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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造字匠2
——香港字體設計師

郭斯恆的上一本著作
《香港造字匠》（2020）
是探索城市與字型美學的
關係。透過七位香港造字
匠的匠人精神來建構鮮為
人知的城市故事，他們以
不同的文字書寫的表達方
式，為城市空間添加了一
層獨特的文化符號。《香

港造字匠2》則把焦點轉移至近年冒起的八位
香港字體設計師，希望透過他們的一段段成長
經歷、對字體美學的追求和造字的經驗，嘗試
勾勒出香港字體設計的藍圖。

作者：郭斯恆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中國文物建築研究與保護
（第二輯）

本專輯由故宮博物院研
究館員、高級工程師、學
術委員會委員張克貴主
編。張克貴是國家文物局
古建築、近現代重要史跡
及代表性建築專家組成員
和國家文物局消防、技
防、雷擊防護專家組成

員。本輯作者們來自全國各地，均是文物建築
保護方面的研究者、設計者、施工者和管理
者，專輯文章旨在展示研究成果，強化提高理
論和實踐水平，更好地為我國新時期文物建築
保護利用事業服務。

主編：張克貴
出版：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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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部電影傑作的誕生

繼上一本繽紛多變的短
篇故事集《歡迎光臨火
星》以後，著名演員湯姆
．漢克斯在這本充滿野心
的長篇小說中回歸他的老
本行，帶領讀者深入電影
片場，穿梭於製片辦公室
以及外景之間，全程見證

一部耗資數百萬美元、漫威等級之超級英雄電
影的製作與拍攝。在電影的製作過程中，我們
將透過多重的聲音與視角逐漸認識到整個難忘
且迷人的劇組，包括風格強烈的編劇導演、強
悍忠誠的製片人以及她奮力不懈的菜鳥助理；
同時，急需解決的問題一樁接着一樁，從劇
本、資金、拍攝期程再到挑剔難搞的主要演
員。這部電影究竟是否能夠如期完成，過程中
又將會有多少令人爆笑、焦躁或感動的意外發
生？

作者：湯姆．漢克斯
譯者：鄭煥昇
出版：啟明

味緣香港

前《飲食男女》執行編
輯、飲食文化專家呂嘉俊
帶你尋覓香港滋味。香港
沒有所謂的「香港菜」，
但香港的菜式海納百川，
不拘一格，以極大的包容
吸納傳統粵菜、東南亞
菜、英國菜、美國菜……
但說到底，香港的飲食是

什麼呢？老牌食肆逐一倒閉，有些味道無法複
製，但好好記錄下來或者有一天可以變身重
生。呂嘉俊便嘗試以他多年寫飲寫食的經驗，
逐一把味道保存。寫的是飲食之內的事，發展
出來卻是飲食以外的種種：歷史、經濟、地
理、氣候風土、運輸物流、地方文化……此書
保留的，除了飲食，還有以上種種，無可再散
失的香港味道。

作者：呂嘉俊
出版：CUP

Night Side Of The River

英國作家珍奈．溫特森
向經典恐怖小說《科學怪
人》致敬，新作集結多篇
鬼故事和個人超自然體
驗，獲紐約時報、郵報、
金融時報等英美媒體佳評
讚譽。流浪夫婦整個寒冬
被困在鬧鬼莊園、過世的
丈夫透過手機應用程式與
妻子相會、倫敦住宅區鬼

