自高》是一出独角戏，主人公是
中年人“他”——一个典型的香港“太空人”(太太位
置空出来的人)。在移民潮中，他把太太、孩子和母
亲送到澳洲，自己又回到香港“返工”和“搏升”。他

盼望还有两年可以提前退休，能够去国外与太太、孩
子团聚。可是，眼下太太远在澳洲，又有鬼佬“就嗓
成日想咸湿我毗啪女人”；家人在澳洲需要新置房
产，银行却怀疑他的负债能力不肯贷款；职务搏升他
比别人努力却不受老板赞赏，还常常觉得别人都在
“笑我俾人爬头”。这些，让他愤懑沮丧却只能忍气
吞声，阿Q似地用“人到无求品自高”来安慰自己。
这对老年夫妇和这个中年人的经历，反映了历史巨变

对于个人的强烈冲击，以及普通民众面对历史巨变的
复杂、痛苦的情感。

陈敢权于1984年创作《一八四一》，他说：“这出
戏是在中英草签联合声明的时候构思的，当时主要是
想表现港人那种人心惶惶、匆匆移民的失落感觉。”

1997年该剧再次上演，他修改了部分情节，因为“这
种感觉在事隔十三年再看的时候，幼稚而又和现状不
符，像当年的移民潮现在已变为移民回流了”【l31。这

也是“九七剧”所描写的香港人直面回归的世态人心

的主导倾向。最典型的，是陈炳钊被称作“香港‘九
七剧’压卷篇、“抓住了香港人回归前后的情绪”【141的

《飞吧!临流鸟，飞吧!》。一方面，此剧寓意香港人

如同临流鸟，在不停地找寻自己的家园和身份；另一
方面，戏剧第二十场“你从哪里回来?”又描写了移居
海外的香港人从世界各地纷纷回流香港。二十六场
剧《龙情化不开》也是讲述移民的故事。战争年代，
童年阿根随父亲的好友逃难到香港，后来又辗转去美

国。结婚成家之后，阿根几乎每年都要回中国“寻
根”，那幅绘有童年依稀印象的《竹林吹箫图》，寄托
着他对祖国、对家乡、对家人的无限思念。阿根的妻
弟是香港人，妻和子移民澳大利亚，他留在香港打拼

生意，活得卑恭隐忍、筋疲力尽。阿根的艰辛“寻根”

也让妻弟感慨万千，他“发觉自己原来真系有条唔浅
噘根”在香港，故和妻子商量好，“我将但吣接番哂返
嚓呀，我毗唔移民喇!”

三、香港回归：“孤舟一系故园心”

毋庸置疑，香港属于中国，香港人是中国人，香港
回归祖国是历史的命题。因此面对回归，思考香港与
祖国的关系及其历史命运，也就成为“九七剧”的重
要内涵。无论是年长者如袁立勋，“虽然受到西方文

化影响，但心灵深处还因袭着中国传统文化濡染下知
识分子的情意结”【lJl”，还是年轻者如何应丰，“香港

直至今天九七的来临，我们才被唤醒接触中国的文化

根”¨“，我们从他们身上不难看出，中国，已经成为香
港话剧的“情意结”和“文化根”。

杜国威是最受香港观众喜爱的剧作家。他深有

感触地说，他的戏剧之所以受到香港观众的喜爱，就
是因为他“想出来的东西可以引起香港人的同感”，
就是因为他“身体里流着的是中国人的血，是香港人
的血”⋯””⋯。这也是香港话剧的普遍情形。在香港
“九七剧”的创作中，它主要表现为以下三层内涵。

首先，是老一辈香港人强调香港属于中国，香港
人就是中国人。在《我系香港人》第二场“殖民开

始”，剧中人C讲述他太公、太婆在香港落地生根的

故事，“鬼佬”割掉太公的辫子，作为补偿送他一条领
带，太公就将领带翻到颈后当作辫子用。这个细节形
象地说明香港被殖民，但是香港人没有失落“中国的
文化根”。《命运交响曲》《南海十三郎》《龙情化不
开》等剧也都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背景中进行戏剧

叙事的。《命运交响曲》的主人公凌子才对香港、对
祖国都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抵拒做移民“犀牛”，而
要做“永远默默耕作的黄牛”——“驯服、顺从、刻苦、
耐劳、鞠躬尽瘁，这就是中国黄牛”。凌子才的祖父

