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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話煙雨
白頭翁

老樹新花
今年是英國作家

簡．奧斯汀誕辰二百
五十周年，在她的家
鄉巴斯會舉辦一系列
慶祝活動，圖書出版
商也藉機重新打造她
的經典作品，希望能
吸引年輕一代讀者。

簡．奧斯汀在小說《傲慢與偏見》中
有句名言， 「我敢說，沒有什麼比閱讀更
有趣了！人們對任何東西的厭倦，都比對
一本書的厭倦來得快得多。」 但她的書
對Z世代年輕人來說，同樣具有吸引力
嗎？要知道，相比紙質書，Z世代更熱
衷電子讀物，喜愛的題材多以現代科幻
和浪漫愛情為主，如莎拉．馬斯、科琳
．胡佛等暢銷書作家的小說，對古典文
學的興趣卻很有限，在他們看來，這些
書通常外觀老土，內容晦澀，毫無時尚可
言。

如何讓年輕人愛讀古典文學，一直是
出版商思考的問題。英國企鵝蘭登書屋旗
下的海雀圖書（Puffin）早前宣布，推出
一套針對年輕讀者的簡．奧斯汀小說新版
本，儘管故事內容保持不變，但封面採用
了人物卡通插圖，充滿 「浪漫、邂逅和情
侶」 等風格。比如，小說《曼斯菲爾德莊
園》新封面上的一個女性插圖，與美劇
《權力的遊戲》中艾米莉亞．克拉克飾演
的角色驚人相似。用布克文學獎提名作家
布蘭登泰勒的話說， 「他們把小說中范
妮．普萊斯變成了電視劇中坦格利安家
族的一員」 ，而這類元素符合網絡時代
青少年的口味。此外，成立於一九四七
年以出版古典書籍聞名的會員俱樂部
Folio Society，也嘗試改變設計風格，

新書採用彩色紙張、紋理書脊和插圖
等，大受年輕人歡迎。

與此同時，出版商在推廣策略上也努
力貼近年輕讀者心理。簡．奧斯汀的 「第
一印象」 系列六本圖書於今年三月出版，
每本都會由一位受歡迎的青少年浪漫小說
家作序。例如，暢銷書《男友的素材》的
作者亞歷克西斯．霍爾為《勸導》寫序，
並將主人公安妮和溫特沃斯上校描述為
「真正的靈魂伴侶」 ，而暢銷書《楓山》
系列的作者漢娜．格雷斯在談到《理智與
情感》中的埃莉諾時寫道： 「我敢打賭，
她最喜歡的泰勒．斯威夫特的歌曲是
《This Is Me Trying》」 。有書商形
容，對於年輕一代來說，即使是那些主要
使用電子閱讀器的人，他們也樂意花錢購
買自己喜歡的紙質書籍精彩版本。

更為重要的是，出版商也在積極嘗試
「破解」 BookTok的流行趨勢。一方面，
BookTok的變化難以預測，比如去年十九
世紀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白夜》
突然成為暢銷書，受到Z世代的熱情追
捧，這也顯示有些古典文學在年輕人中仍

有市場。另一方面，BookTok對年輕讀者
的影響力驚人，那些擁有龐大粉絲群的人
對小說的推薦，可以輕鬆飆升書籍銷售
量。而普遍讀者們競相拍攝趣味影片推廣
愛書，那些短則不足十秒、平均長度不超
過一分鐘的短影片，同樣能帶來幾十萬冊
銷量。例如米勒的奇幻愛情小說《阿喀琉
斯之歌》推出一個新版本時，BookTok上
的一段用戶 「拆箱」 影片迅速走紅，吸引
了大量追隨者，點擊量逾二百萬次，新書
幾周之內就銷售一空。

事實上，BookTok作為TikTok上致
力於提供圖書相關內容和推薦的平台，目
前被廣泛認為可以促進整個出版業的銷
售。出版商協會的最新研究表明，
BookTok成為影響Z世代閱讀習慣的重要
因素。在對兩千多名十六至二十五歲年輕
人進行的一項調查中，近百分之六十的人
表示，BookTok幫助他們發現了對閱讀的
熱情。

