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學生周報》

○盧瑋鑾

小
輯
：
香
港
文
學
是
怎
樣
走
過
來
的

書摘與文摘

︽
中
國
學
生
周
報
︾
創
刊

於

一
九
五
二
年
七
月

，
停
刊
於

一
九
七
四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
二

十
二
年
來

，
它
也
橫
跨
了
香
港

動
盪

、
穩
定

、
發
展

、
變
化
的

歷
程

。
它
與

︽
中
學
生
︾
的
產

生
背
景

，
有
很
大
的
差
異

，
說

動
盪

，
五
十
年
代
的
香
港
與
三

十
年
代
的
中
國

，
自
然
差
得
很

遠

，
而
當
時
香
港
的
文
化
界
可

以
說
極
度
沉
寂

，
無
論
文
藝
或

綜
合
雜
誌

，
數
不
上
幾
種

。
適

合
青
少
年
看
的
刊
物

，
更
見
缺

乏

。
在
中
國
政
局
大
變
動
中

，

處
於
南
方
大
門
外
的
香
港

，
無

可
避
免
承
受
了

一
些
影
響

一
些

衝
擊

，
︽
中
國
學
生
周
報
︾
就

在
這
種
微
妙
變
化
中
產
生

。
許

多
人
把
它
視
為

﹁美
援
文
化
﹂

的
產
物

，
視
它
為
反
共
的
宣
傳

工
具

，
如
果
我
們
能
細
心
客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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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輯
：
香
港
文
學
是
怎
樣
走
過
來
的

