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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蘇東坡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可為東

坡作傳，又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在不完整

統計中，自北宋以來，圍繞這位『千年大網

紅』的各類傳記，就有四百五十餘種之多，

我們今天是否有必要再寫一部蘇東坡的

書？」《蘇東坡大傳》作者、知名學者劉傳

銘這樣發問。

上海書展期間，海南出版社舉行了「東坡

的世界，世界的東坡——《蘇東坡大傳》新

書首發式」。在主旨發言中，劉傳銘拋出了

文首的問題，並給出了自己的答案。「歷史

文化長河中，沒有哪個人像本書傳主那樣，

廣泛而持久地被議論、被評述、被記錄、被

喜歡、被頌揚，同時又被誤讀、被消費、被

肢解、被懷疑。」他直言，大家愛東坡是事

實，但「愛之者眾，知之者稀」也是事實。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

啟發

什麼是啟發？羅輯思維
創始人羅振宇說：「當我
遇到一個有挑戰性的問題
時，我能在其他領域得到
答案，而這個新答案還能
化為新思路幫助我成長，
這就是啟發。」過去10年
間，羅振宇每天早上6:30

都會在「羅輯思維」公眾號發送60秒語音，
堅持不懈地分享自己的「啟發」，陪伴千萬讀
者腦力激盪。此書集結作者10年知識精華，
全書廣泛涉及讀書學習、個人成長、思維模
式、工作方法和人生智慧等，透過觀察日常生
活的人和事物，幫助你獲得思考的全新角度。

作者：羅振宇
出版：高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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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瓣裏的悄悄話

以玫瑰獻上我的愛/三葉
草祝你幸運/風信子表明請
原諒我的至誠……花語在
歷史上曾被用作秘密交流
手段，在19 世紀開始流
行起來，尤其是在維多利
亞時代的英格蘭和美國，
當時恰當的社交禮儀不鼓

勵公開表達情感。花就成了那時代最好的媒
介。花的語言神秘而俏皮，從植物的特性到民
間傳說和歷史軼事，流變多有根源可尋。美國
當代流行藝術家潔西卡．胡（Jessica Roux）
花費多年時間研究、並以精工繪製創作，全書
以全彩插圖形式介紹維多利亞時代的花語，包
括91種花卉百科，10種情境花束，11大類花
語，每一幅植物畫都令人驚嘆。

作者：潔西卡．胡
譯者：林郁芬
出版：商周出版

我在等你的時候讀了這東西

榮獲林榮三文學獎、台
北文學獎的青年作家謝凱
特，除了三本描寫父親、
母親、家族與關係的散文
集屢獲各界肯定，也是小
說高手。首度出版短篇小
說集《我在等你的時候讀
了這東西》，以七篇小說

描繪在社會或關係中歪斜的人。作者以敏銳的
觸角，探測人心中隱藏的某些虛構與真實。細
膩的敘事手法，搭配出人意表的結尾，使得這
些忽男忽女的角色，演出人間歪斜卻真實的模
樣。

作者：謝凱特
出版：九歌

閱讀在靈光消逝的年代裡：
35本書以及閱讀的理由

著名戲劇人、策展人耿
一偉，身為一個愛書人，
多年來為文學、哲學以及
藝術等領域的中文出版著
作撰寫導讀，和讀者分享
他的閱讀經驗，吟詠回
味，不知不覺中，這些導
讀便累積成繁華似錦的書

評書介著作。本書收錄了作者為以下著作撰寫
的導論，就像一個說書人，為讀者們打開閱讀
的大門。「閱讀是走向心靈泉水的練習」，作
者希望讀者也在不斷加速和自動複製的社會當
中停下腳步，享受慢讀和細讀的況味。

作者：耿一偉
出版：商周出版

銀幕女神的七個新郎

艾芙琳‧雨果是好萊塢
黃金時期家喻戶曉的女明
星，不但才貌絕倫、獲獎
無數，感情世界更是媒體
爭相挖掘的八卦話題──
她一生結了七次婚，歷來
的七個新郎包括性格男
星、才子導演、當紅歌手

等等名流，有人批評她放浪形骸，也有人讚賞
她率真勇敢，但從沒有人了解她在如日中天的
演藝事業和一段段轟動緋聞之外的生活。如今
這位退隱多年的傳奇電影巨星突然決定口述自
傳，說出自己神秘的生涯故事；驚人的是，她
指名一位默默無聞的年輕記者莫妮克為她執
筆。在深入艾芙琳生命謎團的過程中，莫妮克
深深被精彩曲折的真實故事吸引，卻沒想到艾
芙琳的人生和她的關聯，更遠多於她一開始所
想像……

