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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作家王永勝履歷很是清爽，「浙江溫州人，

1982年出生，曾從事媒體工作，業餘習武。」有

朋友評價他生活太靠「造化」，他用溫州話解釋靠

造化就是隨便的意思。但其實他的生活與寫作更多

的是一種「因緣際會、水到渠成」。他遇到允文允

武的瞿煒先生，便追隨其學文習武；因着無意中獲

得了「何為梨花槍」的答案，武俠夢甦醒，便慢慢

寫成了《屠龍簡史》這樣一部武學解惑之書。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

古都巡遊 好風如水

今人看風水，往往會貼
上一種社會標籤，然而解
構中國八大古都——鄭
州、安陽、長安、洛陽、
汴京、臨安、南京和北京
的選址和布局，卻會發現
它是一個深植中國文化元
素的歷史現象，內涵非時

下以為的簡單。風水講究人與自然環境間的交
融，本書嘗試從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出發，梳
理風水理論的源頭和發展，如何與天文地理、
易學和儒學的天命史觀接軌，吸引歷代統治者
引為己用，施於古都定所和籌建，輾轉傳承，
由夏迄清的八大古都之中皆可見風水蹤影。作
者希望通過本書，將許多人以為玄之又玄的術
數，帶進文化研究的領域，讓更多有識之士加
以正視和改觀，還原風水真貌。

作者：梁冠文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未來的錯覺—
人類如何與AI共處

在AI的世代裏，如何保有
生而為人的意義？我們已經
開始認為，AI比我們還更懂
得自己了，演算法幾乎主導
我們的生活。當我們以為利
用AI 可完全掌控未來時，
事實上正好相反。奧地利社
會學家諾沃特尼（Helga

Nowotny）在本書延續了她對科技與社會關
係、社會時間的經驗與不確定感的研究，從哲
學、歷史、社會學、科學角度，探究在數碼人
類世界，AI如何重塑我們的身份，我們又該如
何跟AI共處。

作者：海爾格‧諾沃特尼
譯者：姚怡平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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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川有許多糞

本書是韓國導演李滄東
於1992年出版的中短篇小
說集，作品獲得了《韓國
日報》創作文學獎。翌年
他接受導演朴光洙邀請進
入電影界，隨後轉型並逐
漸成為具國際影響力的電
影大師。小說集展現了一
群活在複雜多變之歷史浪

潮中的小人物，他們如何艱辛地在現實裏追求
生活與自身的價值，不止與大時代殘酷的現實
抗爭，更要在艱難的日子裏尋找生存的意義。
作者描述這些人物的遭遇，在過程裏發生的轉
變，看似在拼湊着那時代的韓國，但藉小說的
體裁，細膩的文字卻如刀刃般剖開歴史，跨越
了時間與空間、語言與國境，讓讀者隨着故
事，展開一場又一場對自己的身份與生存價值
的探索，並最坦誠地對話。

作者：李滄東
譯者：春喜
出版：亮光文化

當年到中大哲學系面試，應該是李天命問我：你
是一個快樂主義者嗎？ 我答否，說自己很悲觀。
他更正我，說：快樂主義是追求快樂，與悲觀無
關。我想如果我認識這些哲學術語，何消讀哲學
系？
中大拒我於門外，我只好翌年考高級程度會考，

上港大。但原來高考很難，我考了三次才成功。上
了港大我是兼職讀書，全職掙外快，放學就去補習
或教夜校，當時月入數千，買了很多書。但讀過的
很少。直至兒子入讀幼兒園，園方有一個「親子」
伴讀計劃，我才勉為其難，跟兒子講故事。後來帶
兒子到公共圖書館申請借書證，順道參加兒童及青
少年閱讀計劃，正好有一個每月例會講「孝」，我
們便報名參加。講者介紹了幾本書，其中一本是
《我們的好榜樣》，我隨便翻一下，發覺太多字，
兒子一定看不懂。講者說：你借回家，自己看完，
講給孩子聽。
我只好借回家，一看竟不忍釋手。原來書是很吸