書
摘
與
文
摘

地
翻
閱
這
二
十
二
年
的
周
報

，
必
能
發
現
它
在
不

斷
求
變

、
緊
貼
時
代
呼
吸
中

，
體
驗
了
與
香
港
青

年
人
憂
戚
與
共
的
獨
特
風
格

，
假
如
其
中
含
有

﹁反
共
﹂
意
味

，
也
是
由
於
主
持
的
人
的
信
念

，

而
不
是
由
於

」
美
援

﹂

。
二
十
年
來

它
愈
來
愈

執
著
在
創
刊
詞
中
的
承
諾
：

﹁
負
起
時
代
的
責

任

﹂

﹁我
們
不
受
任
何
黨
派
的
干
擾

，
不
為
任
何

政
客
所
利
用

，
︙
︙
我
們
暢
所
欱
言

，
以
獨
立
自

主
的
姿
態

，
討
論
我
們

一
切
問
題

，
從
娛
樂
到
藝

術

，
從
學
識
到
文
化

，
從
思
想
到
生
活

，
都
是
我

們
研
究
和
寫
作
的
對
象

。
﹂

︵創
刊
詞
：
︽
負
起

時
代
的
責
任

︾

，
︽
中
國
學
生
周
報

︾

，
創
刊

號

，
一
九
五
二
年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
第

一
版

。
︶

主
持
人
的
確
可
以
憑
著
熱
愛
文
化

、
道
德
責
任

，

來
為
中
國
文
化
探
索
出
路

，
為
香
港
青
年
人
作
文

化
的
導
航
者

。

︽
中
國
學
生
周
報
︾
是

﹁友
聯
出
版
社
﹂
出

版
的
刊
物

，
二
十
多
年
來
擔
任
各
版
編
輯
的
人
很

多

例
如
徐
東
濱

、
黃
崖

、
余
英
時

、
奚
會
璋

、

胡
欣
平

、
古
梅

、
孫
述
宇

、
盛
紫
娟

、
陳
特

、
胡

菊
人

、
劉
耀
權

、
劉
貽
奎

、
黃
碩
儒

、
陸
離

、
吳

平

、
何
法
端

、
張
浚
華

、
黃
國
超

、
也
斯

、
李
國

威
等
等

︵曾
任
周
報
總
編
輯
及
各
版
編
輯
的
應
不

只
這
十
多
位

，
這
裡
提
及
的
是
據
陸
離
的
記
憶

。

以
後
應
深
人
探
究

，
再
作
補
訂

。
︶

，
每

一
版

，

充
滿
了
該
版
的
特
色

，
表
現
著
不
同
編
者
的
風

格

。
依
著
它
的
發
展

，
可
以
分
成
許
多
時
期

，
正

如
也
斯
說

：

一它
的
每
個
時
期
有
不
同
的
優
點
和

缺
點

。
﹂

︵也
斯

︽
四
季

、
文
林

、
周
報
詩
之
頁

及
其
他
︾

，
︽
文
藝
雜
誌
︾
，
第
七
期

，
一
九
八

三
年
九
月

頁
三
十
六
至
三
十
九

。
︶
但
憑
著
每

個
時
期
編
輯
的
努
力

，
與
讀
者
的
認
真
投
人

，
它

的
確
負
起
了
回
應
時
代
的
責
任

。
在
這
裡

，
我
不

能
細
論
每

一
個
時
期
的
特
色

，
也
不
可
能
兼
及
各

版
的
發
展
情
況

，
現
在
只
說

一
個
重
要
的
分
界

，

希
望
藉
此
說
明
這
份
刊
物
最
大
的
特
色

。
六
十
年

代
中
葉

，
應
該
是
個
分
水
嶺

。
六
十
年
代
中
葉
以

前

，
它
的
主
要
精
神
乃
在
發
揚
中
華
文
化

，
闡
釋

民
族
大
義

、
承
繼
三
四
十
年
代
的
文
藝
傳
統

，
與

讀
者
共
同
體
認
文
化
民
族
的
血
緣
關
係

。
六
十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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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輯
：
香
港
文
學
是
怎
樣
走
過
來
的

