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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裹的話
糊糊嘲關制”喇

吳.魔容

足足過了將近三年多，很安慰先失吳仲賢的文集終於可面世。這本

名為《大志未竟》的書，輯錄了先夫生前不同生命歷程上抒發的文章 ，

字裡行間，都反映出他的個人理想及不撓的精神﹔他有獨特的人生哲

理，也有感性的一面。雖然他的軀體已不在，但其精神仍與我們一起。

兩年前的今天，我們帶若他抱慧的身軀回港求醫，及至他離去，當

時經歷顛沛流離的日子，幸得吾夫各界好友支持及開解，得以度過 。 當

時心情沉重，未能向各摯友致意，，現藉此書的出版，一一即謝。

（九七年二月）

1 .心縷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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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4中賣文，但

心裹的話

美葉，E容

足足過了將近三年多，很安慰先失吳仲賢的文集終於可面世。這本

名為《大志未竟》的霄，輯錄了先失生前不同生命歷程上抒發的文章 ，

字裡行間，都反映出他的個人理想及不撓的精神﹔他有獨特的人生哲

理 ， 也有感性的一面 。 雖然他的軀體已不在，但其精神仍與我們一起 。

兩年前的今英，我們帶著他抱慧的身軀回港求醫，及至他離去，當

時經歷顛沛流離的日子，幸得吾夫各界好友支持及開解 ，得以度過。當

時心情沉重，未能向各摯友致意，現藉此書的出版，一一叩謝。

（九七年二月）

l· 心線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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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仲賢生平事略

吳f中賢：台，f~·· （繁則，E執筆）

吳仲賢一九四六年出生於中國大陸油頭，七歲的時候，隨同母親及

弟妹經澳門偷渡香港，與在港工作的父親團聚，從此便以港為家，與香

港六十年代末以來的社會政治發展，開始了不可分割的關﹛系。

吳仲賢天生聰穎，性格頑皮好動，自小讀書已是成績過人，深受師

長喜愛，但亦因不守規則而令部分老師頭痛不已。在諸聖中學就讀的時

候，由於數學成績突出，本護學校推薦跳級升學，但不為思想保守的父

親允准，結果一氣之下，吳仲賢跑到電話公司工作，自供自給，繼續學

業。一九六五年，吳仲賢考珠進海書醫院，先後修讀於土木系及數學系。

在學時期，政治憲議特強、觸覺敏銳的吳仲賢已是積極活躍分子。

一九六九年，珠海校方意圖控制學生活動，操縱學生會，吳仲賢即起而

反抗，組織同學抗議，領導罷課，策動了有名的 I珠海事件j ，為六十

年代沉寂保守的學界帶來重大的衝擊，從而亦為七十年代初期洶湧澎碎

的青年學生連動，掀起了歷史性的序幕。一九七零年，吳仲賢聯同自澳

洲留學歸來的真昭如與其他活躍學運分子創辦了《70年代》雙周刊，推

介新思潮，鼓動社會抗議行動，組織青年學生工人，先後積極推動及參

與「中文運動j 和「保衛釣魚台運動j ，成為影響香港七十年代青年學

生運動最重要的流派之一。

一九七二年，本港社會運動相對陷入低潮，吳仲賢及其他們0》分

子紛紛前往巴黎，揉求思想出路。其間，吳仲賢接觸了托洛夜基主義，

深受影響，其後更加入了第四國際，從此便開始了他的政治革命生涯。

一九七三年，吳仲賢返港後，積極開展政治活動，先後成立「革命

馬克思主義者同盟j 出版了《每日戰訊》，鼓動工潮，推動社會革命運

動。

全身投入革命運動時期，吳仲賢日間搞政治活動，晚間則在德貞夜

校任教幫補生計，其間結識了同事讓麗容，七七年兩人結婚成為夫婦，

並先後於七八年誕下長子普恩，及於八三年生下普樂和普良。生活的壓

吳﹛中實生平喜事略﹒ 2



吳f中賣文.

