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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剪刀，剪出一個花間世界。6歲開始學習剪紙的陝西民間藝術大師庫淑

蘭，不僅是中國民間剪紙最具原創精神、鮮明特色、傳奇色彩的代表人物，同時

更是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傑出民間工藝美術大師」稱號的首位中國女性，被

譽為「剪花娘子」。在庫淑蘭大師逝世近20年之際，由陝西作家許海濤創作的紀

實文學《成神》，日前正式出版發行。該書不僅完整展現了「剪花娘子」多彩的

人生畫卷，同時亦用獨特的視角和沉浸式的敘事，帶領讀者深入中國傳統文化剪

紙的藝術世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開雀籠

雀籠在香港文化符號的重
要性，可以在電影、廣告和
城市內的雕塑看到。上世紀
五十到八十年代，香港的雀
籠師傅更是名家輩出，可惜
不敵時代巨輪，當下青黃不
接。作者自 2019 年起，跟
陳樂財師傅學習製作雀籠，

開始研究香港養雀文化。本書透過測繪、訪問
和解構，深入淺出介紹香港特色養雀文化如何
影響城市景觀，並帶出雀籠工藝的美學概念。

作者：郭達麟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Deepfake深度偽造

獵巫模式開啟，網民的正
義能殺人於無形，利用AI深
偽技術精心策畫的騙局，你
有辦法脫身嗎？日本危機小
說天后福田和代，深度刻畫
一個「平凡人」如何因AI、
網路暴力而走投無路。有
「鐵腕老師」之稱的湯川，

是學校的熱血教師，每日為了學生奔波忙碌，
過去曾因英勇解決棘手的學生事件而備受尊
崇，更是教育節目的座上賓，一時風頭無兩。
原本平靜的生活，卻因周刊一篇不實報道：
「鐵腕教師與女學生開房間」，搞得天翻地
覆！湯川一瞬間淪為人人喊打的狼師，職場上
可能面臨解僱，與妻子的感情遁入冰點，自己
的女兒在學校慘遭排擠、霸凌，住家地址更被
公開，義憤填膺的網民前來塗鴉、丟雞蛋。自
己從未做過的事情卻在網路甚囂塵上，且有圖
片、影片為證，甚至聲音也跟自己相似，湯川
該如何證明自己的清白，揪出犯人？

作者：福田和代
譯者：楊毓瑩
出版：奇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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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楊德昌

談楊德昌作為導演的人
何其多，舒國治作為朋
友，淺淺憶寫之。極個人
的憶友私情，集大時代的
一頁縮影！楊德昌已去世
16年。不到30歲就認識
楊德昌的舒國治，在70
歲時寫下《憶楊德昌》，

將楊德昌的性格、創作習慣、藝術涵融等，以
及這40年的台灣電影、台北藝文風情，順手
將一些幾乎可稱「當代藝文史」的瑣事也記上
一筆，寫成了這本極有意思的書。既是極個人
的憶友私情，也成為大時代的一頁縮影；實乃
一位台北風華人物書寫另一位遠行矣之風華人
物的精神執索。

作者：舒國治
出版：有鹿文化

巴別塔學院

美國奇幻文學界華裔新
星匡靈秀得獎之作，被選
入《時代雜誌》年度百大
必讀好書。帝國獨霸世
界，但支持它發展的魔力
是從各地蒐羅的「語
言」，以巴別塔為名的翻
譯學院，就是帝國的魔法

核心。代表各自的母語和母國而來的學生們，
有人心悅誠服將自己的語言獻給帝國，也有人
暗中等待高塔倒下的那一天。十九世紀的廣東
沿海通商口岸，全家人死於瘟疫的十一歲孤兒
羅賓奄奄一息，被一位自稱勒維教授的英國男
子所救，登上了航向倫敦的客船……

作者：匡靈秀
譯者：楊睿珊、楊詠翔
出版：臉譜

香港四季色：
身邊的植物學（四冊）

本套書系統地以植物最
突出的顏色（花色、果
色、葉色）作為索引，即
使不清楚品種的名稱，根
據顏色便可輕鬆尋得其資
訊。書中有超過1,600張
不同角度與焦距的實物照
片，可結合胡秀英植物標

