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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金的《香港廟宇閒談》（原書名《廟在奇
中》）用了六年時間寫成，分別介紹本港各區廟宇及
有關的掌故，包括九龍的榕樹頭觀音古廟、黃大仙
廟、九龍城侯王廟、鑽石山志蓮淨苑，港島的筲箕灣
天后廟、銅鑼灣岳王古廟、灣仔洪聖古廟、寶雲道姻
緣石、荷李活道文武廟等，新界的沙田車公廟、青山
杯渡禪師廟和青山禪院等，離島的大澳楊侯王廟、坪
洲金花夫人廟、大嶼山寶蓮寺等，有如一冊香港廟宇
指南，雖然名曰 「閒談」 ，內容卻很是豐富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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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廟宇閒談》
1967年，《百年孤獨》出版，

盛況空前，巴爾加斯．略薩和加西亞
．馬爾克斯都還是年輕的小說家，他
們在利馬舉行了一場怪異至極的對
談，像兩隻互相發問 「進化是什麼鬼
東西」 的年輕翼龍一樣──這成為未
來兩位文學大師一生唯一的對談。
1968年，加西亞．馬爾克斯寫信給
巴爾加斯．略薩，拒絕出版社將對談

內容整理成書。從那時起，他已經想
要刻意且謹慎地把自己打造成傳奇
了。然而對談還是少量發行了。此
後，它成為加西亞．馬爾克斯被盜
版、影印和地下傳播最多的作品。

如今，半個世紀過去了，我們終
於與這些海難倖存者般的文字相遇，
重回那個激動人心的年代，重溫 「文
學爆炸」 最初的盛況、最後的同框。

《兩種孤獨》

◀《兩種孤獨》，加西亞．馬爾克斯、巴爾加
斯．略薩著，侯健譯，南海出版公司。

▶《香港廟宇閒談》，魯金著，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讀完美國《紐約時報》記
者安德里亞．埃利奧特的《看
不見的孩子：一座美國城市中
的貧困、生存與希望》（林華
譯，中信出版社，2023年），
我感到深深的震撼和感傷。如
作者所言，美國女孩達薩尼的
故事就是紐約市的故事，也就
是美國的故事。這個故事揭開
了美國社會悲慘的一角：每5名
美國孩子裏就有1人生活在貧困
中，2012年美國的貧窮兒童為
1600萬，兒童貧困率在富裕國
家中居於首位。這部描寫細膩
又感人至深的非虛構作品，呈
現了貧困在美國社會的代際傳
遞及其對人性的戕害。

作者以社會學的視角和文
學的筆法剖析了貧困與種族、
與社會制度的聯繫，特別是對
美國兒童寄養制度等社會保障
體制的批判，更讓讀者看到貧
困及其帶來的不幸在美國不僅
是個體的不幸，而且是制度的
後果。

達薩尼故事裏的美國史
作者在 「後記」中對書名作了解釋：

「孩子們掙扎在美國政治的邊緣，他們沒有
投票權，他們的聲音很少被聽到」。本書的
主角達薩尼就是這樣一個 「看不見的孩
子」。作為紐約無家可歸者中的一員，達薩
尼生活在一個重組家庭，父母都是有色人
種，沒有工作，身染毒癮，混跡街頭。作為
家裏的老大，她負責照顧七個弟弟妹妹。達
薩尼曾被送往寄宿學校讀書。在那裏，她過
着和 「街頭」不同的生活，努力改變壞習
慣，融入集體，好好學習，似乎有機會逃離
悲慘的處境，然而，命運像拴住風箏的那根
線，執拗有力地把達薩尼拖回了貧困的泥
沼。

達薩尼媽媽的名字是 「香奈兒」，這是
因為她的外祖母喬安妮懷孕時注意到了這種
法國香水的廣告。達薩尼的名字則是一種瓶
裝水的牌子，就在她出生前，這種瓶裝水出
現在布魯克林的雜貨店，無獨有偶，達薩尼
最親密的妹妹阿維亞娜的名字來自價格更貴
的依雲牌（Evian）礦泉水。當然，香奈兒
是沒錢買這些 「奢侈」的瓶裝水的，就像喬
安妮用不起法國香水。這些牌子代表着通向
更美好世界的門戶，但美好的世界不屬於達
薩尼們。這個達薩尼能看見並以其為名的世
界很少看見她。如果想真正 「看見」達薩
尼，不但要看到流淌在達薩尼血脈中的歷
史，還要看到時刻影響她生活的兒童保護、
公共援助、刑事司法、無家可歸者服務等社
會保障體系，以及隱藏在這一切中的飢餓、
暴力、種族隔離、毒品、污染等美國歷史和
社會中無法迴避的東西。

如果承認達薩尼的故事是個悲劇，那麼
其根源必須追溯到她祖先的故事和他們經受
的各種苦難，從北卡羅萊納的奴隸制到布魯
克林的種族隔離。達薩尼的祖先第一次被記
載，就是作為白人奴隸主賽克斯的 「財
產」，這個叫戴維的小男孩是達薩尼上六代
的外祖父，身價為100美元。1870年，戴維
脫離奴籍，參加了第一次把美國黑人計算在
內的聯邦人口普查。從此，他們家族的命運
嵌入到美國的歷史中，這一點和同為美國人
的白人一樣，但作為黑人，戴維和他的子孫
從未同樣享受美國歷史進步帶來的一切。比
如，達薩尼的曾外祖父作為二戰老兵帶着多
枚勳章退伍後，並沒有像白人同事那樣在
《退伍軍人權利法案》的支持下步入中產行
列。正如書中所言， 「把非裔美國人排除在
房地產市場之外，外加剝奪他們上大
學、獲得白領工作的權利──這一切打
下了達薩尼所繼承的持久貧困的基
礎」。