力，逼使吳伸賢得出外工作，以維持家計，但無論生活如何艱苦，始終

動搖不了他對政治理想的熱誠和革命的信念 。 一九八零年 ， 他在地鐵地

盤工作期間，為抗議日資無理欺壓工友，會策動工潮 ， 結果被資方解

罐。

吳仲賢擅長革命理論及政治分析，是天生的演說家和運動家，甚真

領袖魅力和風采。他最關心中國問題，並長期積極支持中國大陸民聞自

發的民主運動。一九八一年三月，他隻身進入圍內，與民運分子串連，

卻不幸被捕，其後撞釋返港，但因不獲組織內其他成員見諒而被開除黨

籍，從此結束了他的政治革命生置。

一九八二年，奧仲賢加入新聞界工作，先後出任各大報刊重要職

位，包括《信報》，《國際城市》、《星島晚報》、《Playboy中文

版》、《資本雜誌》‘《兒童日報》 、 《政經周刊》和有線電視 。 其

間，吳仲賢的政治熱誠並未減退，仍然經常撰寫文章，議論時政 ， 批評

時局。

一九八九年四月，北京爆發了驚天動地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但其

尚在萌芽階段，吳仲賢便已極度關注，並在香港積極推動青年學生及其

他政治組織發起支接行動，且串連各支援單位 ，催生支聯會的成立，並

為支聯會籌組期間主要的策，j人之一。

一九九零年十月，吳仲賢學家移民澳洲，但經常往退香港，對香港

及中國的政治問題始終十分關心。他患病回港治療期間，發生了席揚冤

案事件，吳仲賢便在病床上奮筆疾書，撰文於《明報》聲援席揚，但因

用心力過度，寫得心力交痺，疲不能興。吳仲賢病重期間仍然堅持理

想、執著正義，可見政治理想已成為他的生命血液裹濃不可分的一部

分，至死不渝。最令人可情悲歎的是，這一篇文章亦成為了吳仲賢一生

的最後遺作 。

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吳仲賢是七十年代青年學生運動的典範’ 一生

為不平而抗爭、為正義而呼號﹒為理想而奔走，仰不作天、俯不愧人。

在吳仲賢的身上，或多或少都可以找到我們昔日的影子 ， 豪情與理想、齊

飛，熱誠共浪漫一色 。 因此，吳仲賢英年早逝，買賣無法不令人悲痛憐

惜，黯然神傷 。

九四年三月，吳仲賢不幸在澳洲患上癌疾，四月三 日建返香港治

療，兩個星期多以來 ， 在他無比頑強的鬥志和醫生悉心的治療下，一度

出現撞愈希望，惟後期病情急轉惡化，終於四月二十一日凌晨三時半撞

然逝世 。

3 . 吳﹛中賢~平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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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仲賢抗癌治病期間，最令人敬佩的地方就是他那種堅強無比的鬥

志和堅毅不屈的精神 。 在他生命的最後階段裹 ， 他指揮7－場與癌魔死

神戰門的鬥爭，神態莊嚴自信，指揮若定，令人看到他昔日領導群眾運

動的影子，即使到最後一刻，也無畏無懼，決不放棄 。

吳仲賢雖然最後仍然要離我們而去，，但在死前他已經回復到自己一

生中最光輝的時刻，將性格中真有的最優秀素質全然發揮出來，也就雖

死猶生，死而無憾、無愧一生了 。

但顧吳仲賢在天之靈，得以永建安息 勻

與﹛中，正生平事時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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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4中賣文，甚