嬰兒的夜半哭泣聲……透過令人毛骨悚然的鬼
故事，溫特森也探討了悲傷、復仇以及科技如
何打破生死界限等議題。

作者：Jeanette Winterson
出版：Jonathan Cape

2020年的《無名之町》，普遍被認為是東野
的失手之作。情節簡單，差不多不用到一半，便
可推敲出兇手及契機所在。「偵探」以魔術師為
據，算是一大亮點，也為小說帶來不少幽默趣
味，但小鎮中的同學會則平淡乏味，整體而言水
準的而且確在東野的質素以下。
只不過我仍可無風無浪地看畢，其一原因是當
中的主題——地方小鎮的生死。
事實上，無論是現實層面又或是創作層面，都
早已出現大量相關的新聞及作品。其實不用去到
小說中故意隱沒其名的「無名之町」，今時今日
幾乎連日本著名的名勝地點也在艱苦營運當中，
小說中以地方名人作品冀求重生的現況，絕對可
以引人共鳴。就以日本溫泉勝地鬼怒川為例，從
上野出發迅即可至，但也面臨蕭條荒涼的景
象——本來不少為配合溫泉勝地而生的主題樂園
也難以經營下去，鬼怒川的美國西部村敵不過東
京迪士尼的衝擊，早於 2007 年閉園且已成鬼
城，其他如忍者村也在苦撐。之前在春節到訪，
連迷宮樂園也在三時許就關門大吉，新聞見到一
些溫泉旅館紛紛告急——連鬼怒川也如是，其他

小鎮更不用多言。
2023年的日劇有《隼消防團》，當中的設定
與《無名之町》更加接近。名為隼的小鎮因出了
一位薄有名氣的小說家三馬太郎（中村倫也
飾），加上他決定回到小鎮居住，於是為提升小
鎮形象帶來了一絲契機。情節上更設計由他寫出
了一齣以當地為背景的連續劇，且由地方政府出
資製作，儼然就是一次小鎮自救的行動工程。日
劇去到此的安排，不正是《無名之町》的變奏樂
章嗎？《無名之町》的主軸，一切正是由小鎮出
了著名漫畫家釘宮克樹開始，他的漫畫名作《幻
腦迷宮》以「無名之町」為原型，即以故鄉為
據，作為經年長期連載的暢銷作，自然成為小鎮
上各方窺伺的「金蛋」，小鎮上的兇殺案也由此
而鋪陳發展起來。
《無名之町》中的設計，當中不無套路程式：
各路人馬均期望利用《幻腦迷宮》分一杯羹，由
主題公園到舞台劇改編，到有人探究網絡遊戲
等，均屬利益糾纏下的「傳統」寫法。而小鎮題
材的特色之一，就是當事人往往可以公蓋私為建
立冠冕堂皇的藉口——為了小鎮的存活，大家不

得不而為的種種犯罪
行徑由此而生。事實
上，這也是小鎮題材

的慣常套路，剛才提及的《隼消防團》也大同小
異，只不過小鎮的復甦命脈，由小說介入逐步改
為宗教團體的進駐罷了。簡言之，就是洗腦的套
路進程。
《無名之町》最後以著作權作為命案的肇事契

機，嚴格來說有點小題大做，但當中的默許及掩
飾，大抵正是以小鎮為本的內涵擴展而成。東野
想突出的，相信就是以「正義」為名的惡行對
倒。主題當然沒有多大新意，但小鎮因窒息而達
至歇斯底里的地步，反而頗具時代氣息——尤其
小說定位的背景，是新冠陰霾下的景象，小說也
借此大做文章，建構不少《幻腦迷宮》的主題樂
園泡湯的情節，更加容易令日本讀者看得甚有共
鳴。

書評《無名之町》的小鎮生死
《無名之町》
作者：東野圭吾
譯者：王小燕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文：湯禎兆

科幻小說作為現今大熱的類型小說，其
魅力到底何在？

楊楓介紹道，科幻小說是工業革命之後
誕生的文學類型，也是科學時代才能孕育
出的小說。「科幻小說和其他小說最大的
不同，在於科幻小說的基本定義——只要
敘事核心是『基於科學邏輯進行幻想』的
非紀實性通俗文學，都是科幻小說。」他
續說，科幻小說是在科學和技術的框架下
展開的，它既樂觀地憧憬科技發展、社會
變革和人類未來，也探索科技時代人類面
臨的倫理、道德挑戰。「科幻最大的魅
力，在於形象生動地展現未來的各種可能
性，在於想像力的廣度和深度，能夠讓讀
者以全新的視角去塑造現實，幫助我們超
越已知的邊界、開拓未知的領域，可以讓
人們感同身受地了解未知領域。」她說，
「人們在討論科幻的時候，本質上就是在
討論科學幻想的可能性和可欲性，其實也
是在討論人類的未來和命運，儘管很多人
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在關心如此宏大的命
題。」

