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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転八起
高木，日本福

井縣人，在富山縣
讀大學。

隔開富山、福
井兩地的，正是石
川縣。伸入日本海
的石川縣能登半
島，是日本今年元
旦七點六級地震的

震中。當天，強震過後，高木和家人
為躲避可能到來的海嘯，在家附近的
小山上過了一晚。當時的氣溫，只有
二、三攝氏度。

我工作的大學與日本富山大學是
姐妹學校，常有富山大學送來的留學
生，高木就是其中之一。二○二二年
秋天，因為種種耽擱，她開學一周後
才來到校園，立即聯繫我請求補課。
聽我把一星期的課程簡述完畢，她點
頭道： 「明白了。」 說着站起身，給
我鞠了個九十度大躬。我嚇了一跳，
忙不迭還禮，隨口問： 「高木桑，你
家在哪裏？」 她說在福井縣海濱小城
坂井。 「為什麼會去富山讀大學
呢？」 「因為我的專業是英語，富山
大學有去美國的交換項目。」 簡單聊
完，高木桑告辭。她把文具整整齊齊收
進書包，走到辦公室門口，轉過身來，
又是一個九十度鞠躬： 「謝謝。」

就這樣，彬彬有禮的高木桑成了
我的學生。

高木桑起初很安靜。上課時其他
學生插科打諢，她只在一旁傾聽，不
時掩口而笑。後來，也許是受了美國
課堂上自由問答、討論的影響，她也
變得喜歡提問了。她告訴我： 「在日
本，我很在乎別人怎麼看我：穿什麼
衣服，化什麼妝，說什麼話。這裏
呢，好像大家都我行我素，不太在意
其他人的眼光。」 我說： 「你不覺
得，這也是一種自由？」 「所以在國
外學習、生活的經歷非常重要，可以
認識很多當地人，跟他們交換各種意
見和想法，還能反省自己。」 「高木
桑，你在這裏還有將近一年時間，加
油吧！」

春假前不久，課前閒聊，高木桑
忽然對全班宣布： 「我要獨自去紐約
市玩！ 」 「嘩，你一個人，能行
嗎？」 同學們紛紛表示擔心。 「我特
別想去百老匯看一次音樂劇，可是找
不到同行的人。我爸媽愁死了！」 我
心嘉其勇，鼓勵道： 「這有什麼！當
年我二十歲出頭，單槍匹馬，玩遍紐
約、華盛頓。獨自旅行最使人成長

了。」 又百般叮囑： 「晚上盡量別出
門，不要去酒吧之類的地方。」 高木
桑點頭： 「明白了。」

春假後，高木桑把她在大都會藝
術博物館等地的旅行照片給我們看。
我看着她：這孩子內斂而多思，勇敢
而細心，勤學又好問，成長得真快！

暑假將至，高木桑要回日本了。
她說自己對日本傳統產品推廣、廣
告、公關等等都很感興趣，想工作幾
年後再出國深造。她送我一張感謝卡
和一些小禮物，我送她一張特大的中
國地圖，心中黯然：這一別，也不知
何時再見？

就像那些從前來此地留學的富山
大學學生。命運將我和他們帶到一
起。我們短暫相聚，又分開，漸漸杳
無音信。我是他們的老師之一，他們
也照亮了我的人生。我看到他們考試
完畢，都會把桌上的橡皮屑輕輕拂到
手心，帶到垃圾桶丟棄。我看到他們
提交的作業，秀麗的小字一絲不苟。
如今，不知家住震中附近的他們，還
有他們的親友，都是否平安？

日本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邊緣，
地震頻發。二○一九年，我乘坐全日
空航班，飛機上正餐，配一瓶產自熊
本的礦泉水。瓶身上標註： 「熊本縣
天然水，衷心感謝您對熊本復興的支
援。」 「幸有來自全國各界的大力支
援，熊本的日常生活正在逐漸恢復。
熊本會努力團結一致，致力於完全復
興。」 這些文字旁邊，三隻熊本縣的
吉祥物 「熊本熊」 手捧粉紅色愛心圖
案。二○一六年熊本大地震，它的餘
威，在二○一九年仍然歷歷可見。