不過，有出版商對過度取悅年輕人的
做法表示懷疑，指有新瓶裝舊酒之嫌。但
也有出版商樂觀看待，認為將古典文學與
現代審美相結合，能吸引新一代讀者。比
如去年倫敦Waterstones書店舉辦的
BookTok節上，簡．奧斯汀的《傲慢與偏
見》入圍了復興類作品決賽，顯示她在網
絡時代仍不乏擁躉。用評委的話說，簡．
奧斯汀讓每個人都能駐足欣賞她所創造的
美麗世界，大家會發現，我們與過去的共
同點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多。

陳寅恪大家
也。當年應聘清華
教授，既不拿出梁
啟超的推薦信，亦
無 「洋文憑」 ，清
華大學校長梅貽琦
正在考慮，正巧清
華要對新入錄的文

理科學生出題目考作文。要求題目一目了
然，又適用於文理兩科學生，且一文試高
下。梅校長交代給陳寅恪，可以考慮再
三，因是試題故請保密。當梅校長說完要
走時，陳寅恪把試題已寫好，反扣在桌
上，早梅校長一步起身告辭。梅貽琦大
驚，走過來，翻開扣在桌上的紙一看，驚
喜異常，當即表示請陳寅恪入清華任教

授。紙上寫着四個字：夢遊清華。陳寅恪
「懂」 夢。

民間有語錄：酒後吐真言。其實酒
後多狂言，多演戲，酒後的話無真話。馬
連良先生唱過的 「蔣幹盜書」 就是一例。
但夢中的話皆真話。不騙人也不騙己。
痴人說夢，非惡語。傻人無假，夢是真
夢，你以為是傻人說傻話，其實是你不
懂夢，焉知傻人之傻夢不是三百年後的
真人真事真景？記得電視劇《潛伏》中
有這樣一段戲詞：一位潛伏在敵人心臟
的卧底，在夢中說了一句， 「把茶葉交
給克公同志。」 就這一句夢話，使潛伏
至深的一張地下網被無情破獲，四位同
志犧牲。這是一件真實事件。以後一些
反諜機關便開始專門研究夢，研究怎樣

識別夢，怎樣讓人說夢話。研究認為，
大腦是 「收藏記憶的圖書館」 ，而夢是
「圖書管理員」 ，它把重複的記憶放在
同一個書架上，把不太使用的記憶放在
書庫的最裏面，在睡眠中進行分類。任
何進入大腦的信息，它都會收藏起來，
整理出來分門別類，人不可能改變它，
刪除它，這些信息都是真實的，不以人
的意志為轉移的。不用強迫去重複它，敘
述它，偽造它，夢會一字不錯地反映它。
在夢面前，人絕無秘密可言。 「余則成」
可能將永不復存在。

可能在不太遙遠的將來，每件事、
每個人都可能是透明的，夢是七彩的，也
是無私的，也可能是可怕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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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動全城

一年一度的香港 「全民閱讀日」
又來。

最近在小紅書等社交媒體上，見
到不少與香港閱讀有關的貼文，有些
介紹香港出版總會在沙田新城市廣場
主辦的 「全民閱讀＋」 系列展覽和作
者分享活動，有的關心來到書店打卡
能拿到怎樣有趣的文創小禮，還有的
在街邊偶遇裝飾一新、色彩鮮亮的閱
讀漂書車，並與它開心合影。可見如
今香港全城閱讀氛圍，在政府和業界
共同努力下，日益濃厚。

全民閱讀說來簡單，真正落地，
則考驗耐心和智慧。在AI大行其道的
當下，閱讀應該如何普及和推廣？在
我看來， 「潤物無聲」 和 「涓涓細
流」 最是重要。不論在城中生活多年
的市民，或是初來乍到的遊客，在商
場見到和 「讀書」 有關、兼具知識性
和互動性的展覽，或是在書店遇見心
儀的作家、媒體人，又或是在社交媒
體平台上和同道好友熱烈討論起剛剛
參與的一場明星作家分享活動，都不
免覺得自己正身處的城市空間，因了
這些光亮的交匯和靈感的碰撞，而變
得異常生動而可愛。