本館製作的3D植物模型紀錄，以及可觀察植
物真實生長狀態的360度VR環境紀錄，用嶄
新的角度、數碼互動媒體去認識我們身邊的植
物。本書基於嚴謹的植物學分類研究，化繁為
簡地介紹了香港常見植物的知識，是植物學的
入門著作。

編著：劉大偉、王天行、吳欣娘
繪圖：王顥霖（3D模型繪圖製作）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23年7月11日，著名作家米蘭
．昆德拉去世，終年94歲。有不少
中國媒體在報道這一消息時，使用
了「歐洲作家」這一說法，昆德拉
出生於捷克，後入籍法國，擁有雙
重國籍，有關昆德拉國籍的背後，
有許多複雜的故事，反倒使用「歐
洲作家」這一說法，會省事許多。
只不過，暫時還不知道昆德拉的遺
願是埋葬在哪裏？他出生於布爾諾
（捷克第二大城市），去世於法國
巴黎，按照我們中國「落葉歸根」
的傳統，他應該葬於布爾諾吧。
晚年昆德拉面臨着回故鄉還是留
原地的兩難選擇。他對故國經歷了
猛烈批判、欲言又止、保持沉默、
鄉愁暗生的曲折過程，在小說中，
昆德拉對捷克的描寫，就如同奈保
爾對印度的描寫一樣，既全面又尖
銳且長期，在捷克人不接受昆德拉
的時期，稱他為「捷克的敵人」並
不為過。在失去捷克國籍後的漫長
時間裏，昆德拉拒絕再與捷克產生
聯繫，2007年，他拒絕去現場領取
捷克國家文學獎，只寄去了獲獎感
言，2010年，他拒絕去布爾諾接受
「榮譽市民」證書，是市長親自把
證書送到巴黎寓所……
雖然表面上保持着與捷克的冷淡聯
繫，但當故國的風吹到巴黎時，昆德
拉還是動心了。2019年同樣是在巴黎
寓所，時任捷克駐法大使的外交官彼
得．德魯拉克，把國籍證件雙手遞給
了米蘭．昆德拉，以此為標誌，可以

視為昆德拉對捷克的態度開始有了變
化。昆德拉熱愛巴黎，也曾像奧地利
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昨日的世
界》所描述的那樣喜歡歐洲，但他以
作家的敏感預見並目睹了歐洲的衰
落，歐洲作為一場幻夢，已經逐漸消
失，這讓智慧如海的他也產生了困
惑，正像他寫的那樣，「人走出兒童
時代時，不知青年時代是什麼樣子，
結婚時不知結了婚是什麼樣子，甚至
步入老年時，也還不知道往哪裏
走……」
去世前的幾年，昆德拉夫婦想要

回到波希米亞（捷克中西部地區）
安度晚年的消息不脛而走，這引來
了潮水一般的批評，當然，這種批
評包含有把昆德拉挽留在法國的善
意，也有對昆德拉選擇與捷克和解
的失望，更深層面是批評者不願意
接受一個不再矛頭一樣犀利的昆德
拉……輿論壓力下，昆德拉取消了
重回母國的想法，但與此同時，他
也開始誠實地展示自己的改變，在
晚年開始把自己的藏書大量運回布
爾諾，他去世的消息，由他故鄉所
建的米蘭．昆德拉圖書館發言人安
娜．姆拉佐娃來證實，這一細節也
很直接地表明，在告別人世之前，
他與故鄉重新建立了親密的聯繫，
書是一名寫作者的「親人」，很大
程度上，昆德拉的藏書代替他圓了
自己的「歸鄉夢」。
敘述了這麼多有關昆德拉與故鄉