這個礦泉水瓶，我保留至今，放

在手邊，時時提醒：天道無親，災難
盲目，今日去彼，明日來此。沒有國
籍、民族、種族之分，我們都是人，
渺小，無助，像夏日被割下的零碎草
葉，海浪席捲，颶風裹挾，大地震
顫，日月無光，胡亂散向四方。

每當災害消弭，人們勉力重建，
在建築物的瓦礫堆上，也在心靈的廢
墟上。好像一個人，一再被病魔打
倒，又再三站起。心裏已滿是傷痕，
肌骨中刻滿疲倦，卻強撐着走下去，
拚命也要活下去。日本諺語 「七転八
起」 （nana korobi ya oki），近似漢
語 「百折不撓」 ：跌倒七次，爬起來
八次。在印有 「七転八起」 的商品
上，有時還會搭配紅顏色不倒翁 「達
磨」 的圖案。正如達磨，推不倒，打
不死，捶不扁，即使晃晃悠悠，也偏
要一次次站起來。為了自己，為了遠
遠近近的親友，更為了不幸遠行的
人。

真正將遠在天邊的災難拖到眼前
的，是身處災區的親友。 「你和家人
還好嗎？」 看到震區的地理分布，我
立即發短訊給高木桑。等待回音時，
胡思亂想。想到她安靜的微笑，想到
她九十度的鞠躬，突然非常難過。

手機一響，我迫不及待拿起來。
「昨晚我好害怕。」 她回答， 「不過
現在已經回到家中了，仍有些餘
震。 」 接着又說： 「Happy new
year, Professor Wu.」

這傢伙，都什麼時候了，還不忘
祝別人新年快樂。

我想說幾句安慰的話，卻感到自
己也是風口浪尖的一莖碎草，一時心
中震悼，茫然無言。

公園有好多
種類型，如主題
公園、國家公
園、地質公園、
植物公園、郊野
公園等，但好像
從沒有聽過有
「 木 化 石 公

園」 ，現在香港有了，就毗鄰荃灣
如心廣場。

日前，筆者前去參觀，覺得頗
有特色，花了兩個小時，既認識到
木化石這種遠古物質形成的原因，
也得悉這個木化石公園背後的故
事，知識性與趣味性俱有，感到不
虛此行。

這個木化石公園佔地達七萬平
方呎，分為戶外園區和木化石體驗
館，展出逾百件博物館級的木化
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兩組展品是
日石與月石，分別長三十米與二十
五米，前者是全球第七長的木化
石，它來自印尼西爪哇，歷史可追
溯至二百六十萬年至五百三十萬年
前的上新世時期，難得一見。後者
的特點是它的橫切面可以讓人看出
經歷過長達數百萬年之久的矽化過
程，完整地保留了整條樹幹的原
貌，包括表皮、纖維形狀，甚至樹
木內部傳送水分養分的通道也清晰
可見，參觀者如有興趣深入了解，
可到體驗館細察體驗。

其他重點展品還有象徵人生里
程的六塊木化石，包括 「如心
石」 、 「畢業石」 、 「娣盟石」 、
「周年石」 、 「勝利石」 和 「團圓
石」 。如心石以已故的華懋集團主
席龔如心的名字命名，英文名是

Nina Rock，石的形狀如其名，仿
似一顆巨大的心，寓意 「至誠以
心，心之所在」 。 「勝利石」 是一
個巨大的樹椏衍化而成的木化石，
形狀酷似高舉着的V字形手勢。 「畢
業石」 利用樹幹的天然形狀，加上
金屬絲帶，搖身變為一紙畢業證
書。 「周年石」 則由一組三塊由小
到大的木化石疊成，形狀就像一個
三層蛋糕，寓意紀念生日、結婚紀
念日等的重要日子。 「娣盟石」 巨
型的指環鑲上美麗的寶石，象徵終
生不渝的婚盟。 「團圓石」 形狀獨
特，就像一雙向外環抱的手，彷彿
邀請親友圍坐共聚。