我們常常說文旅融合，如欲做到
「一加一大於二」 的效果，必不能流
於表面，而應要潛下心來探掘和研

究。現在互聯網發達，資訊極大豐
富，相應地，人們的注意力極易被分
散，一個話題可能熱度維持不到二十
四小時，就被另一個取替。當下，閱
讀的形態在變，載體在變，不變的是
不同地域的人們求知與求美的渴望。
如是情形下，對於出版文化從業者來
說，與其追趕似乎永遠也追不上的潮
流，不如轉身，成為議題設定者或話
題製造者，將受眾的關注和興趣，從
無到有地 「創建」 出來。所謂 「距離
產生美」 ，我們既要明白熱點在哪
裏，也應主動地與熱點保持適當的距
離。也許只有稍微抽離一陣，才會發
現那些被熱鬧遮蔽的靈光一現，恰就
在你我身邊。

文創產業考的是創意，最忌是人
云亦云。就像我們在香港推廣閱讀，
如果不知細閱香港在地文化地景和發
展淵源，而只是複製其他地方的做
法，或許能在短期內抓住人們的瞬時
興趣，長遠來看，注定是無源之水。
香港文化特色鮮明、歷史也久長，這
座城市曾接納海內外文學名家在此
落腳，也曾見證現當代藝術的風格
流轉於創變。在此厚重與多元的滋
養下，閱讀的種子栽下，不必急，
讓它慢慢長，必能開出與別不同的花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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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多讀紙質書
葉 梅

（
北
京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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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世界讀書日，城市和鄉村都在以各
種方式回應這個世界性的呼喚： 「走向閱讀社
會」 ，讓讀書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部分。 「希望散居在全球各地的人們，無論你
是年老還是年輕，無論你是貧窮還是富有，無
論你是患病還是健康，都能享受閱讀帶來的樂
趣，都能尊重和感謝為人類文明作出巨大貢獻
的文學、文化、科學思想大師們，都能保護知
識產權。」

當人們重溫世界讀書日的主旨宣言，同時
激起更大的讀書熱情時，又不約而同會談到閱
讀方式的變化，在信息如潮水般湧來的今天，
我們獲取知識與資訊的渠道已變得令人目不暇
接。輕點屏幕，電子書籍、網絡文章便紛至沓
來，然而，究竟是滿足於快捷的碎片化閱讀，
還是耐下心來捧讀紙質書？在我看來，二者都
可選擇，但若論善讀書，讀好書的妙處，的確
還是多讀紙質書為宜，這或許不僅僅是一種閱
讀方式的選擇，更是對本真的相守，對人文的
賡續，對心靈的默默滋養。

當我們打開一本紙質書，首先觸碰到的是
它真實的質感。封面的紋理，或是光滑如鏡，
或是粗糙質樸，都有着書籍獨特的味道。指尖
翻弄書頁的聲響，便有了書與讀者的勾連，在
那樣的觸覺中一步步走進書中的世界，這種與
書籍的親密接觸，是電子閱讀無法給予的。我
家裏存有多年購置的書，還有許多朋友相送的
書，滿滿的書櫃是家裏最大的財富。那些泛黃
的書頁，散發着歲月的氣息，也夾帶着我曾經
閱讀的記憶。翻開書頁，會發現當初閱讀時留
下的劃痕，摺疊的印跡，還有些許點評體悟，
自然勾起人的種種思緒。而那些不斷增添的新
書，可以看到隨着印刷業、出版界的精進，書
的裝幀越來越漂亮醒目，書的內容也更是五花
八門。在書海中的遨遊，讓人穿越時空，又覺

真實貼近。而在電子閱讀中，是很難獲得這樣
真切的情感體驗的。

多讀紙質書，有助於深度的思考。一本書
在手，可以自由地翻閱，若有不明白之處，盡
可以翻來覆去，細細品味。紙質書的排版和布
局，還能讓讀者成竹在胸，對書籍的整體結構
有直觀清晰的認知，進而生發更深層次的思
考。同樣是閱讀一部經典文學作品，紙質書能
夠讓讀者沉浸在精心構建的世界中，細緻全面
地感受人物的情感起伏，領悟作品的內涵和意
韻。而在電子設備上閱讀，可能會因為頻繁的
消息提醒，各種信息的推送，廣告的干擾，打
斷讀者的閱讀思路；同時也因為快速的閱讀而
錯過許多耐人尋味的細節，消解書中原本具有
的思想。碎片化的閱讀，雖然能在一時快速獲
取大量信息，卻難以使人進行深度的思考，理
解文字背後的深層含義。