和父亲早年从广州移居香港，妻子儿子现在又移民美
国；而当年选择留在广州的叔叔婶婶，现在同样让他

帮助其子女移居美国或香港。这些，都让凌子才深深
感慨：“(中国人)不知何时才不需要下这样痛苦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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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知何时中国人才不用四散分离?”这些问题在
剧中，伴随着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现场钢琴演奏
贯穿始终，戏剧家在时代变迁中思考着剧中人的命
运，思考着香港和祖国的命运。十三郎(《南海十三
郎》)生于广州死在香港，他一生经历兴衰荣辱，这个
坚持自我、坚守真理的剧作家在现实社会中落魄、流
浪的悲惨遭遇，同样与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和历史命
运有着密切联系。十三郎的人生悲剧自然有多重因

素，而“锦绣河山分左右，令人无奈两为难”，当是其
中重要的一个。在十三郎的那些疯言疯语中，包含着
戏剧家对于近现代中国社会，以及生存于其中的香港
人、中国人的历史命运的沉重思索。

其次，是强调“我系香港人”，同时又有强烈的中

国“情意结”。陈尹莹的两幕十四场剧《谁系故园

心》，以1950年代初从内地移居香港的一个家庭作为
背景，母亲李氏坚守中国的传统观念，两个儿子中，弟
弟何其昌留学英国，哥哥何其焕返回内地参加建设。
分离30年后，兄弟两个家庭在香港重逢。此时，何其
昌成为香港大商人，“找定后路，拿个外国护照，身份
变了，爱国也爱得理直气壮”；何其焕历经时代风雨
冲击和人生磨难，却仍然心系祖国；儿子何承光，拒绝
生父何其昌为他安排去港经商的好意，认为“总应该
有人想一下钱以外的东西”，选择跟随养父何其焕返
回内地。该剧剧名取自杜甫《秋兴》的诗句“孤舟一
系故园心”，借用杜甫遭遇战乱颠沛流离仍然心系故
园的诗意内涵，表达了戏剧家对祖国的情怀和对香港
与祖国历史命运的关切，“道出千千万万海外中国人
的心声”¨6J63。其实，很多香港年轻人，甚至港英混血

儿都怀有深厚的中国“情意结”。陈敢权的《白兰呼

唤》叙述1977年香港金禧女中学潮事件，正如论者所
说，“金禧中学在1973年成立时，以逆流姿态办母语
教学。金禧师生身处香港，却探讨中国人身份，关心
台海两岸的国情。白兰呼唤，正是理想的呼唤”Ⅲ¨6。

李械基的《真面目》是表现港英混血儿的中国“情意

结”。李械基从小深受香港外婆的影响，喜欢中国戏
曲和音乐，尤其钟情也是混血的中国图腾“龙”——

“我永远有一条龙哚自己嚷心里面”。因此，尽管她
后来回到英国，但是她觉得自己内心越来越热爱中国

文化而又返回香港，认为“点样先至可以过啪更加好
噘生活”。

最后，是认识到香港回归祖国是历史的必然，尽
管还有困惑和迷惘，但是，香港人终究要告别过去而

走向现实、走向未来。“香港人在抛掉昔日洋衣西服
的同时，极度渴望尽快认识祖国的深厚文化和庞大经
济市场。港人于此经历了复杂而矛盾的内心交
战。”【1819陈炳钊的十三场剧《家变九五》在这方面有