』f--t•J 《快報》 1994.4.23

「但開風氣不為先」的勇者
W僧”問呻呵。”叫“恥”“”嘲峙的“岫紛紛蜘＊恥咄叫“”“伊師叫巾，”到 ~ 

﹛轉載﹞ 賞，直民

吳仲賢四月六日在法國醫院病椅上曹雪在振奮，寫了一篇聲援席揚，

聲討中共的文章 。 區區讀罷不禁眩然。老吳在文章最後一段這樣說：

﹝雖然惡病纏身，心力交痺，還是賈其餘勇，但願社會各界各盡所能，

口誅筆伐，發動群眾運動，要求立即釋放席揚及魏京生！ J 
席揚沒有獲得釋放，老吳卻於四月廿一日凌晨 f解脫J ’去找馬克

思了。 區區倒是希望曾是「革命馬克思主義者j 的老吳 ， 要是真的碰到

馬克思的話﹒不妨假以詞色，狠狠的教訓這位二十世紀極權主義的始作

俑者一頓。

四月十六日的深夜，區區去醫說看老具，他剛剛抽完腹水，精神很

好，談興正濃： 「《龍門陣》好精果，要堅持下去。 j 我們不談往事，

談席揚、談民主派的變色龍﹒談政制。老吳說： 「我決定不移民了，我

要留在香港。中共命不久矣！ J 老吳一個月前在澳洲發病，自付必死，

但是他有頑強的鬥志，要戰勝惡疾，於是東裝返港接受治療。老吳逝世

前，該去看他的人都有去看他。區區前後去看了他三次，看到他一次比

一次衰弱 ， 真是悲從中來 。 區區悲老吳，其實也是悲我們這一代知識分

子 。
四月廿一日凌晨，區區與本建勵在一間夜店喝酒，談起老臭，相視

黯然 。 學建勳是老吳的戰友，區區是老吳的學弟，我們為老吳戰勝惡疾

拿起酒杯一飲而盡，然而老吳卻原來在這個時候走了。

六十年代末期 ， 老吳在珠海書院發動罷課，為七十年代初期的學生

運動潮流， 做了 「但開風氣不為先j 的工作。 一九七零年，他與莫昭如

等人創辦《70年代》雙周刊，反殖、反中共，鼓吹社會主義民主 ， 積極

推動社會抗爭運動 。 七十年代香港學生運動及社會運動兵分兩路， 「托

派j 與﹛國粹派j 有「兩條路線的鬥爭j 。老吳是托派（托洛斯基主

義）的「革馬盟j 領導人，富有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區區對他的政治

7 . f但街風氣不為先J 的勢看



都通評說

信仰以及他鼓吹的政治主張並不認同，但是對他「鼓動風潮，造成時

勢j 的領袖魅力，卻是十分孺慕 。

八九年﹝六四慘案j 之後，在七十年代的不同流派學運旗手，殊建

同歸，檔口一致，聲討中共極權 。 八九年五月四日區區在單打道花圈的

學生集會上要求不要唱《國際歌》，被台下部分學生報以曬聲。後來友

人輾轉相告 ， 老吳認為區區沒有錯。如今想來，真是感概萬干。 九零年

f六四慘案J 一周年，老吳一家與區區一家在大會堂門口相逢 。 老吳

說： 「兄弟，織續努力j

老吳惡疾繼身，與死神搏門，尚見對國運民命闢懷備至，乃至奮學

疾書，聲討惡政治，他的﹝兄弟J 乃至區區可以怯懦嗎？

老吳安息吧 ！

﹝位闕風氣不為先j 的勇者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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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J 《香港聯合報》 1994.4.26