▲每5名美國孩子裏就有1人生活在貧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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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美國
破壞親情紐帶的福利制度

當然，現實生活中的達薩尼未必了
解祖輩的歷史，更讓她和家人感到頭疼的
是號稱為了他們福祉而建立的社會保障體
系。這套制度以維護人性和社會為基本設
定，卻以極其僵硬而不近人情的方式運轉
着。書中辛辣地指出， 「被市立無家可歸
者服務機構定為 『合格』 意味着在自己最
親的家人眼中不合格。只有當家人對你關
上了門，收容所才可能對你敞開大門。」
其實，對於窮人而言，最天然的依靠是親
人。達薩尼的父母反覆叮囑孩子要 「在一
起」 ，孩子們不止一次強調 「彼此是唯一
的所有」 。達薩尼則說， 「家是人。是和
我在一起的人。是和我一塊長大的人。說
實話，那才是真正的。那是從第一天開始
就支持我的家。」 但正如作者一針見血指
出的，在美國的福利制度下， 「窮就要受
到監視」 ，接受救助的條件是放棄擁有家
人的權利。因此，達薩尼以及她的弟弟妹
妹一次次被迫與父母分離，去往不同的寄
養家庭，即便只有3歲的莉莉也在五周內
經歷了四次與家人的分離。

進入無家可歸者收容體系後，福利
制度的差勁進一步表現出來。在達薩尼一
家居住的奧本收容所裏，充斥着老鼠、蟑
螂和黴斑，如同監獄一般。以至於居住在
這裏的孩子走在街上一眼就能被看出來，
「他們神情萎靡，猶如剛移植到新土壤的
植物──那是經歷了長期流離失所的人遭
受的所謂 『根部休克』（root shock）」 。
工作人員每次到收容所來的工作主要是挑
刺兒，比如指責住戶的房間太亂，不夠乾
淨，對於收容所本身失職造成的問題卻視
而不見。達薩尼家水槽出了毛病後就一直
沒有人來修理。漏水的滴答聲吵得達薩尼
實在受不了，她自己動手竟然很快就修好
了。對此，作者無奈地諷刺： 「沒人注意
到這個收容所的預算是900萬美元，它的
上級機構掌管的資金更是收容所預算的百
倍以上，而在這個收容所裏，修水管要靠
一個11歲的女孩。」 這套制度在給予窮
人基本生活保障的同時增加了他們生活的
不確定性，陷入這一系統的達薩尼們如一
顆棋子，被系統管理者挪來挪去。而這又
讓他們養成了把自己的麻煩歸咎於他人的
心理習慣，反過來削弱了走出困境的內在
動力。

悲劇循環裏的人性微光
為了寫作本書，安德里亞．埃利奧

特從2012年開始以 「沉浸者」而非傳統
記者的身份和達薩尼一家一起待了8年，
記錄了大量筆記和照片，以及132個小時
的音頻和28個視頻，還掌握了從學校成
績單到毒品檢測報告約1.4萬份官方文
件，充足的資料使她的寫作既有來自歷
史縱深的犀利批判，又有源於深厚共情
的人道情懷。而且，這一切非以分析論
辯的語言呈現，而是體現在全書字裏行
間。

書中反覆寫到某種 「巧合」。比
如，1953年，喬安妮出生在坎伯蘭醫
院，30年後，醫院關門，變成了紐約市
經營的無家可歸者收容所，正是達薩尼
居住的奧本收容所。而當達薩尼一家被
收容所除名後，他們的物品包括喬安妮
的骨灰被一股腦兒扔進了垃圾箱，再也
找不回來。就這樣，喬安妮在出生57年
後消失在了她出生地的垃圾堆裏。再
如，香奈兒和丈夫無上與兒童保護服務
機構會面時，去的是無上小時候到過的
同一個辦事處。達薩尼的弟弟因為襲擊
一名中年婦女被捕時，是在父親無上曾
經被捕的同一個警員分局。這種帶有
「循環」意味的描寫，形象地勾勒了達
薩尼們困在代際貧困怪圈中沒有出路的
人生。同時，又促使讀者思考美國社會
中造成貧困複製的各種結構性關係，包
括但不限於個體與城市的關係、無家可
歸者和社會保障體系的關係、黑人劣勢
和白人特權的關係。

毋庸諱言，達薩尼的父母以及他們
的底層親友大都是不完美的，他們吸
毒、偷竊、打架，混跡街頭幫派，對
此，作者沒有迴避。同時，她也毫不吝
嗇地描寫了閃爍在他們身上的人性毫
光。比如，香奈兒在達薩尼上台演出前
最後一刻趕到，送來了炸薯條和跳舞必
需的緊身衣。前者是用剩下的最後幾美
元買的，後者則是從百貨商店偷的。再
如，當香奈兒為女兒的新校服一籌莫展
來到喬安妮的公寓時，發現母親已經為
每個孩子準備好了新校服，「大小一點不
錯」。而當喬安妮死去，香奈兒無力舉辦
葬禮時，喬安妮昔日的情敵謝麗出手幫
了忙。這些內容裏滿是夾雜了辛酸的母
愛和友情，讓我們由衷感到：達薩尼們
不應是被社會監控或鄙棄的另類，而是
與所有人共同分享尊嚴的人類，即使被
救濟，也應該像人那樣被尊重和對待。

▲《看不見的孩子：一座美國城市
中的貧困、生存與希望》，安德里
亞．埃利奧特著，林華譯，中信出
版社，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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