之間的關係，是因為這是解釋為什

麼中國讀者喜歡他的一個良好
角度，包括昆德拉特別推崇的
卡夫卡，以及索爾仁尼琴、塞
林格、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
斯基等，這些在中國深受喜愛
的作家，身上都具備叛逆、藐
視權威、同情底層的特質，同
時在他們的作品之外，也不缺
乏人的溫情，他們的幸福與痛
苦互相糾葛，既有難以一刀兩
斷的複雜，也是不加掩飾的赤
子之心使然。在昆德拉被引進
的1980年代中期，這些作家的名字
與作品，悄然而又勢不可擋地走進
了無數中國讀者的內心，通過閱讀
與體會，思考與討論，他們分別佔
據了各自的重要地位，作家梁鴻評
價昆德拉的一句話，很能代表讀者
的心聲，「昆德拉跟我們中國生活
內部有某種相通性、啟發性。他所
思考的語境、所思考的世界構成跟
我們的世界相似。他使我們看到自
己的生活，看到我們生活的形
態。」
不得不承認，中國讀者心目中的

昆德拉，在文化意義與閱讀潮流
上，是具有領先性的。昆德拉和村
上春樹是一直陪跑諾貝爾獎多年的
作家，但他們兩位的作品，起碼有
一二十年的時間，在影響着中國讀
者的文字與口頭表達，而昆德拉高
於村上春樹的地方在於，他的書名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生活
在別處》，幾乎如王朔的金句一

樣，滲透到了文藝青年群體，成為
他們的口頭禪，影響到他們的思考
與生活方式。「這是一個流行離開
的世界，但是我們都不擅長告
別」，在昆德拉去世後，他的這一
名句重複刷屏，再次驗證了他曾是
「中國最火的外語小說家，可能沒
有之一」這一說法的合理性。
米蘭．昆德拉是小說作家，是哲

學家，是社會觀察家，但讓他在中
國如此流行的原因，還離不開他輕
盈凝練的語言表達能力，他用最容
易被讀懂的句子總結了時代、預示
了未來，他的作品可能有些晦澀，
但他的觀念卻如永不生銹的琴弦，
並且將一直撥動着讀者的心靈。因
而，在這樣一個浮躁、急切的社交
媒體時代，昆德拉去世能夠上熱
搜、刷屏，這看上去頗為怪異，但
多少也令人為之感動，紀念昆德
拉，於是也便有了懷戀過去時代的
情懷感。 ◆文：韓浩月

米蘭·昆德拉：
復萌的故鄉情緒，超前的文學精神

◆米蘭．昆德拉和妻子 法新社

中國剪紙是最古老的民間藝術之
一，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反

映了我國的民間生活、風俗與文
化，以及傳統思想和價值觀。
庫淑蘭1920出生於陝西省咸陽市
旬邑縣赤道鄉富村人，自幼跟隨母
親學習剪紙、畫畫，巧手妙剪稱譽
鄉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經當
地文化館民間文化普查被發現後，
迎來她創作的成熟期和輝煌期。庫
淑蘭的剪紙作品完全顛覆傳統剪紙
的單一化、平面化，在人物造型、
空間構圖、色彩運用等多方面，彰
顯出非同尋常、出神入化的力度和
深度，將中國剪紙的神奇絢爛展現
的淋漓盡致，廣受讚譽。
如今庫淑蘭去世已近20年，但其

藝術影響熱度依然持續不減。去年7
月至今，《花間世界——庫淑蘭剪
紙藝術展》相繼在陝西省美術博物
館和杭州美術館、銀川當代美術館
等地開展，並將全國巡展。
《成神》再現了庫淑蘭從艱難困

苦的生活突圍，全身心投入彩貼剪
紙藝術創作，一步一步登上世界民
間藝術最高殿堂的傳奇過程。而書
名中「成神」一詞，正源於庫淑蘭
被譽為 「剪花娘子」後，當地群眾
紛紛稱讚的一句陝西方言。
「創作庫淑蘭故事的想法，其實

早在20年前就已經萌發。」《成
神》作者許海濤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記者採訪時表示，庫淑蘭剪紙所表
達的大千世界和中國鄉土，其藝術
精神已經超越了剪紙本身。在很多
人的想像中，「剪花娘子」應該是
仙女般的存在，然而現實中的庫淑
蘭，卻並不是這樣童話般美麗和無
憂無慮。她住在低矮的窯洞裏，幹