生命無常

〔轉載） 鑽研

新聞界友人吳仲賢遍然離世，消息傳來頗感錯愕 。

吳兄正值英年，卻染上宋期癌症，好不令人感慨，雖然癌病並非罕

見殺手，但它的突來，確實使人有點手足無措 。

吳仲賢早年以搞學運名聞香江，後來轉投新聞界工作，作風獨特 ，

別有一格 。 印象中，吳兄頗有一種文人書卷味 ， 曾在一音樂晚會中巧遇

他才得悉吳兄對音樂甚為鐘愛 。

據知，他己移民澳洲一段日子，但不時往返香港與澳洲 ，正過著半

退休狀態的生活，好不優避 。

可是，天意難遠，人也無權留得往生命 。 他的死，倒教筆者思想到

一個問題：怎樣才算成功的一生？身邊的友人，窮了一生精力、。時間，

為自己創造了提早退休的條件 ， 即使早逝，也有過一段享受人生的日

子，但他一生的歷史 ， 寫了些甚麼內容 ， 留下了甚麼值得人再三回味細

讀之處，反而成了筆者的借鏡：不空談理想 ， 務必切實而行 。

人，本就應該如此，豁達開懷，凡事不太執著，以和為貴 。 能活多

久就多久，不叫自己常懷恨怨 ， 長噓短嘆，瞌上7雙眼仍不膜目，太可

憐了 。

9 . 生命無常



者iii•平說

J.f-、付《信教》 1994.S.l

「托派J何罪之有 ？

〔轉載） 張立

吳仲賢兄英年早逝，葷者與他先後在《信報》及《星島晚報》兩度

同事，入星島還是吳兄拉去的。八十年代中期，我們經常往遷。由於對

香港的社會運動認識很淺，只知道他當年是理想主義青年，並且身體力

行。香港是很商業化的社會，為生存‘為名利，人人疲於奔命，這無可

厚非。但在心底裹，筆者對理想主義者，是由衷敬佩的。

時至今日，還聽到有人對吳兄是 f托派J 有微詞 ， 表示要保持距

離，反映7此等人除7心胸狹窄，頭腦封閉外，還私心極重，自以為高

貴。

托派何罪之有？托洛夜基，俄國十月革命的領導人，傑出的馬列主

義者少工人運動的領袖，在理論上在實踐上對本世紀的社會主義運動都

作出過巨大的貢獻。

只不過成王敗露，在史大林主義﹛占統治地位後，把他作為異端來整

肅來批判。批托派，在蘇共、中共，均見冤獄遍於黨內，包括中共本身

也在重新檢討及平反，想不到香港的民主人士，竟有問托派而心悸，令

人不可思議。

護少數派，反對派表達意見是民主的基石，當年蘇共，倘有容納托

派的氣度，就不會出現史大林式的專政，歷史未必不會改寫。

「托派j 何罪之有？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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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f’l 《采用于i》 82期 95.5.18

