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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題材小說的創作者中，馬伯庸是

獨特的一位。他總是在歷史的褶皺裏尋

找小人物的蹤跡，再通過想像力，圍繞

他們講出一個引人入勝，又能喚起當代

人共鳴的故事。他是高產的創作者，沿

着自己的興趣去尋找題材，用虛構的針

線穿起史實，再宏大的歷史也能變得鮮

活可感。今屆書展，他在講座「小說與

中國近代醫事傳奇」跟讀者們分享了他

在創作《大醫》時，進行資料收集時的

各種「發現」。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黃依江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黃金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岳悅）今年香港書展以
「兒童及青少年文學」作為年度主題，以「從香港
閱讀世界：童來悅讀少年時」點題，與書迷細味兒
童及青年文學豐富的底蘊及趣味，並推介九位兒童
及青少年文學作家，包括阿濃、何紫（已故）、君
比（已故）、周蜜蜜、梁望峰、韋婭、孫慧玲、潘
明珠及潘金英。「文藝廊」特設專區，展出兒童作
家們的珍貴藏品，包括絕版作品、親筆手稿、珍貴
照片、作品構思草圖等珍貴手稿、物品及書籍。在
年度主題講座系列中也不乏多場兒童文學主題講
座，作家在此與讀者會面，分享兒童文學創作的點
滴。

最偉大的「兒童文學」是《西遊記》
日前阿濃、周蜜蜜及孫慧玲以「兒童文學的歷久

常新」為題舉辦講座，三人既分享了最新繪本《因
為有愛》、《尋找藍天》和《帶着勇氣去調皮》的
背後創作故事，也指出經典兒童文學作品所具備的
特質。阿濃以《西遊記》為例指出：「中國第一本
不是兒童文學的兒童文學其實是《西遊記》，它的
影響力直到今日，當然裏面有些內容是兒童不宜
的，但也有更多適合兒童閱讀的部分。首先它具備
超現實的想像，如孫悟空的金箍棒能夠變大變小，

他還有72種變化、猴毛也可以變成很多個自己等
等。這種超現實的想像力是兒童文學的特質之一。
而且孫悟空既是本領高強的英雄人物，也具有叛逆
和頑皮的特點，這與很多青少年的特點相符。另
外，《西遊記》中還有一個偉大的任務，便是去西
天取經，最終完成這件任務也會令小朋友覺得好開
心。」
阿濃的觀點得到周蜜蜜及孫慧玲的贊同，周蜜蜜

說：「從歷久常新的中外兒童文學作品中，我們都
可以看到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同時裏面的角色和故
事情節也要具有兒童的趣味，才吸引到兒童的閱
讀。同時，兒童文學也會反映不同時代的社會價值
和意義，宣揚人性的真善美，代代流傳。」
孫慧玲同樣認為兒童文學具備異想天開的想像力

是極為重要的，她再補充道：「還有一個特點，兒
童文學不需要太多深刻的教訓，而是在幽默惹笑之
中令大家覺得快樂和歡愉，兒童日後自然會走上解
決人生問題的道路。經典兒童文學的流傳還需要多
謝科技的助力，例如阿濃的作品已被改變為多種舞
台劇，以各種形式媒介的表達令眾人所熟知。」

優秀作品潛移默化影響青少年
關於優秀兒童文學的積極作用，阿濃直言：「好

多家長未必識得教育子女，但你只需要教會他一件
事——喜歡讀好書，那些書自然會幫你教育。好書
首先重視善良，如我最喜歡的書《愛的教育》便教
識善良；第二是教大家同情，如安徒生的《賣火柴
的小女孩》令大家都深感同情；另外還有親情，如
《小蝌蚪找媽媽》等；《伊索寓言》則教我們分辨
是非黑白；冰心的文章教我們如何創作優美的作
品……兒童文學從各方面都會對我們有正面影響，
如果你好好教小朋友讀書，就會令他成為『三
子』，分別是君子、孝子和才子。」
周蜜蜜將優秀的兒童文學比作一粒種子，會隨小

朋友的成長開花結果，「我外祖父知識淵博，在我

很小的時候他已經講跟多故事給我聽，也帶我實地
考察故事發生的地方。他說，作者可能用一生的心
血寫了一本書，而讀者只需要相對少的時間便可以
閱讀，所以世界上還有什麼事比讀書更有價值呢？
好的作品中會蘊藏很多哲理，會潛移默化影響讀
者。」
孫慧玲則以自己湊孫的經歷的角度分享己見：

「如今我大孫10歲，細孫7歲，從他們身上我已經
看得到兒童文學的作用。例如大孫寫文的開頭令我
驚訝，他說『有好多事情其實你想像不到，但它往
往就會發生……』這就是堅持讀書的結果，而細孫
講話則非常文雅，會說出一些非口語化的詞。現在
小朋友鍾意打機多過讀書，如果家裏有很多書，我
們勸下逼下，他們始終都會讀的，也已經潛移默化
吸收了裏面的技巧。讀書可以將小朋友從打機中拉
出來，發自內心地找到樂趣。」

馬伯庸：

阿濃、周蜜蜜、孫慧玲
共敘「兒童文學的歷久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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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醫》的靈感來自於馬伯
庸 2017 年於上海