引的，為人父後，我才在閱讀之中找到快樂，可能
太遲了。其後借了很多書，看了亦不少。

◆文：小奧

閱閱讀讀有有你你

本版現邀請讀者用不多於400字的篇幅，與我們
一起分享自己與書的小故事。可以是介紹最近心水
的好書，回憶印象最深的一次閱讀體驗，又或是關
於書店與城市的獨家記憶。題材隨意，風格不限，
一經採用，小稿將獲刊登之餘，更有神秘禮物送
上！有興趣的讀者即日起請將小稿與聯絡方式電郵
至 bookwwp@gmail.com，主題請註明「閱讀有
你」。

我在閱讀之中找到快樂

作家古清生2009年去了神農架，找
了一處山林安頓了下來，先是悄無聲
息地隱居，後來種茶、種玫瑰花、生
產茶葉與花露，賣給大城市裏的高級
飯店。在這之前，他住在北京一個燈
紅酒綠的地方，但也很少老老實實地
呆着，一年當中，總有半年左右的時
間，騎着摩托或開着吉普在全國各地
旅行。
在沒有去神農架之前，古清生是職
業作家，或是體會到了隱居的快樂，
他很長一段時間索性停筆不寫，這十
多年來，僅出版過兩本散文集，最新
的這本名字叫《森林中有許多酒》，
素樸的封面上，有三兩下簡筆畫出的
松樹輪廓，書名的字體是萌拙的兒童
體，與書的內容恰好形成了對應。
隱居果然是可以改變人的心性的，
體現到寫作上，《森林中有許多酒》
的文字，已經與古清生過去的寫作，
有了不小的區別，最明顯的地方是，
一名職業作家的寫作技巧與表達痕跡
大面積消失了，不布局謀篇，拒絕修
飾與排比，文由心生，讀者可以更直
觀地覺察作者的內心狀況，並走進他
那片由現實和文字共同構造的「森
林」裏。

神農架的景色之美眾所周知，作為
其中的潛伏者，作家的眼睛最容易發
現那些美，但古清生寫景也是一筆帶
過，本來書中文章，一些句子和段落
完全可以展開寫上一兩萬字，讀者看
着也是會賞心悅目的，但古清生偏偏
不寫，他可能覺得，那麼做又掉進了
散文寫作的一個傳統陷阱。景色容易
寫，但寫好又特別難，古清生把最具
描寫優勢的景色作為了他寫作的背
景，山巒與松濤，皆退隱成遠景。
古清生喜歡給他書中的活物以

「子」命名，狗子、雞子、蜂子……
這樣的暱稱頻繁出現於文章中，使人
強烈地覺得，一種無法消弭的孤獨感
在蔓延。同時，一種無處不在的逍遙
感也在四溢；古清生還關心自己的飲
食，在幾年的時間裏，每天記錄自己
炒的菜、飲的酒，具體到時間、味
道、心情等多種因素，閱讀這些，亦
能覺察孤獨與逍遙的交叉存在。
截至今年，古清生已經在神農架隱

居了十四年，再加上更早一些時候他
在那裏考察與寫作金絲猴，神農架差
不多已經佔據了生命中寶貴的二十年
時間。起碼從目前的狀況看，他還沒
有離開的意圖。梭羅在瓦爾登湖畔，

一共住了兩年兩個月零
兩天，離開的理由是，
他已經完成了自己的思
考過程，解決了困惑自
己的一些問題，有了醍
醐灌頂般的覺醒，所以
再停留下去已經沒多大
意義了。那麼古清生還
打算繼續在神農架住下
去，是還沒找到意義
嗎？
沒有問過古清生這個問題，他也從

不談論這個話題，即便在《森林中有
許多酒》這本書中，也壓根沒有出現
與人生、哲學、生命之類的思考。按
照我的理解，「舒服地活着就是人生
的最大意義」，古清生只是覺得，他
能在神農架這個地方得到平靜與快
樂，就足夠了。旁觀者對他人生活模
式的觀察，未免會帶入自己的理解偏
見，不問，或才是對對方的最大尊
重。
2019年的跨年夜，古清生路過北