中國最早科幻小說追溯到清末
在中國，科幻小說的發展有着綿長的歷
史。若要追溯，中國最早的科幻小說出現
在清末。「不過，這些小說在當時一般稱
為『科學小說』或『理想小說』。『科幻
小說』這一稱呼是新中國成立後，從蘇聯
科幻小說中翻譯過來的。 」楊楓說，
「1902年梁啟超發表《新中國未來記》，
是第一篇帶有科幻元素的中國作品，小說
設想60年後上海召開萬國博覽會，甚至浦
東崇明都成了博覽會會場，而這簡直像是
2010年上海世博會盛況的預言。1904年，
在《繡像小說》雜誌連載的《月球殖民地
小說》，則更接近現代意義的科幻故事。
一般認為，這是中國第一篇真正的科幻小
說。不過作者僅有『荒江釣叟』筆名存
世，本人身份無從考證，小說也在連載三
十五回後半路『腰斬』，非常遺憾。1905
年，中國第一部完整的科幻小說、徐念慈
所著的《新法螺先生譚》出版。但嚴格來
說，這部作品是對德國作家比爾格（又譯
作畢爾格）《吹牛大王歷險記》的仿寫
『同人小說』——《吹牛大王歷險記》當
時的譯名就是《法螺先生譚》，且與《新
法螺先生譚》一同出版。當然，世界各地
的古代傳說中都不乏以智慧賢者或能工巧
匠為主角的傳奇故事。比如戰國時期的
《列子．湯問》中就有着『偃師造人』和
『扁鵲換心』這樣非常接近科幻小說的傳
奇故事，也是當代中國科幻小說創作中經
常引用的文化典故。 」

不少著名的中國作家也曾涉獵科幻創
作。老舍1933年出版的《貓城記》就可堪
稱中國科幻最早享譽世界的名作，它與英
國作家赫胥黎的反烏托邦科幻名作《美麗
新世界》彼此呼應，反映了一個時代的普
遍性危機。流沙河早年也曾在《科幻世
界》首任總編輯譚楷的鼓勵下，寫出了
《飛去的大鐵環》等科幻作品。女作家畢
淑敏在1994年第11期《小說月報》上發
表過科幻小說《教授的戒指》。「童話大
王」鄭淵潔曾創作過《爆炸前的坦白》
《生化保姆》等多篇科幻小說。
「中國科幻小說的發展變化幾乎就是中

國歷史的映射。清末時期，科幻小說表達
着知識分子救亡圖存的願望。抗戰時期，
老舍先生的《貓城記》痛斥了國民政府面
對侵略者的腐敗消極，對那個黑暗的時代
和糜爛醜陋的社會現實大力鞭撻。新中國
前期受蘇聯科幻影響，科幻注重青少年科
學普及的趣味性，誕生了葉永烈的里程碑
式作品《小靈通漫遊未來》。改革開放初
期，中國科幻伴隨經濟騰飛迎來了一個爆
炸式的短暫黃金期，出現了以《飛向人馬
座》《珊瑚島上的死光》為代表的大量優
秀作品。進入新世紀後，中國科幻重新迎
來了一個全面發展的時期，開始基於中國
科學技術高速滲透生活的現實進行了發散
式的探索思考，出現了以劉慈欣、王晉
康、何夕、韓松為領軍人物，以陳楸帆、
江波、寶樹、阿缺、七月、梁清散、顧
適、王侃瑜、慕明等為代表的一批具有世
界影響力的優秀科幻作家。 」楊楓說道。

東西方碰撞和而不同
第81屆世界科幻大會在成都舉行，進一
步搭建平台，讓中國科幻與世界科幻進行
美妙的碰撞。其實，東西方科幻的相互想
像與交流歷來有之。楊楓舉例道，《地海傳
說》作者，美國著名科幻、奇幻作家厄休拉
．勒古恩就曾在她的故事中加入帶有道家元
素的設定，而她也是英文版《道德經》的譯
者之一。美國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的代表
作《神經漫遊者》中，主角們最終攻克防火
牆的手段之一，是中國製造的電腦病毒
「狂」。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
「西方科幻影視作品中，也有很多包含