華山醫院的一次講座。「在華山醫院
的醫史館，我了解到醫院的前身是中
國紅十字會總院，1910年就建成。紅
十字會承擔了許多公共健康職責，比
如疫情的應對，戰爭的救援，因此與
中國歷史有很多關聯，當時我就覺得
這是一個很好的題材，經歷了兩年時
間的調研，就開始了寫作。」

「三文治」式創作法
「相較於以往的作品，《大醫》的
時間更接近現代，而且題材嚴肅，不
僅不能太過追求戲劇性，還要令人物
的精神追求不能偏離當時的時代。」
馬伯庸說，這就對書寫的準確度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那麼真實與虛構之間的界線，應該

如何把控？馬伯庸將自己的創作方法
稱為「三文治」式創作法：「最上面
一層是歷史大事，這是不能修改的，
即要尊重史實。最下面一層是細節，
比如當時時代的衣食住行，人們吃什
麼、用什麼，比如寫宋朝歷史，決不
能說一個人吃了辣椒，因為辣椒是在
明代萬曆年間才傳入中國的，這些字
節要盡量注意，不能偏離真實。」而
中間那一層，就是虛構的部分，馬伯
庸將自己的想像力，在這一層內盡情
發揮。「但虛構也並非完全天馬行
空，還是要遵循歷史邏輯，比如一件
事未曾發生，但它有條件發生；又如
寫一個歷史人物，有些話他可能未曾
講過，但按照他的性格、當時的狀
態，他是可以講出這些話的，這樣的
才能進行虛構。」

從小人物看大歷史
「《大醫》是我寫得最長的一本

書，有80萬字，寫到一半的時候我覺
得很疲憊，想休息一下，於是就想寫
個短篇換換腦子。」於是，時間從民
國「跳」到唐朝，由「一騎紅塵妃子
笑，無人知是荔枝來」這句詩出發，
僅用了11天時間，馬伯庸寫出了《長
安的荔枝》。「楊貴妃的妃子笑是大
家熟悉的故事，但是荔枝怎麼從廣東
運到長安？誰負責運，花多少錢，走
什麼路線，運完後找誰報銷？」這部
作品就講述了一個負責運送荔枝的小

人物，如何突破艱難險阻的故事。
《大醫》與《長安的荔枝》都是關
注歷史中的小人物，也是遵循馬伯庸
一貫的「人民史觀」。在各地開展講
座的過程中，馬伯庸發現青少年和小
朋友，都難以對宏大歷史產生興趣。
「不理解是源於不被打動，但如果歷
史講述的是他們切身經歷過或是他們
能夠理解的事，效果就很不一樣。」
馬伯庸說有次他給中學生講玄奘，他
沒有選擇眾所周知的取經故事，而是
講了玄奘晚年去給父母掃墓，在父母
墳前痛哭的事。「講完後學生都很觸
動，玄奘少時父母就已去世，六十歲
歸家時，已經有五十年未見過自己父
母，那種感受是他們可以共情的。這
樣的歷史對他們而言才有溫度，有一
層人性光芒，才能對歷史產生鮮活的
認知。所以我們要講述歷史中的小人
物、普通人物，或是歷史名人他們人
性中閃光的一面。」
「歷史教育應該從趣味開始，然後

再去深入。」馬伯庸想起自己的童年
經歷：「我幼時對歷史的興趣是來自

評書、動漫、遊戲，它
們對歷史的表現並不準

確，但讓我產生了興趣，然後再在學
習了解的過程中慢慢糾正一些錯誤的
認知。」對於青少年歷史教育，他認
為還是要用一些趣味性的、接地氣的
方式。

下一部小說寫「吃」

馬伯庸十餘年間不斷創作，且多部
作品被搬上銀幕，他也曾擔任編劇，
但還是覺得自己更適合小說的表達：
「這和劇本的表達邏輯是不一樣的，
小說更偏重於詩性表達，而劇本更像
是工作手冊，是視聽語言的轉換，以
方便接下來的拍攝，兩者是不同的專
業。我在小說方面更擅長，編劇方面
還是應該交給更專業的團隊來處理會
更好。」
他同時又是坐擁近八百萬微博粉絲

的「知道分子」，經常跟網友分享自
己的發現與最近的興趣。「最近的一
個興趣，就是尋找一些自己沒有聽過
的粵語老歌，把它當成新歌來聽。」
馬伯庸說，自己對粵語歌有着深厚感
情，「我是聽溫拿樂隊、Beyond長大
的。」
他也透露自己的下一本小說與廣東

關係密切，現已完成了一半，依然是
小人物的故事，透過西漢初年一個叫
做唐蒙的漢朝使者來到當時還是南越
國的廣東「尋味」的故事，講述南越
國是如何覆滅的。他透過枸醬從原產
地運來南越國的路線，找到了中原進
軍南越國的方式。「也就是說，廣東
地區進入中國傳統範圍內，第一次就
是因為一個吃貨而引起的。我覺得這
個題材有意思，通過美食來講述西漢
初年的版圖的變化。」

◆馬伯庸在2023年香港書
展開講。 香港書展提供

◆馬伯庸 黃金源攝

◆《長安的荔
枝》繁體版內附
「鮮荔枝運送路
線圖」。

◆馬伯庸最新作品《太白金星有點煩》

◆讀者在現場閱讀兒童
文學作品。 張岳悅攝

◆（左起）孫慧玲、阿濃
和周蜜蜜在講座分享兒童
文學的創作故事。

張岳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