由吳仲賢想起

〔轉戰〕

陸續讚到一些追念吳仲賢先生的文字 。

亦同時是追念七十年代的文字。

鳥獸，軍

追念那個火紅的年代。示威 、 遊行 ﹒ 抗議 ﹒ 吶喊吶喊吶喊 。 那個拳

頭與警棍齊飛的年代，汗水與淚水嗔下的年代，逝去的年代 。

在那未算太遠卻也不算太近的年代裹，吳仲賢先生一一﹒以及許多成

名或不名的香港年輕人一一會經付出 、 投入 、 參與。而在付出、投入 ﹒

參與的轉折里，有人握苦，有人下獄﹔有人悍然引退，有人悍然投敵。

當然 ， 更有人口支牙堅持，在多番轉折之後，堅持付出，堅持投入，堅持

參與。
甘年下來，誰是同志誰是敵人，誰為戰士誰為懦夫，大致上，大家

心襄有數 。

然而就只是 I心里有數j 。 種種傳說與流宮，就只在 「圍內j 小圈

子內口耳相傳，踏出小圈子半步之外，使聽不到了 。

一一直到有人 「倒下j

有人 I倒下j ， 便有人寫文章追念 。 於是非「圈內j 人馬如我者才

可透過字襄行間隱約了解那個年代的吉光片羽 。 哦，原來是這樣 。

然而就只是「吉光片羽j 。 在這篇三百字的專欄裹，了解一點 ﹔ 在

那篇五百字的方塊宴，了解一點 。 一點復一點 ， 然後，運用自己的想像

力去將點拼湊成線， 再努力將線推廣成面﹔再然後，透過這點線面努力

地想像先行者所會走過的火紅年代 。

實在想像得吃力。

吃力之餘，不禁希望：如果有人能夠寫出一部有系統的 《香港社會

運動史》之類的書，多好！

如果能夠有人有系統地整理七十年代的社會運動，編寫出一部書或

一套書， 該是一樁多麼有意義的事。 不僅有歷史意義，更有當代意義 。

有此一書，新一代年輕人可以對先行者有多一分了解﹔多一分了解便多

11 . 由與﹛中，E想起



都憑釋說

一分認同。由了解而認同，自認同而付出 ﹒ 而投入‘而參與。

歷史不該在此斷裂。歷史不該只是「圍內j 人鳥的口耳相傳。歷史

不該只是在同志或敵人倒下之後夾附於零碎紀念文字里面的零碎回憶。

香港真的該有一部甚至一華民間抗爭史7 。該有一些過來人站出

來，或編或寫那麼一部書甚至一套書，有系統地、忠實地記錄曾經發生

在火紅的年代裹的火紅故事，記錄那一年代先行者的熱血與心淚，希望

與失望，堅持與背棄。

如果吳仲賢倒下之後能刺激出這麼一部或一套書冒起，這可說得上

是對他的最大紀念。

先行者，新一代年輕人在等著。

也~1中實想起﹒ 12



吳﹛中賣文，甚

原 -t·I 《練念~仲$的 特-f•J .I 開4.5. l

永遠懷念
一一…一一…
﹛轉敏〕 鄭－~

「苦海無邊，回頭是岸j ，在病搧前的吳仲賢很平靜地說起是次在

澳洲醫院身體很苦痛時，想起「苦海無邊j ，就是想不起下旬，整個晚

上費煞思量下句是甚麼，竟然忘記肉體的苦楚，雖不是佛教徒，當最絡

記起「回頭是岸J 峙，對人生忽有所頓悟而釋↑賽，我和何秀蘭原本懷著

沉重的心情來探望故人，反過來被他開解，聆聽他在病中對生命的頓

悟，帶著那「生而不薯，死而不憂j 的豁達！

即使消瘦了二十多磅，眼神依然精燥 ， 思路清晰，看《龍門陣》評

語中宵，一針見血，那個我在一九七零年在灣仔《70年代》雙周刊會址

見到的吳仲賢彷彿又回來了，那是個輯力充沛﹒充滿理想的年青人，第

．一次見面時還有真昭如‘三B 、貓仔，就從那時起開始了長達二十多年

的友情 ，因著吳仲賢，我經歷了「中文成為法定語文J 、 「保衛釣魚

台j 等運動所帶來的衝擊，對我日後的成長和思想有很大的影響。在七

零年代搞學運搞示威的人被社會視為洪水猛獸，為家庭擔憂，誤解或不

容。當日被父母以為誤交損友的細昌，是今日《現代日報》的總蝙輯

〈文集鱗校： 《成代日報》 己給來，細昌成任職 《明報周刊》 〉﹔昔日怒髮衝

冠的Johnny （本建勳） ，在電影界幹一番事業﹔在巴黎的文藝背年陳英

（陳翹英）是今日亞視的節目總監 。

許許多多七零年代的人經過了二十多年都各有所成，找到自己的路

和方向。這許多人中或多或少都受到吳仲賢的影響和黨淘。吳仲賢自己

由七零年代以來都堅持自己的理想，即使在八十年代因事故而為間志所

誤解時，依然不會放棄自己對政治的理想和努力，就是在患病中，不忘

席喝，寫了篇 f席楊無罪J 登在《明報》。

除政治外，吳仲賢是我少見多才多藝的人，他天資聰明，領悟力

寓，分析能力強，尤其是文筆尖銳無比，但同時又是一個很感性的人，

熱愛音樂，電影和運動，四十歲時還學潛水﹒攀山，和二十多歲年青人

13. 永ll懷念



都憑評說

玩在一起，毫無隔閥，他感情，又豐富，朋友甚多、一生中有不少紅顏知

己， 難得是他和妻子Winnie （葉麗容）最終感情融洽，達到互相關懷和

體貼 。 有次探病時，我問他認為人生中最重要的是甚燈、我預期他會說

是健康和家庭，因為在多次探病中，都看到Winnie對他衣不解帶的服﹛寺

和關懷，又感覺到吳仲賢對她的無吉思激和愛，但他說最重要是為社會

做一些有意義的事﹒為國家作出貢獻，其次才是家庭。 我這個自加拿大

回到香港渾渾噩噩地生活了五年，每日在中環備受名與利的街擊，辦公

室內談的是股票的上落 ﹒ 樓償的升幅‘回報率的多少﹒收購﹒合併、上

市 ，漸覺自己一身銅臭。見到吳仲賢，他的朋友山育，梁耀忠 ， 生活清

苦，依然搞社會出一分力，為理想而門，﹛象在溺水中找到一道清泉，去

探病反而有點像去取經。

吳仲賢去世前的二十多天，以堅強積極的態度面對人生，面對死

亡，我第一次去看他時，他雖病重，但第一句反而向我問好，問我在工

作上 、 家庭方面是否如意。在過去二十多年中，不管我是在加拿大抑或

香港，抑是他在澳洲，他對我的關懷和指引未曾終斷。今日新人已逝，

我失去了一位最好的朋友，到今日還是不能相信，總是覺得他會和我們

在一起，看一齣好的電影，聽一首勤人的音樂 ，呻一口醉酒，再論天下

大事 。 二十日的清晨夢到故人，親切談話 。 二十六日清晨又再夢故人，

指揮若定自己的葬禮。夢醒時不禁凳商，這就是我認識的吳仲賢，不要

我們為他哀傷、他一生無誤，正直地來，磊落地去，生命並無終結 。

吳仲賢樂觀積極的人生態度感染了周遭絡繹不斷來和他聚舊的朋

友，他的精神將會繼續蔓延 。

永遠懷念.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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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故人