作者：泰勒．詹金斯．芮德
譯者：新新
出版：臉譜

我雖然不是潮州人，但在香港長大，很難對潮
州沒有感情。據長輩說，我的滿月酒是在九龍城
一所老字號潮州酒家擺的（讀中學時才知道是隔
鄰班同學家開的）。在九龍城求學，最喜歡的是
中午跑到某某記吃粉麵。出來工作之後，消夜不
時在那所著名的糖水舖解決。多年前旅居杭州
時，吃不慣浙江菜，常常跑到鳳起路附近的一所
潮州菜館思港粵，並發現紹興黃酒跟潮州鹵水鵝
肝乃絕配。
多年前首次到潮遊覧，留了一個小小的遺憾。
我出遊時，往往會在當地買一本博物館指南或本
地史著作以作紀念；沒有的話，也最少會把當地
博物館中的史綱拍下來，以便之後參考。參觀潮
州時，在潮州博物館既看不到有著作出售，館內
歷史敘事也不怎麼樣。倒是在著名的廣濟橋橋頭
買了兩三本潮話以及全文字的民俗介紹書籍，不
足以讓我「立體地」認識潮州。所以現在看到這
本有份量的《潮州傳》出版，自然高興。
說此書有份量，指的當然不只是篇幅（正文長
達647頁！），而是其參考的史料。這是一部非
常着重文字的潮州史，引用了大量詩文銘文來敘
事。從明初潮陽縣神童蘇福的《三十夜月詩》
（《初一夜月》：「氣朔盈虛又一初，嫦娥應事
半分無。卻於無處分明有，疑是先天太極
圖。」）到北宋潮州知軍州事王滌向蘇東坡討的
《潮州韓文公廟碑》，目不暇給。且讀：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獨韓
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

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
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
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
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
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
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
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
精誠⋯⋯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
其身一日安於朝延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
所不能者，人也。⋯⋯」
被貶至「偏僻荒涼的蠻煙瘴地」的韓愈，抵潮
後第一件事當然便是治鱷（有誰未讀過韓文公的
《祭鱷魚文》？）潮民為感激驅鱷有成的韓愈，
把惡溪改稱成韓江，而蘇軾上文便是為遷建韓文
公廟所撰。
韓愈到潮當然不爽，但未嘗沒有口福。「其餘

數十種，莫不可嘆驚」；除鱟魚、鮮蠔、章魚等
教現代人也流口水的好東西外，還得嘗琳瑯滿目
的海鮮與水產？美食至今仍是潮州的「生招
牌」。潮諺曰「大鳥飛高，小鳥飛低」，意即能
者在高處謀生，凡人則在低處糊口：例如「把做
飲食的本錢，發揮到極致」。我之前不知道的，
卻是潮州人吃魚生、粿品，原來是畲族先民的風
俗。
潮州偏僻的地理環境，造就了它獨特的文化：
民眾因地貧而圖強（宋孝宗問「潮風俗如何」，
得來的回答是「地瘦栽松柏，家貧子讀書。習尚
至今」）、繼而善於經商（「潮州商幫的信條，

也有別於他人，他們信奉悶聲
發大財⋯⋯從明朝海禁那些挺
身試險、行走海洋的海商集團
開始，他們就與朝廷、官府保
持距離，甚至不惜以對抗的姿

態，遊走在灰色地帶，以求發家致富」）。因為
潮州是理想的反抗基地，而慘於元初與清初兩度
被屠城：陸秀夫、文天祥等忠臣護宋室南逃，喘
息之地便是潮州區域，而於南明抗清之潮州人，
則大多為投機分子矣（「時局如此，竟讓很多人
心態為之一變，捐竿而起，痛快一回，打贏了就
是賺的，抱這種想法的，大有人在」）。
身為潮州人的作者，對同鄉的刻畫尤為可讀。

一例為明末解元吳殿邦受託，為一太史令寫牌
匾，不料遭太史家丁暗中扣下五両銀子，於是便
不慌不忙題了「大史第」三字，使太史拆穿家丁
的壞事。「潮州人最樂意聽到的，就是這種才思
敏捷、點子四出、無懼權勢、綿裏藏針、不露聲
色的才子，調侃、戲弄那些狐假虎威、仗勢欺
人、橫行鄉里的村霸、惡人、或者愛財如命、宜
入不宜出、一個錢掰成兩半的吝嗇鬼的故事。而
吳殿邦，只不過是這些潮州才子的另一個代表人
物。」
書的封面由跟香港頗有淵源的潮籍北大學者陳