參觀者看到和用手觸摸到這些
形狀各異的木化石，都會有興趣知
道它們形成的原因。據展品的說明
和導賞員的講解，這些被形容為
「能說話」 的木化石標本，其形成

的原因是火山灰或沉積物掩埋樹
木，因埋藏環境缺乏氧氣而不致腐
爛，並受含豐富礦物地下水的長期
滲透，使被埋的樹木的纖維慢慢被
矽質礦物所取代，形成木化石，其
外形各異，有些仍如木塊，亦有看
似石頭或炭塊，顏色也各有不同。
據研究木化石的專家說，樹幹能衍
變成木化石的機率只有百萬分之
一，所以非常罕有，具極高的科研
價值和欣賞價值。

這個木化石公園的所有展品都
是龔如心的珍藏，她生前熱愛收集
木化石，合共多達二百件，耗資巨
大。 「王太（龔如心）喜歡大自
然，希望透過木化石傳遞珍惜環
境、珍惜生命的訊息。」 策劃這個
木化石公園的建築師陳麗喬說。

木化石公園探知

歲末，在香港待
了四天時間，歸納起
來就做了兩件事。

其一尋味香港。
來之前，特地買了歐
陽應霽的兩本《香港
味道》，一本有關酒
樓茶室精華極品，一
本有關街頭巷尾民間

滋味。我將那些未曾吃過並感興趣的美食
名字，一一記錄下來，四天時間內品嘗了
好多樣美食。

其二Citywalk。有時是在尋覓美食的
路途中，邊走邊看。有時，是漫無目的就
在街頭四處逛逛，隨意看看。從前來過三
次香港，有出差，有帶老人過來遊玩，從
沒像這次有充足的時間走一走。

因為隨意地走，這次發現了一個非常

香港化的街頭語言──牽手。無論是戀愛
中的年輕男女，還是被調侃為 「左手摸右
手」 的中年夫妻，甚至白髮蒼蒼的老人，
當我在馬路上行走時，常能看到一對又一
對的牽手。他們很自然地手拉着手，或者
十指相扣，沒有絲毫的扭捏，彷彿這是
一個如同吃飯洗臉一樣再尋常不過的動
作，看得我心裏暖暖的，不禁發出了靈
魂拷問：為何香港的 「牽手」 這麼多
呢？平時我居住在上海，馬路上也能看
到牽手的年輕情侶，但數量遠遠少於香
港，尤其很少能看到牽手走路的老夫老
妻。

也許，這是因為香港人更善於表達自
己的內心情感。牽手實則是一個身體語
言，這是一種傳遞心中之愛的 「無聲勝有
聲」 的方式。想起曾在電視中看過一個遊
戲，考察戀人的默契程度。男女嘉賓一個

人被蒙了眼，另一個人和其他幾個不相識
的同性一起伸出手，然後，蒙了眼的嘉賓
一個個摸過來，再選出自己愛人的那隻
手。有人一摸就摸對了，有人摸了一圈還
拿不準哪一隻手是自己戀人的。設身處地
想想，嘉賓摸錯了手，自己和戀人都會尷
尬吧。

牽手很美好，望着眼前走過的一對又
一對的牽手伴侶，我情不自禁哼起蘇芮的
歌曲《牽手》： 「因為愛着你的愛／因為
夢着你的夢／所以悲傷着你的悲傷／幸福
着你的幸福／因為路過你的路／因為苦過
你的苦／所以快樂着你的快樂／追逐着你
的追逐……」 同時發了微信給先生： 「香
港街頭好多人牽手呢。」 先生秒回我：
「我們不是也經常牽手的嘛。」 「不不
不，我們那是挽着胳膊，以後改成牽
手。」 我如此回覆他。

牽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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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線
吳捷

如是我見
陸小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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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真園
隨着電視劇《繁