京，我們聚在一起喝酒，他說到北京
這座城市節奏快到讓他慌張，喝完酒
後與朋友一起送他回酒店，結果三個
人下了網約車之後，在十字路口迷了

路，他忘記了酒店名
字，也沒記酒店的電
話，午夜的北京仍然一
片燈火通明，三環路上
的堵車狀況因為過節的
緣故，絲毫沒有緩解的
趨勢，那個時刻想到：

北京是我們這些外省人的「森林」，
而古清生早已在千里之外擁有了另外
的「森林」……
現在手握這本《森林裏有許多

酒》，也大致明白了書名的由來，森
林裏真的有許多可以釀成酒的果實，
但同時有更多與酒一樣迷人的東西，
一個人如果每天處在發現與收穫的喜
悅中，他的生命感受無疑是豐富而飽
滿的。當一個人走進森林，他便成了
秘密的破解者與擁有者，現在古清生
寫作了這本書，也等於把他的秘密和
盤托出，對於暫時還沒時間甚至永遠
也不會再有時間去森林隱居的人來
說，讀書，也是這份秘密的一種佔有
吧。

書評森林秘密的破解者
《森林裏有許多酒》
作者：古清生
出版社：山東文藝出版社

◆文：韓浩月

《屠龍簡史》近期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在書
中，王永勝從切身的習武經歷出發，結合史料記
載，理清真實武林與江湖想像之間的區別與勾
連，梳理出似真似幻的武林脈絡。同時，通過武
藝，與自我、與歷史對話，從這個有趣的切片
中，去「窺探」歷史、武學中被人忽略的諸多秘
密。
王永勝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每一本書都有一個原點，《屠龍簡史》的原點是
趙雲的「梨花槍」。有一年初中酷暑日，王永勝
光着膀子躺在水磨地板上讀《三國演義》，讀到
趙雲的「梨花槍」，既興奮又不解。為什麼叫梨
花槍？難道說槍杆是用梨花木做的？在後來的人
生當中，通過閱讀和習武，他終於解開了這個謎
團，原來是《宋史》記載的歷史上有名的槍法，
只不過放在趙雲身上穿越了。
於是2016年年底寫就《趙雲與梨花槍及其
他》，以這篇文章為原點，也就慢慢生長成了
《屠龍簡史》這樣一部武學解惑的書。

漫遊武林三千年
《屠龍簡史》這本書副標題是「武林漫遊三千
年」，他是從屈原筆下的「嘯」開始算，「到現
在二千多年，我再往前推一點，因為在屈原之
前，一定有善嘯懂武之人，就取了個整數，三千
年。」王永勝寫作比較自由隨性，基本上根據習
武的體會和閱讀的心得，依次「解答—寫作」，
一路過來，寫到他認為差不多夠一本書的字數
了，才停止。「實話實說，整部書寫作難度不
大，因為過程充滿樂趣。如果要說困難，就是在
古籍中要搜尋冷僻的史料，不起眼的筆記，如何
斷句，如何翻譯，有時會頭大，耗精力。」

《屠龍簡史》一共有「絕招篇、人物篇、閒雜
篇、語錄篇」四個部分。「絕招篇偏向切身的習
武體會，比如易筋經，袈裟斬（劍道中使用的斜
斬）；有些絕招的主人，很有故事，比如年羹
堯，我就放在人物篇。只要和武有關，內容有
趣，人物不論古今中外，都可以囊括。」
比如易筋經，王永勝在考證出其非「少林秘

籍」時，還在書中詳細介紹了自己研習的感受。
「習易筋經如登天，一步一衝天，亦一重重體
會。研習一段時間，從虎部轉成龍部時，掌心會
發燙，感受發燙部位在慢慢擴大，最後，整個指
尖也會發燙。習易筋經五十天左右，我神奇地感
受到橫膈膜的位置。」
這或許是為何編劇史航評價這本書「讀完覺得

