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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虹堅，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文學專業、北京電影學

院編導系電影文學專業畢業。曾任內地中學教師、電影編劇、香

港報刊及教科書出版公司編輯。後於香港各所大學兼任中文、

語言、兒童文學課程導師，是香港小學普通話教科書作者，

曾任小學語文教科書顧問，出任過香港多個文學獎活動評委。 

作品有電影劇本、小說、散文、兒童文學、專欄等。作品曾獲內地、

香港、台灣多項文學獎。代表作有長篇小說《和誰在陽台看日落》，

中長篇小說集《我媽的老套愛情》，電影文學劇本《橘紅色的校徽》、

《湖草萋萋》。較為中小學生讀者熟悉的作品有《十三歲的深秋》、《明

天你就十五歲了》、《零點五分》、《寫給孩子的三國演義》。

中國網「中國女性文化論壇」曾舉辦過《黃虹堅作品研討會》，

與會專家、學者對其作品的題材、文字特色和寫作風格評價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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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撰這部書集時，我心目中的讀者是少年、青年學生，還有喜

讀隨筆、散文的朋友。

在大學教書多年，心裏珍藏着一個畫面。開學第一節課作自我

介紹時，常有剛升入大學的中學生發問：「老師就是寫《十三歲的深

秋》的作者嗎？」那本書得過重要的文學獎項，一度在中學生中流行。

那一刻我頓覺教室裏四壁生輝，暖意融融。

某年參加香港書展，一位亭亭玉立、洋溢着青春光彩的少女向

我走來，請我在《十三歲的深秋》扉頁上簽名。她說：「這是我十三

歲時買的，今年我十八歲了。」我打開那本保存了五年的小書，彷彿

還能感受到女孩子內心的温情暖意。

一天，我的老同學轉來了他沙田屋苑舉辦舊書交流閱讀的「漂書

活動」照片，有本書是我得香港雙年獎的成長小說《明天你就十五歲

了》。內頁是我為中學生讀者的題字：讓我們在閱讀中健康成長！看

名字對方是個女孩子，模樣是不記得了，但一筆筆寫下的，是我不敢

忘記的、對青春的期望。

作為教師和作家，沒有比那些時刻更感到暖心和滿足的了。

算來讀我《成長小說系列》的第一、二代少年人，現已步入中年。

真誠希望我作品中對生活方方面面的觀察、體驗和熱愛，能伴隨他們

有時是一地雞毛的人生階段。有了這份熱愛，他們在困窘時當不會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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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失措，也不會失去生活的韌性淡定。培養這種質素，是「教育」的

目標之一。

這份感念讓我有了編書的行動。我從自己的文字作品中，選出

了若干篇結集。有的文章是多年前的，但闡述的事理歷久常新，有感

覺也有温度，至今仍有啟示價值。

書集中短文多是隨筆。它是散文的分支，兼記事、議論、抒情

的特性，寫法不拘，文字靈動。書集所選的散文則富文學色彩，意韻

悠長。文章的內容雅時上天，俗時貼地，隨筆書寫在雅俗之間，體現

了對人與歲月的體味、評說及情思。不論是閒言碎語，還是長篇書

寫，最終都流歸情感大海。這便是《雅俗隨筆情》的題解。

作者自我要求文字精準到位，雅俗兼用，傳神出彩；使用的香

港語言要體現地方文化的親適；網詞網語也需有與時俱進的敏銳。故

而書集也是一份學習寫作的參考。它適合青少年閱讀，也可供散文愛

好者閱賞，尤合放在床頭，臨睡前，起床後，隨手翻上一篇幾頁。

生活常有陰晦，但也一定有光。在人生旅途上看花開花落，觀

雲舒雲卷；用文字思悟生命，留住歲月；表達「漂泊半生，情繫少年」

的意氣；在偏激與狂傲平息了的人生旺季，留下「懂得」二字，讓心

存淨土，魂有歸處。

讀作品就是讀作家。期盼讀者可從書中讀出作者的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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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疫情中參加書展

十七歲時的作者沒想過要當作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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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英國聖三一學院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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