花》在上海熱播，劇
中至真園酒家的原
型，位於上海市黃河
路上的苔聖園酒家，
新近成為網紅飯店，
吸引了不少市民遊客
前來打卡。

中新社

▲一月一日，日本石川縣發生地震，房屋在地震後倒塌。 法新社

回望剛剛過
去的一年，腦海
中首先浮現的，
除了全球復常告
別疫情，便是個
人職業轉軌的與
書同行。

對於筆者而
言，與書同行，其實從未在生命中
缺席。從小人書和連環畫中獲得啟
蒙的童年經歷，毫無懸念地預設了
由文學少年至文藝青年乃至文藝中
年的人生軌跡。作為愛書之人，自
然度過了許多手不釋卷、秉燭夜讀
的美妙時光。至於由讀者向編者的
轉換，則經歷了漫長的蛻變。或
許，自從中國第一部情景喜劇《編
輯部的故事》熱播，編輯的種子便
已在心田萌芽。大學時代，擔綱系
報主編和學社刊物主編，自此算是
開啟了人生中最早的 「票友」 編輯
生涯。及至步入職場，無論在報社
還是電視台，總有機會在崗位主業
之外，或多或少地參與編輯工作，
雖然份屬業餘，卻總是甘之如飴。
後來的後來，由傳媒轉入出版，正
式與書結緣，不由得感慨人生的際
遇與命運的安排，也再一次印證所
有的相見恨晚都是久別重逢。

回首這一年，與書同行，展開
了一段又一段的奇妙旅程。一方
面，見證了一家百年老社深耕文化
的理想：從打造香港自然歷史百科
全書，傳承中國修志傳統的出版責
任，到講述獅子山下故事，尋找似
曾相識香港的出版情懷；從讀懂當
代中國，開啟多元發現之旅的出版
探索，到策劃多元活動，千方百計
推廣閱讀的出版實踐……另一方
面，親歷了一家百年老社投身教育
的志業：那是面向青少年推廣中華
文化的不懈努力；那是連接專家學
者與校長教師，促進教育交流的不
停步履……一切，皆由百餘年前那
個 「教育救國」 之夢開始，任憑風

吹雨打，依然初心不改。
與書同行，不由得想起香港資

深出版人陳萬雄自謂的 「四書人
生」 。從讀書、寫書到編書、賣
書，他自言一生最大的嗜好是書，
一生的志業與事功也在書。在新書
《遇上好時光：書與人的故事》
中，他說人生絕大部分的時間和心
力，都耗在一個 「書」 字上，已經
到了 「不可一日無此君」 的程度，
迄今依然白髮一書生。

書中，陳萬雄回首數十年的編
輯出版生涯，講述一部部經典從策
劃到編輯、出版乃至走向世界的歷
程，同時追憶與沈從文、啟功、陳
從周、陳原等專家學者的交往故
事。既述書，也記人，可謂名副其
實的書與人的故事。對於 「故宮三
書」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
集》、《敦煌石窟全集》等創新性
劃時代的中國歷史文化巨著，他如
數家珍。對於作為 「宮外人」 與故
宮的三十載因緣，他更是珍而重
之。

《遇上好時光：書與人的故
事》既再現了陳萬雄探索和理解中
國歷史文化，並通過出版予以弘揚
的心路歷程，也折射出香港老一輩
出版人開創書業黃金時代的奮鬥故
事，以及香港與內地以中華文化為
紐帶的血脈情誼，反映了這幾十年
間中國歷史文化所走過的軌跡。對
於初入出版行業的筆者而言，無疑
是與書同行的啟蒙。

惠特曼曾經說，我們的任務就
是閱讀世界，因為這一本巨大的書
是我們塵世之人唯一的知識來源。
作為做書人，便是要開啟一扇扇閱
讀世界之窗吧，讓世人可以在書中
跨越時空，鑒往知來，在永不停歇
的求知長征中，閱世知人，學會與
世界和解，與人生自洽，變得無懼
無畏、不憂不惑。但願，塵世中的
你我他都可以與書同行，在書中邂
逅詩和遠方，遇上好時光。

與書同行

東言西就
沈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