中國元素的作品，如影片《銀翼殺手》中
的霓虹燈和中國漢字招牌，已經成為賽博
朋克風的必備元素；美劇《螢火蟲》虛構
了一個未來星際聯盟，在未來世界，官方
語言只有英語和漢語兩種。此外，美籍華
裔科幻作家、譯者劉宇昆，也寫下了多部
帶有濃厚中國文化特色的科幻小說，比如
《狩獵愉快》、『蒲公英王朝』系列等。」

在楊楓看來，早在20世紀，中國科幻就
零星傳播到西方。「1989年吳定柏編選的
《中國科幻選》被翻譯成英文在美國出
版；1997年出版的美國學者岡恩教授主編
的《科幻之路（第六卷）》撰文介紹分析
了中國科幻小說，並收錄了鄭文光的《地
球鏡像》和葉永烈的《腐蝕》。」她說，
「但這樣的文化傳播，大多屬於學者推動
的社會公益活動。而近年來，《三體》三
部曲則是憑藉自身的超強實力，在市場上
『真刀真槍』地取得了巨大成功，征服了
西方的廣大讀者。最著名的是，美國前總
統奧巴馬也成了《三體》的忠實粉絲，發
郵件給劉慈欣『催更』。 」
劉慈欣之後，越來越多的中國科幻作者

如韓松、陳楸帆等人的作品也開始傳播到
西方，中國科幻在世界讀者眼中有了更為
清晰與立體的形象。在此過程中，楊楓特
別指出，個人和新平台發揮了積極的推動
作用。「以八光分文化引進的美國版科幻
電子刊《銀河邊緣》為例，這本在中國以
雙月出版的科幻mook（期刊型圖書），每
期由一半翻譯小說和一半原創小說組成，
其中的中文原創小說都有機會被美國《銀
河邊緣》雜誌翻譯發表。截至目前，已有
程婧波、寶樹、王諾諾、萬象峰年、付強
等多位作者通過這個平台登上美版《銀河
邊緣》。 」
在楊楓看來，東西方科幻小說在文化背

景、主題、敘事風格和社會意義等方面都
存在差異，無法一概而論。「總體看，中
國和西方科幻小說客觀存在的那些差異，
都是基於其所在時代和地區文化。比如
說，清末科幻非常強調政論，積極幻想中
國變革之後的富強；而工業革命時代的西
方科幻，則一邊讚揚人類科技生產力突飛
猛進帶來的進步繁榮，也同時對這種科技
劇變導致的階級、道德等問題表達隱憂。
當代的歐美科幻受賽博朋克思潮影響較
深，大量關注科技社會下的個人困境與邊
界解構，而中國則更加重視科技理想主義
與社會現實阻力之間的摩擦矛盾。」儘管
如此，作為一種文學藝術，東西方科幻依
然存在大量超越時代、地區和文化的普遍
共性，「都以藝術化的視角，探索人類的
精神境界和未知領域，審視人類在現代社
會的科技高速發展劇變中所面對的情感與
衝突，展現跨越國家與文化的普世人文關
懷，關注科技與人類關係的互動、對未來
世界的探索以及對人類命運和存在意義的
思考。」
希望第81屆世界科幻大會在成都的完美
落幕，是東西方科幻交流旅程的另一個開
始。

1903年，魯迅將儒勒．凡爾納的《從地球

到月球》由日文翻譯為中文後，寫道：「故苟

欲彌今日譯界之缺點，導中國人群以進行，必

自科學小說始。」120多年來，中國誕生了

《貓城記》《小靈通漫遊未來》《飛向人馬

座》《三體》等多部優秀科幻作品。

10月18日至22日，第81屆世界科幻大會在

成都順利舉行，全世界的科幻迷們齊聚首，共

同暢想未來，世界科幻的聚光燈也再一次照射

在中國科幻的創造世界中。中國最早的科幻作

品可以追溯到什麼時候，又經歷了哪些發展？

東西方之間科幻交流，碰撞出了哪些火花？全

球華語科幻星雲獎創始人之一、世界華人科幻

協會副秘書長、2023年第81屆世界科幻大會

副主席、《中國科幻口述史》總策劃兼主編楊

楓認為，科幻有着巨大的魅力，而當人們在討

論科幻時，其實是在討論人類的未來和命運。

◆文：草草 綜合中新社報道

◆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創
始人之一楊楓 中新社

◆楊楓主編的《中國科
幻口述史》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