書摘與文摘

代
初

，
由
它
引
領
的
青
年
人
開
始
成
長

，
在
傳
統

以
外

，
更
求
了
解
吸
納
外
來
的
文
化

，
此
時

，
周

報
的
版
面
已
很
確
定
及
豐
富

，
有
足
夠
求
變
的
能

力

，
中
葉
以
後

，
面
對
社
會
的
風
雲
驟
變

，
本
地

青
年
人
開
始
關
心
本
地
的

一
切
問
題

，
編
輯
以
開

放
的
態
度

，
敏
銳
的
觸
覺

，
廣
泛
地
面
對
及
探
討

一
切
與
香
港
人
有
關
的
人
與
事

，
如
果
從
這
時

候

，
叫
做
周
報

﹁本
地
化
﹂
時
期

，
也
不
會
錯

的

。
當
然

，
這
個

﹁本
地
化
﹂

，
不
是
狹
隘
的
地

域
思
想

，
而
是
充
分
表
現
當
地
中
西
文
化
匯
點
所

形
成
的
特
色

。
例
如

﹁
電
影
圈
﹂
就
從
外
國
電
影

的
評
賞

，
發
展
到
作
者
自

己
動
手
拍
實
驗
電
影

，

﹁藝
叢
﹂
就
由
中
外
古
典
音
樂
介
紹
到
香
港
本
地

流
行
樂
隊

，
文
藝
版
幾
乎
全
是
本
地
作
者
的
天

下

。
它
內
容
的
多
樣
化

、
趣
味
與
學
識
不
缺

，
也

是
它
能
吸
引
性
格
愛
好
完
全
不
同
的
讀
者
的
主
要

因
素

。
它
在
那
社
會
突
變
時
期

，
提
出
了
值
得
青

年
人
探
索
的
問
題

，
例
如
：

→香
港
是

一
條
船

，

青
年
們
能
做
些
甚
麼
？
﹂

︵
︽
中
國
學
生
周

報
︾

，
一
九
六
八
年
十

二
月
六
日

。
︶
許
多
類
似

的
專
輯

，
都
能
引
起
讀
者
來
稿
的
熱
烈
討
論

。
從

他
們
的
文
宇
裡

，
可
以
看
見
當
時
他
們
是
怎
樣
的

動
了
真
感
情
來
面
對
這
些
問
題

。

作
為

一
個
周
報
的
老
讀
者

，
我
最
近
重
看
了

十
多
二
十
年
來
的
周
報

，
主
要
想
找
出
它
為
甚
麼

會
令
那
麼
多
讀
者
念
念
不
忘

。
大
概
跟
下
面
幾
點

很
有
關
係

：

一
、
編
輯
人
多

｜

周
報
除
主
編
外

，
每

版
另
有
全
權
負
責
的
編
輯

，
據
說
全
盛
時
期

，
編

輯
超
過
十
人

。
而
二
十
二
年
來

，
每
版
編
輯
也
變

換
了
許
多

，
不
同
個
性
的
編
輯
使
內
容
色
彩
變

化

，
一
直
給
人
新
鮮
的
面
貌

，
版
面
的
活
潑

，
也

正
合
青
年
人

口
味

。

二

、
園
地
的
公
開

｜

六
十
年
代
中
葉
以

後

，
特
約
稿
很
少

，
幾
乎
多
是
讀
者
的
投
稿

，
有

時
甚
至

一
封
來
信

，
也
會
被
編
者
鄭
重
其
事
的

，

加
上
親
切
按
語
刊
出

。
園
地
公
開

，
是
它
能
培
養

那
麼
多
作
者
的
主
要
原
因

。

三

、
編
者

、
讀
者

、
作
者
之
間
的
感
情
交
流

－

這
點
相
信
應
是
周
報
最
成
功
的
地
方

。
由
於

園
地
公
開

往
往
出
現
了

：
由
讀
者
變
作
者

，
由

作
者
變
編
輯
的
情
況

。
這
種
身
份
的
改
變

，
實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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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輯
：
香
港
文
學
是
怎
樣
走
過
來
的

書
摘
與
文
摘

有
助
三
者
之
間
的
了
解
及
感
情
交
流

。
特
別
有
幾

個
編
者
的
個
性
很
突
出

，
在
所
編
版
內
充
滿
個
人

風
格
及
感
性
文
字

，
結
果
成

了

一
種
現
象

，
讀
者
與
編
者

彷
彿
變
得
很
親
密

，
這
就
是

具
吸
引
力
的
原
因

。
時

至
今

日

，
仍
有
不
少
當
年
讀
者

，

記
得
逢
星
期
四
下
午

，
就
會

急
不
及
待
到
報
攤
去
問

﹁
周

報
來
了
沒
有
﹂
的
渴
望
情

懷

。
一
九
七

一
年

，
周
報
經

費
出
現
困
難

，
經
陸
離
在
報

上
訴
苦

，
讀
者
發
起
的

﹁
救

亡
運
動
﹂

，
就
出
現
讀
者
自

費
設
計
印
製
海
報

，
及
上
街

張
貼
的
事
情

。
這
些
例
子

，

都
足
以
證
明
讀
者
的
歸
屬

感

。
另
外

，
編
者
對
作
者
的

關
懷

，
更
叫
作
者
十
多
年

後

，
仍
念
念
不
忘

。
例
如
蓬

草

，
就
承
認
當
年
編
輯
吳
平

對

她
的

指
導

及

鼓
勵

，
對

她
有

極

大
的

影

響

︵
︽
訪
問
蓬
草
︾

，
︽
星
島
晚
報

·
大
會
堂
︾

，

一
九
八
四
年
八
月
二
十
九
日

，
頁

十

。
︶
又
在

︽
生
活
與
思
想
︾
版

及

︽
大
孩
子
信
箱
︾
版
上

，
常
見

編
者
與
讀
者

一
同
對
某

一
個
問
題

的
爭
論

，
爭
辯
的
結
果

就
正
是

對
問
題
的
探
討
進
了

一
步

。
在
情

與
理
交
融
下

，
它
就
發
揮
了
導
航

的
作
用

。

如
果
從
最
客
觀
的
研
究
角
度

去
看
周
報

，
它
當
然
還
有
不
足
之

處

，
但
二
十
多
年
來

，
它
成
為
香

港
許
多
青
年
人
的
導
航
者

，
卻
不

容
否
認
的
事
實

。
沒
有
看
過
周
報

的
青
年

一
輩

，
可
能
認
為
逝
去
的

周
報
只
是
一
個
神
話

，
也
許

，這

真
是

一
個
神
話

，
但
它
真
的
存
在

過

。

︵
摘
自

︽
香
港
故
事
︾

，
頁
四
九
至
五

二
，
牛
津
大
學
出
版
社
九
六
年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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