陳志雄

聽到仲賢去世的消息，內心的悲痛長久不能止息，他是我人生的一

大知己，廿多年來的交往，一幕幕如在眼前不知從何說起．．．．．．

我是一個不善於為文的人，也不得不寫幾個字以永遠留下這段回

幢 ．

一九六五年我就讀於珠海書院土木工程系，於六六年第一次應用力

學的現tl驗中早晚兩組百多人，只有三人合格，取得八十分的就是吳仲

賢，而我只得六十二分，男一位黃抵光則為六十分。我當時在仰慕的心

情下，認識了他，從此開始我們廿八年的友情，而吳仲賢在於三年級轉

讀數學系。

一九六六年香港因天星小輪加價五仙而引發了騷動，香港E業蕭

條。就業不易，各大專院校均有強而有力的校友會，提攜後進，而珠海

書院則散沙一盤，因此有心人士發起組織珠海學生會，（主要是土木系

同學）但受到校友諸多反對 ，主要出頭人為土木工程學會的會長，發展

下去是群情洶i勇，提出根據會章得到法定人數的簽名而要求召開會員大

會罷免會長。

當時校方透過系主任出頭，認為已近學期結束不宜搞大。亦透出流

富，指陳志雄、霍達權為大陸派來的職業學生，霍達權原己批准轉系，

也被勒令退回。在校方強力反對及拖延下，已到大考，此事遂不了了

之。

究其失敗原因，是校方恐共之心驚魂未定，唯恐在非能力控制下失

控而已。

校方鑒於大勢所趨，於下學年開始在控制下而成立第一屆珠海學生

會，甚至在註冊時要非女學生會費而成為會員不可 ﹒ 很多同學皆以鄙視

眼光待之。當時的會長對我說如有經濟上的困難可代為交付﹒因為連原

發起人也不願加入大感沒趣，逐激發起吳仲賢投書《大學生活》，也是

他第一篇文章《從希望到絕望》，亦從此改變7他的一生。引發的珠海

15. 悼念故人



吾吾ii評說

罷課﹔事件，當時的右派報紙都認為校方處理不當。

一九六九年借用大會堂行學業禮時﹒校方宣讀學業名單﹒可能是故

意漏去吳仲腎 、他一怒之下除下學士袍走人。

離開學校後，他逐與志同道合的人士開辦《70年代》雙周刊 。 二十

年來我們雖然職業不同，（且並不礙我們的友情，他是我唯一佩服的也是

一生所遇到的最聰明的人。

我在學時是有兼職的，自然能讀書的時間不多 ， 有時請教︱到學，有

些不願相告，但吳仲賢有問必答，他認為此乃普通知識 、 只要看書，就

凡人都懂的。事實上絕非如此，至少我不能也 。

第二他待人以誠﹒不輕於承諾﹒第三能與各式人等相處都能有共同

的語富，他甚至能與家母也可講上大主拉夫的 。

離校二十多年，我們是唯一有往來的同學，我們終其一生也只是君

子之交，而從沒有發生利益上的關悍，雖然我移居外地又或近年他移居

澳洲，我們也經常有電話或書信聯絡，交換對時勢政棍的看法 。也許是

我們的唯一共同語吉吧！他現在永遠離開了我，我感到失去唯一的知音

人。
他正在大有所為和發展抱負之年 ，為癌病奪去生命，使他和我們終

生抱憾，天嫉英才也。

觀其半月前由澳洲帶重病回港醫治時，有如此多各界人士前往探

視，及逝世後有如此多生前友好自動組成治喪委員會辦理身發事，可知

他生前與朋友關係之深。諺日「桃李不富，下自成膜 。 j 誠可信也 c
安息吧！仲賢、我們永違懷念你。

﹛九四年四月二十Ji. 日）

悼念故人﹒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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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記的人物