踏實」的原因，「年刀月棍一輩子，捨得功夫，
方見功夫。本書確實是那杆白刃流轉、遍體紛
紛、知己當期、歲月無傷的梨花槍。」

「解惑」武術之道
王永勝說，不少男孩子心中都有武俠夢，如果

機緣巧合，武俠夢自然就能甦醒。王永勝在故鄉
沙地裏練過「鐵砂掌」；也在學校牆壁上騰空踩
兩腳，接力轉身鞭腿，落地怪嘯，如李小龍模
樣；也曾沒日沒夜地讀《三國》、《水滸》、金
庸古龍，想像自己被仇人追殺。
「十幾年前，我認識了允文允武的作家瞿煒先
生，後來就很自然地跟隨他習武了。」習武對王
永勝的影響不少。「通過武術或者說武道，我們
可以找到了與自己、與天地、與歷史對話的獨特
方式。看歷史、看世界的角度會稍微有一點點不
同。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老舍先生是習武的，他
的短篇小說《斷魂槍》裏有很多地道的武林行
話。如果我們懂武，可以讀出這篇小說中隱藏着

的諸多精微處，『道』也就在精微處。同時，習
武能讓我的身體和人生更加放鬆、從容。」
王永勝寫就此書除了「窺探」武學秘密這一

層意圖之外，他希望這也是一次解惑之旅。為
何一方面存在於武俠小說中的武術「出神入
化」，而在現實中，傳統武術卻有意無意地被
嘲笑被誤解。
王永勝覺得，武道之燈暗弱，傳統武術才會被
嘲笑、誤解。「武道之燈之所以會暗弱，是傳統
文化（武術屬於傳統文化中的一環，也是古人的
修身法門）與現代文明在近百年間的碰撞時，出
現的變局與取捨，傳道的真老師也隨之越來越
少，有些老師也是特意藏起關隘不說，慢慢地真
東西就越傳越少了。」
隨着時代發展，傳統武術「藏起」了或者說慢
慢「失去」了其技擊的功能。與此同時，傳統武
術又在武俠小說、動作電影裏出神入化，極盡誇
張之能事。這兩者之間存在一個巨大鴻溝，「再
加上社會上的假大師渾水摸魚，人們對傳統武術
的嘲笑和誤解，就更猛烈了。」
「中國傳統武術是一個系統工程，那些在公園

裏練習太極拳套路的大部分人，確實打不了人。
但是，這並不能說明太極拳打不了人。」王永勝
認為，「道」沒有問題，是裝「道」的瓶子出了
問題。
中國傳統武術的未來在何處呢？王永勝用謝遜
的話說：「世上之事，難說得很。」 他說，在
舊時代，你把武師逼迫到牆角，為了活命，他可
能會插眼，用爪把你的整張臉撕掉，撩陰、剁
喉。而現在喊着要進入奧運會的「傳統武術」，
其實是經過改造，去掉技擊的功能，接受現代體
育規則，成為更加「文明」的套路，「這就和體
操存在相似，反而失去傳統武術的特色。」

允文允武王永勝：

有溫州當地媒體如此評價王永勝，「他從
媒體記者到作家，常年大量地閱讀、持續地
寫作。從閱讀中來，到寫作中去，寫作是他
和世界對話的一種方式。在讀書和寫作中不
斷成長，結合自己的生活閱歷和詩意情懷，
以赤誠之眼觀物言情，他就是溫州青年作家
王永勝。」
王永勝在媒體十多年，「要上夜班，太累

了。有時候你會發現，在單位所寫的文字，
並不是你內心真正想要的，所以就萌生退
意。我也想嘗試更適合自己的生活，更自由
地寫作。」
如今，王永勝的日常就是讀書寫作習武，

「最大的苦惱就是有一點點社恐，這是因為
早年口吃的關係。」
寫作就像同時在好幾個存錢罐裏存錢，王

永勝寫散文、寫隨筆，也寫書評，他不疾不
徐——到時哪個存錢罐先滿，自有安排，也
在寫作中不斷成長、享受生活。
王永勝下一本書是《口吃簡史》，也是一
本有趣的隨筆集。「寫我早年口吃的經歷，
也寫我和歷史上著名的口吃者，如韓非、揚
雄、毛姆他們的隔空對話。對我來說，把焦
慮書寫下來，就是良藥。」

以以「「武武」」論論「「道道」」
見歷史見天地見歷史見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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