平原教授題簽，可惜被出版社不倫不類的英文書
題翻譯所累而失色。

書評

《潮州傳：潮起潮落共潮生》
作者：黃國欽
出版社：廣東人民出版社

「立體地」讀潮州 文：李雅言

「自古至今，『非其鬼而祭，非其神而
拜』的荒謬普遍存在，而只有知之愈

詳，才能愛之愈深，」他在引言中這樣寫道：
「豁達如先生者，早已參透了『何以息謗？曰
無辯』，笑罵由人，毀譽任他。只是我們不能
缺失對先賢的敬意，把東坡也當成一頓文化消
費快餐，當成一塊甜軟香膩的『東坡肉』。」
在劉傳銘看來，類似當下「東坡熱」中的不
少人，把東坡之一言一行都當成「包治百病」
的良藥，廉價的頌揚會將我們和東坡的關係定
格成仰望，製造出新的誤解、誤讀。於是，動
筆前，他就為《蘇東坡大傳》立了寫作目標：
既不是蘇東坡人生履歷、飲食起居的註解，也
不能僅僅補充一點新材料。他希望，本書能成
為打開蘇東坡「心鎖」的一把「鑰匙」——解
碼這位「文化英雄」精彩而豐富的逆旅人生，
觸及其靈魂與思想，走進東坡的世界，還原東
坡真相。在「精神輪迴」之途，與東坡晤談對
坐、臨風把酒，無佛無道，有驚有喜。
劉傳銘說，唯有「解碼個中幽微，洞悉人心
波瀾」，這部書或才可稱「大傳」，方能有別
於此前各類版本的新傳、詩傳、詞傳、畫傳、
書傳、別傳、外傳。「正如阿根廷作家博爾赫
斯所著《莎士比亞的記憶》，其實並沒有寫莎
士比亞的人生履歷，『記憶』在靈魂與思想
中，它的隱秘性要比人生足跡更難『解
碼』。」

東坡先生魅力何在？
三次流放，三起三伏。當經歷了烏台詩案，
跨過了御史台監獄死亡門檻的人來到黃州，蘇
軾才變成了「東坡」。東坡在這裏寫出了淒風
苦雨的《寒食詩》，也寫出了「二賦一詞」的
雄風絕唱，經歷了冰火兩重天，才會有真正的
生命「歡樂頌」。
東坡有什麼樣的魔力，使人們既愛其才又愛
其人？甚至連政見不同的皇帝和大臣，也生出

「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的想法。劉傳銘
認為，除了天才熠熠閃耀的光華，便是充盈其
一生的道德力量。能狂妄怪癖，也能正經補
史；能戲謔玩笑，也能鄭重莊嚴；能享受飲宴
歌舞、江湖放舟，也能畫餅充飢、自我調侃；
能一往情深，亦能隨遇而安，如此方能在「不
如意事十常八九」的人生中過得快樂，無所畏
懼。
「蘇東坡曾對弟弟蘇轍說過：『吾上可陪玉
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兒。眼前見天下無一
個不好人。』」劉傳銘指，一句不經意的
話——「人性皆善」，或可作為解碼東坡的第
一把「鑰匙」。

對文化及審美的影響被低估
在某種程度上，蘇東坡是改變中國歷史「列
車」方向的人；於中國繪畫而言，蘇東坡亦擔
任了「扳道工」的角色。劉傳銘談到，東坡以
前的中國畫是青綠與水墨並重，工筆與寫意同
輝，極致的工筆與愜暢的寫意二水分流、雙峰
並峙，同時又一而二、二而一地對立統一在一
起，前朝雖有王維等提倡渲淡一路，但直至以
東坡為首的「宋四家」才確立了「逸筆草草，
不求形似」的中國審美不二標準，確立了中國
式「形神論」的頑固美學。
北京大學教授、中國文化書院名譽院長王守
常在同一場合表示，作為儒家文化的踐行者，
蘇東坡在中國哲學史、中國思想史上有着不可
低估的地位和影響，但學界還沒有將他列入中

國思想史上的重要研究對象。「這不是蘇東坡
的錯，而是我們研究者的一個大失誤，直到現
在，東坡先生還影響着我們思考問題的方式和
審美意識，希望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出版界，能
夠多關注一下蘇東坡在中國思想史、中國哲學
史上的價值。」

將東坡精神推向國際舞台
海南出版社北京分社社長彭明哲主持了新書

發布會。他提到，海南是蘇東坡人生的最後一
站，海南也把東坡當作海南人，東坡也成為海
南文化的一張名片。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海
南出版社就曾出版過林語堂的《蘇東坡傳》，
還出版了插圖本，在讀書界產生過很大的影
響。今次首發《蘇東坡大傳》，又一次把出版
的焦點集中在蘇東坡身上，「劉傳銘說，蘇東
坡是一個中國文化的『扳道工』，或許我們也
可以說，蘇東坡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也
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生活家。」
除《蘇東坡大傳》之外，海南出版社今次還
向讀者推介了一系列蘇東坡文創禮品，涵蓋與
中國集郵有限公司合作的「東坡郵禮」等。另
外，今年6月的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海南
出版社還就《蘇東坡大傳》，分別與中國台灣
地區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俄羅斯列寧格勒
出版社、蒙古國 ISD RUBY（紅寶石）出版
社、泰國紅山出版有限公司簽署中文繁體版、
俄語版、蒙古語版、泰語版授權協議。出版社
旨在通過積極推動蘇東坡的解讀和傳播，加深
與各地東坡文化熱愛者的溝通聯繫，從而把蘇
東坡本人及其所蘊含的精神、文化推向更廣闊
的舞台，將中國優秀文化精神匯入世界文明長
河，成為滋潤全人類心靈的寶貴土壤。

◆ 《 蘇 東 坡 大
傳》作者、知名
學者劉傳銘
記者章蘿蘭攝

◆◆《《蘇東坡大傳蘇東坡大傳》》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蘇東坡大
傳》作者劉傳
銘與小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