黃望湖

吳仲賢突然被癌魔奪去了生命，英年而逝。還能說甚麼？悲痛，還

有最深的敬意！

現代生活浮光掠影，你我如陌路偶遇的浮萍。一切似乎只有一瞥的

價值，我們已喪失了深擎的人類之情。那些腰續萬頁，聲色犬馬引人注

目的偶像明星，實也不過是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更遑論愛恨生死功過

榮辱 。吳仲賢很快會被忘記？

不會被忘記的！因為吳仲賢身上有永遠吟貴的品質。它或許會被忽

略，但真正認識吳仲賢的人，必會被他喚起崇高的情懷。他是一個有性

格 、 有才能、有志向、有血有肉的人物 。 這驅使他多年來一直為中國的

民主化盡一己之力。雖橫生挫折而一如既往。就拿功而論，他只是走到

半途，但事功要論條件機遇，還要說到天數。那吳仲賢能交給我們甚麼

呢？是一夥真誠不滅的心，想想他在最後的日子襄仍為營救席揚而揮

箏，真情可以全見。這比起那些風頭性的政治明星，根本不可道里計 。

這顆心會被真正有為之士繼承，戰門到最後一息尚存。至此，人定勝

芙 ，暴政必亡，終有排山倒海 ﹒ 物換星移的一日，而這才是人生不朽的

真正事業。這個真正事業必有勝利的一天，我們也有重新悼念具仲賢的

。口
M

17. 不能忘記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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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不死
幫慚站附臨別闋的“個“切切”““眼松樹”，”“””盼“凰”晦”喝喝喝的“”帥”的攝制勘心臨“海”曹．．．．．”扭轉抽趟，崎伯凶喝喝~叭”崎W疆”．”偈前動. . ”，”，喝喝峙，呼崎馳”曲””增吋恥”””妒~q咱們則恥，呵，姆”“悔﹒衡的‘

隙清傳

沒有多少個問友活得比吳仲賢更積極了，四十八歲辭世無疑比現代

人平均昌等齡要短得多。但這只是個表象，實質有些人多活一年， 比其他

人多活上十年 ， 對社會影響還是較大 。

我們可以不同意他的托派思想，加入﹛第四國際j ，成立「革命馬

克思主義同盟J ，說道不同不相為謀 ， 但我們對於他積極改變與改良社

會的精神吉論，叉的確有許多共識 ， ﹝存異求同J 值得注意也在此。何

況一個相識很多很多年的朋友，友誼往往又可以蓋過可以不斷修改的思

想。當我們站在 f中文運動J 、 f反貪污捉葛柏j 與及 f反殖民地主

義j 之時，大家又何其相近 。

吳仲賢被托派團體開除黨籍，他只是故而成為沒有組織的社會運動

家，從廣義的政治來說，無論怎樣也不能說他已結束政治生遲 。

他的加入右傾報館與雜誌工作，甚至策劃創立《兒童日報》，還是

堅持個人積極評論時事的態度，而且繼續積極投入社會運動 。

吳仲賢並非是一個「唯政治是從J 的人， 這可以說明他身邊何以有

這麼多不同政見的朋友，他留下許多有趣的生活記憶，這些未必比他的

政治思想影響為少。他今日離我們而去，他留下的部分卻永遠不死 。

永遠不死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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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拿著問尺在拍打－
………一一