真切描写。该剧改编自卡夫卡小说《变形记》，它解
构了原著K变形为大毒虫的荒诞意象，拼贴了20世
纪末香港的历史巨变。“家变”指什么?从故事层面

说，是指K变形为大毒虫后其父母、弟妹的恐慌与悲

伤，然后直面现实，重新鼓起勇气去拼搏人生、享受生
活；就象征层面论，是指面对香港回归的历史巨变，有

些人虽然还有困惑迷惘，但同样需要坚强地面对现

实、走向未来。剧中主人公K，感觉世界变化太快他
不能适应，他要死去从头再来，表现了面临“九七”他

的困惑和迷惘；然而最终，K蜕变成推销员，充满信心

地走进包融香港的珠三角经济圈版图，与早先移民加

拿大、现在返回香港又进军内地从事商贸的三位表哥

一样，去迎接新的人生。
香港话剧关于香港回归祖国、关于香港与祖国历

史命运的叙事，在2007年修改并于当年回归习重演
的《飞吧!临流鸟，飞吧!——消失的翅膀》中具有
典型意义。1997年的演出本中有关香港的历史(部

族的、身份的、精神的)，就涉及香港与祖国历史发展

的命运问题。在第十一场“家族遗传：我的尾巴”中，
剧中人分别用粤语、英语讲述自己的身体特征，他们
说自己最突出的是有一条“无形的尾巴”，那是祖传

的“中国尾巴”，那是香港人的“根”。那个作者杜撰

的被迫在天空漫无目的、不停飞行的“临流鸟”的故
事，蕴含着焦虑、迷惘的情绪，也有对于失落的家园的

怀念和落地生根的渴望。2007年的演出本中仍然有

疑虑和困惑，可是对比1997年演出本，其“消失的翅
膀”意味着寻找到“家园”的“落地”，作者有了一个比

较宽阔的视野去看香港，剧中有了比较多的胸怀和反
思。它在思考香港年轻一代是否真正了解父母和香

港，正如剧中人所说，“十年后，我好想重新去理解。
因为我发觉自己原来一直对于自己噘父母，对于屋企

噘过去一无所知，甚至我完全唔认识呢个自己哚度长
大噘城市”。所以，剧中增加了诸如打鼓、毛笔字、舞
狮、庄子《逍遥游》等中华传统元素，还出现了父亲提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时，年轻一代跟着学唱等场
景。《乡心一夜》也是写一个香港青年回到内地找寻
她的中国心的故事，述说香港人的寻根就是认祖归
宗，就是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这些都表明了香港殖
民身份结束之后香港社会的变化，以及香港人，尤其
是年轻一代思想情感的转变。他们在思考香港如何
“在‘一个中国’的语境之中，去寻找自己身份的关
系”¨9。”。戏剧家认为，如此，⋯香港人’与‘中国人’

的身份会逐渐溶和”¨“。 (责任编辑：陈娟娟)

①故有评论说此剧“隐然充满了一种无奈、伤感的悲剧情调”(周

凡夫《从(逝海)想到香港前途》，《逝海》，青文书屋，1984年

版，第84页)，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是有无奈、伤感，但不是悲

剧。剧末，尽管海生这次离别渔村再去大港闯荡前途未1-，但

是，海生和金娣历尽磨难最终幸福地走在一起。我们从海生告

别金娣时“眼中放出坚定的光彩”和金娣“正在做一个好梦，脸

上泛着微笑”，能感受到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②有学者认为“《花近高楼》要探讨香港人作为人的道德身份”

(卢伟力“导言”，《破浪的舞台香港剧本十年集：八十年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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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演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2003年版，第xv页)，是“反映香

港社会数十年的风云变化和传统伦理道德的流徙衰微”(林克

欢《戏剧香港香港戏剧》，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

35页)。其实，《花近高楼》更多的不是反映“道德身份”或“伦

理道德”问题，而是强调香港人的“责任感”，以及由“责任感”

去选择和决定人生的价值取向和意义。

③有评论认为该剧这样结尾“降低了戏剧的境界”，并且“这个结

论根本接驳不到整出戏的方向”(惟得《我系点样嚷香港人》，

《号外》，1985年8月号)；也有论者认为《我系香港人》用“游

戏化的叙事策略”，“机巧地将严肃的历史批判化为嬉皮笑脸

的游戏”，“历史的沉重化作一缕岁月的轻烟消逝得无影无

踪”。(林克欢《戏剧香港香港戏剧》，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48、51、52页)这两种观点相互冲突，但都是脱离

剧情发展的论述，因而是不准确的。

④具体内容参见林奕华《代序》，载于《等待香港：永远的香港

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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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plore the Subjectivity and Historical Destiny of Hong Kong，China

HU Wen—qi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24)

Abstract：In the entertainment and popularity—oriented Hong Kong theater industry。only”97 Drama”can be created

and performed to draw people7S attention because of the social trend of thought and public awareness of a period．It

carries the dramatist's serious thinking about Hong Kong’S mainland，Hong Kon97S main body and its historical desti—

ny．In these works，Hong Kong dramatists pay unprecedented attention to the land they live in，to construct the iden-

tity of Hong Kong and Hong Kong people，to express the thoughts and feelings of Hong Kong people in the face of his-

torical changes，to think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motherland and its historical destiny．This

is the core of the subject consciousness and local consciousness of’’97 Drama”．

Key Words：”97 Drama”；Identit)r；Native Consciousness；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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