紙質書作為文化的重要載體，承載着人類
文明的智慧結晶，從古老的竹簡到典雅的線裝
書，再到現代的平裝書，紙質書見證了人類文
化的發展歷程。每一本紙質書，都可以說是一
個時代的縮影，反映了出版之時的社會風貌、
思想觀念和文化特色。在圖書館和博物館中，
收藏保存有許多珍貴的古籍善本，這些紙質書
不僅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更是民族文化的瑰
寶。通過閱讀這些紙質書，能夠與古人對話，
了解先輩們的智慧和創造力，感受中華文化的
博大精深。同時，紙質書的製作工藝，如印
刷、裝訂等，也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保護和傳承紙質書，就是保護和傳承人類的文
化遺產。與之相比，電子書籍雖然在傳播信息
方面具有巨大的優勢，但它們的保存和傳承面
臨着諸多挑戰。電子設備的更新換代速度極
快，數據格式也在不斷變化，這使得電子書籍
很容易因為技術的原因而丟失或損壞。而且，

電子書籍的版權問題也較為複雜，一些優秀的
作品可能因為版權而無法在電子平台上傳播，
難以在這樣的平台上與讀者見面。

善於讀書的人都能體會到，讀書是一種高
雅的享受。在一個安靜的午後，泡一杯香茗，
坐在窗前，翻開一本心儀的書，陽光灑在書頁
上，自然是十分愜意的。或是窗外細雨紛飛，
雪花飄飄，而與書相伴，也均是人生愉悅的時
光。在這樣的氛圍中，讀書人能夠忘卻外界的
煩惱，沉浸在書的世界裏，享受閱讀帶來的無
限樂趣。這種閱讀氛圍的營造，無疑也是一種
修為。對於青少年來說，從小接觸紙質書，感
受閱讀的魅力，能夠在他們心中培育出閱讀的
種子，受益終身。而在電子閱讀環境下，孩子
們更容易被電子設備上的遊戲、視頻等吸引，
難以培養出對閱讀的熱愛。紙質書可以成為家
庭文化的一部分。一個擺滿書籍的書架，是家
庭文化底蘊的象徵，也是家人之間溝通交流的
話題。一個家庭若多一些這樣的話題，不僅有

助於青少年的成長，更能給家庭和美帶來滋
養。

此外，對於那些需要長時間閱讀的人來
說，選擇紙質書可以有效緩解視覺疲勞。長時
間盯着電子屏幕閱讀，會對眼睛造成極大的傷
害。電子屏幕發出的藍光，會抑制褪黑素的分
泌，影響人的睡眠質量，還可能導致近視、乾
眼症等眼部疾病。紙質書的閱讀則相對更加健
康，不會產生藍光，對眼睛的刺激較小。而
且，紙質書的閱讀比較自由，可以根據自己的
需要選擇閱讀環境，調整姿勢和光線，讓閱讀
變得更加舒適。

我常常遇到有朋友問，今天的電子閱讀在
信息傳播、便捷性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視的優
勢，你看地鐵裏，公交車上等一些公共場合，
很少看到有人讀紙質書，人們都是在低頭刷手
機，那麼今後電子閱讀會不會完全取代紙質讀
物？

我想是不會的。紙質書依然有着不可替代
的價值，它是文化傳承的忠
實載體，能為讀者帶來客
觀的情感體驗，以及沉靜
的閱讀氛圍和健康的閱讀
方式，從而進入深層的思
考空間。在這個快節奏的
時代，讓人們放慢腳步，
多讀紙質書，在書香中尋找
內心的寧靜，在閱讀中汲取
智慧的力量，實際上，是非
常必要的。

在世界讀書日裏，呼
籲多讀紙質書，珍惜與紙質
書的相伴，讓這份美好的閱
讀體驗，更多地成為大家喜
愛的一種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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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讀書日到來，人們參加豐富多彩的閱讀活動，與書香為
伴。 新華社

◀英國企鵝蘭登書屋旗下的海雀圖書
（Puffin）推出針對年輕讀者的簡．奧斯
汀小說新版本，封面採用人物卡通插圖。

近日，哈爾濱工程大學杏花長廊內粉色的
杏花競相綻放，吸引眾多市民、遊客前來拍
照。每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上旬，校園內的杏花
盛開，成為城中春季賞花的熱門地點。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