鄭逸＊

我們在《政經周刊》工作的時候，都喜歡戲稱吳仲賢為壽西斯古 。

他每逢聽到這個稱謂，好像洋洋自得，手裡拿著問尺在拍打，活﹛象要把

我們奴役死為止。

他這個名稱全是因為他的工作方式，他喜歡把全盤的工作歸入他的

五指山，每一個步聽都要瞭如指掌。如果他決定了一個題目，無論如何

不可行他都要大家去完成，很多時候大家講不過他，便唯有照傲，形成

了他的「獨裁j 統治。他的 f獨裁j 的唯一好處，便是把人事鬥爭及人

為障礙劑除 。 剩下來抵有做得好，抑或做得不好的員工，所有藉詞在生

產過程中設立障礙以打擊他人的，都吃了很多的苦頭 。

他的缺點大概是太容易自我膨脹，我意思是指他常常讀許自己的工

作成就。周刊每有一點成績 ，他便說得天上有地下無，當時大家都明白

到底是有點瞄頭，但心裡也明白到這樣的周刊是朝不保夕，隨時會因為

虧損太多而倒閉。

這一天終於來臨，公司開除了吳仲賢。而大家對公司又缺乏信心，

繼而形成了一次類似工潮的行動。生死關頭來臨，有人心存僥倖，但大

部分人索性辭工不幹，當日的情景還歷歷在目。

自從結束以後，大家常緬懷《政經周刊》的日子，好像患上了《政

經周刊》症攸一樣。我可以膽敢說大部分的記者編緝攝記，還想再來一

次 。就連吳仲賢他自己，也常常把《政經周刊》的往事掛在嘴邊，希望

這樣的一份刊物可以復刊。他好像曾經捲土重來，卻找不到老闊支持。

很可惜大家的症候可以痊愈了，吳仲賢卻離我們而去。我想他離去

的時候，床頭還放著一臺原稿紙。他常常說自己是一個Journalist ’而不

是一個總編輯。他離去前還在為席揚事件口誅筆伐，為了新聞自由而作

出最後努力。

上星期他的情況大為好轉的時候，我想世上大概也有奇蹟吧！但正

如一位朋友說，到底也少了一位酒友，我想不做酒友，也是朋友。最後

19. 您，拿者問尺在拍打．．．．．



都ii釋說

一次探病，他還滔滔不絕，看似康復在望，還討論出院後送甚麼一個大

禮給醫生 。 怎知上星期四惡耗傳來，在毫無心理史學備底下，我當時變得

虛弱 。 想了一整天還以為這不是事實。晚上一人喝酒，想到從前種種，

不禁陶嚎大哭。

再傷心也沒用，因這已是事實，明天還是要做人 。有位朋友說還是

想想有甚麼要傲，積極一點，時間無多了 。

f缸，拿哥哥悶尺在拍打.......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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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些舊事
’”即啥闕，’，－－句岫酬訟棚”－唱到腎悼詞“~啥叫））＿ ·－－~恤，一” ，一W 甸、..- - - ~可~ －~白”－－－－旬，甲、叮 叮－

IUll紛

吳仲賢是我敬重的人之一 ，他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初激進青年運動

的代表人物，曾參與和組織當年的中運和釣運，激發那個年代在殖民地

教育下青年的醒覺，可惜那時自己從事航海工作，身在海外，無緣參

加 。

吳仲賢亦是《70年代》雙週刊的始創人之，當我在七三年底接觸

《70》時，就經常聽到他的名字和讀到他的文章，認識他之前，早己久仰

大名了。
然而，我和吳仲賢，始終僅是處於作者與讀者和朋友間的關﹛系，從

未有較深的交往 。 因為我只是青年運動的同情者和基層參加者，他卻是

核心人物 。 客觀上彼此的知識水平和位置都有距離。 主觀上我和他，對

許多問題的見解，印象中總是分歧的多，共同的少。如果舉例的話，印

象較深的，大概是七六年頭，周恩來去世之後不久，江青等一伙人，壟

斷共黨的宣傳工真，在電台及兩報一刊上，發表犬童文章章，為搞甚麼

「反擊右傾翻案風J 和「揪黨內走資派J 製造輿論，本港的 I左j 派刊

物 ， 如《文種報》及《大公報》甚至《盤古》等都跟隨附和 ， 反映了共

雇黨內的派系鬥箏，達到自熱化和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的階段。由於江青

等人在輿論上， 引用了許多馬列毛的吉論，所以也引起關心中國的非

I港共j 人士關注 。

當時我在傾向托洛夜基主義的刊物《十月評論》上，拜讀了幾篇吳

先生有關上述問題的分析文章 ， 他的見解是覺得江青等一伙人比較接垣

馬列主義和比較代表人民，所以應該理論上支持他們對鄧小平一派的批

判 。 但我雖然找不到依據，卻直覺上對他的見解不大認同，可能是行船

時到過不少中國城市 ，感到當時中國人的生活很差（比起日本和台灣來

說） ，官方所講的對百姓來說是遙達的理想圈，文革只是執政者互鬥和

整治人民的名詞 ，絕對無可能改善中國人的生活 。 所以，我感情土是傾

21 . 談些舊事



都通昌平說

向該刊物上向青和和雙山兩位先生的見解。

以上所述的舊事，絕無半點對巴故朋友不敬之意 ， 亦無損我對異伸

賢的敬重。

（九六年二月）

談些賽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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