農活、撿藥材、忙家務，生
養了十三個孩子……
許海濤告訴記者，庫淑蘭

是如何在艱苦的生活和環境
裏，靠一把剪刀、一沓彩
紙，抵達詩和遠方，神一般
地走進世界頂級藝術殿堂！
這對每一位追求藝術人生的
人來說，對每一位「不枉來
人世一趟」的人來說，都是
一個謎。而他試圖去解開這
個謎，於是便有了《成神》
一書的創作。
「創作的過程既辛苦又幸福，那

也是一種隔空情感的交流。」在深
入走訪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素材後，
許海濤在庫淑蘭的剪刀和自己手中
的筆之間，找到彼此互信與通達的
關聯。他採用回憶的方式，以俯瞰
角度回首庫淑蘭由一位農村婦女成
為「藝術之神」的神奇曲折過程，
結構精巧，視野開闊。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成神》以

小見大，見微知著，庫淑蘭走向世
界的過程，也同時展現了了改革開
放的中國走向世界的過程。此外，
書中絕大部分內容為首次披露，也
為幫助讀者走入庫淑蘭的藝術世界
提供了鮮活翔實的文本資料。

展現民間藝術之美
「她轉身跪下，點着窯壁，姨給

你說鉸下的都是什麼花。 你看，這
是桃花，這是梅花，這是蓮花，這
是菊花，這是牡丹花……」這是
《成神》中的一段話，作為陝西作
壇的一位實力派作家，許海濤長期
關注民間文化。他出版的短篇小說
集《跑家》《藏家》、長篇小說

《殘缺的成全》
《光明行——盲
人張喜平的一
天》，以及此次
出 版 的 《 成
神》，都蘊藏着
深厚的民間文化情
感和濃郁的地域語言
特徵，給讀者一種強烈的
時代和西北特色沉浸感。
許海濤說，《成神》是對中國傳

統非遺文化和民間藝術的一次致
敬。他亦希望通過不斷的創作，能
讓更多的讀者進一步了解中國民間
深藏的生活之美、藝術之美、人文
之美。
《成神》出版後，引發廣泛關
注。陝西著名作家楊煥亭表示，
《成神》的一個亮點是它審美表達
的視角和高度。作者營設的敘事
者，既是庫淑蘭藝術的發現者，又
是她藝術道路的引領者，這種雙重
身份賦予這部非虛構作品以真實性
的品格。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作為一部非

虛構敘事，作家並非為了拔高人物
形象而機械地用西方美學理論去觀

照庫淑蘭的作品，而
是把立足點深深地紮
在民族文化的沃土之
上。這樣的審美視
角，不僅使得《成
神》的敘事佔據了一
個時代的高度，更透過
主人公的藝術人生，發掘
出藝術的原生本質特徵，為
讀者奉獻了一曲精神的禮

讚。
「在神與不神之間，她神了；在
成與不成之間，他成了。」陝西青
年作家曉瑜榮兒認為，《成神》中
的所謂「神」，是民間剪紙大師庫
淑蘭從殘澀生活中的出神；所謂
「成」，則是作者許海濤給人帶來
的那種新的閱讀感受的驚喜。
「《成神》有着長篇小說的故事脈
絡和情節，也有傳記文學的真實性
和宏大的場面。」曉瑜榮兒表示，
許海濤以採訪者的口脗，像遊記散
扎更像記錄撰文，以一個博學者的
姿態，娓娓道來地訴說和重現書中
的人物關係、歷史背景、場景，奉
獻了一場驚心動魄、感人肺腑的奮
鬥史詩。

紀實文學《成神》
再現「剪花娘子」傳奇人生

◆◆陝西作家許陝西作家許
海濤長期關注海濤長期關注
民間文化民間文化。。

◆紀實文學《成神》再現
「剪花娘子」傳奇人生。

◆◆

「「
剪
花
娘
子

剪
花
娘
子
」」
庫
淑
蘭

庫
淑
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