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刊讀書人
20242024年年22月月55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4年2月5日（星期一）

2024年2月5日（星期一）

B7
◆責任編輯：尉瑋
◆版面設計：王建

本書收錄2023年雨果獎得主
海漄十篇中短篇作品，包括雨果
獎最佳短中篇《時空畫師》、銀
河獎最佳短篇提名獎《江之
怒》、冷湖獎中篇《走蛟》，以
及關注文物保護和氣候問題的
《盡化塔》《極北之地》等。作
者透過恢弘的想像回溯中國歷

史，將風譎雲詭的史實與現代科學結合，用古老的
傳統連接遙遠的未來，在史與幻的想像和探討中，
思考人類、文明和未來的無限可能性。

時空畫師：海漄中短篇科幻小說選
作者：海漄
出版：香港中和出版社

從前從前……有許多龍?龍族的傳說與胡說

作者：妮可拉．庫哈絲卡
譯者：張東君
繪者：妮可拉．庫哈絲卡
出版：未來出版

波蘭插畫家打造歡樂龍世
界。很久很久以前，龍和人類
曾經和睦共處、互相幫助，但
後來龍群決定要遠離人類生
活，牠們飛到雲端、潛進水
裏、鑽入地底，甚至隱形，成
為飛龍、水龍、穴龍、火

龍……還有其他你只能在童話或傳奇故事裏聽
到、卻再也看不見牠們廬山真面目的龍！
究竟龍是祥瑞的化身？邪惡的代表？還是搞笑

的生物？無論你在童話故事中聽過什麼樣的龍，
這本書將為你揭露龍的真實面貌和牠們的秘密生
活。12種龍的樣貌、428隻龍的不同姿態，超過
100個龍的陳年秘密，幽默逗趣、發「龍」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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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洛伊德小姐（上下）

作者：唐隱
出版：春天出版

丹布朗讚賞的作
家、《大唐懸疑錄》
作者唐隱全新心理懸
疑長篇。月光灑在
「逸園」斑駁的牆
上，一樁命案打破了

上海法租界的寧靜。日本伊藤企業的社長有川康介
慘死逸園，跨國公司中國區總裁李威連牽扯其中，
經過警方抽絲剝繭，與李威連相關的命案竟然不止
這一樁。1981年袁佳爺爺猝死逸園，李威連亦從命
案現場匆匆而過，是巧合還是另有苦衷？一座小徑
分岔的心靈迷宮；一宗離奇詭異的死亡案件；兩個
城市的流金歲月；三個孩子的無盡人生；真正的秘
密一直藏在心底，破碎、戰慄，又芬芳。

當初看《接棒家族》，本來還蠻有期待——電
影版有田中圭、石原聰美及永野芽郁壓陣，豈料
看下去絕不是味兒，又是一齣老掉牙的擬家族物
語。拿回小說看，發覺大同小異，想不到小說於
2019年已奪「書店大獎」，而且累計已銷出數十
萬本——那才是最令人驚訝的地方，即大家不用
再花心思，只要不斷重複老調已可成暢銷作！
事實上，今天談日本流行文本的擬家族風，已
經令人有點不好意思。流行文本中的擬家族名
作，應首推《深夜食堂》。
《深夜食堂》的成功之處，是安倍夜郎把擬家
族與家族兩端的關係作互動描寫，勾勒出時代脈
搏的變化。食堂的設計固然符合都市人漂泊無根
的美好想像，漫畫中其實多次透過不同人物的口
中，均道出一旦寂寞的時候，總想到食堂走一
趟，從而去避免自己的隻影形單。那就屬理所當
然不過的投影，也符合傳統以來所有「上京」故
事的基本特質，遠赴東京且與故鄉的家庭斷絕來
往，或多或少與追求自主人生有一定關係，於是
只好在特定空間中，透過與陌生人的親密交往從
而建立虛擬的家族幻覺。
從創作人出發，日本最炙手可熱的導演是枝裕
和，正好再三於《小偷家族》及《孩子轉運站》
探討相若命題。

好了，擬家族的主題在日本當然有社會基
礎。日本的家庭本位意識，其實是費了數十年
的「努力」，才將它一點一滴盡情破壞。客觀
條件之一，是日本的城鄉差異甚大。正因為
此，日本人一旦「上京」後，自然成為孤絕分
子，客觀條件上容易陷入無援作繭的境地。加
上日本家庭的解體，其實由七十年代的中產家
庭開始瓦解（父親長期不存，周日工作或打高
爾夫球成為定則），於是一旦蔓延開來全面崩
潰，就真正有「全民化」的基礎，影響極其深
遠。家庭崩壞，自然就需要替代品，於是對擬
家族的想像就應運而生。加上日本的志工文化
迅速萌芽生根，如311的福島核災以及熊本地震
等，我們均看到的是民間社會的迅速自救，自
然令人對此有美好的想像。
但問題是擬家族的主題已出現二十年了，總
不成仍停留在起點吧！事實上，歷年來深化提
升的作品數不勝數，就以角田光代的小說《樹
屋》為例，針對擬家族的主題作逆向書寫，過
去同類文本通常是沒有血緣關係的他者，因如
此或如彼的因由才在某時某刻聚合一起。但在
《樹屋》中，角田光代顯然想以家族史的角
度，重新去書寫一次過去所執着的母親。雖然
處理的是藤代家一族人，但在她筆下又自由自

主得好像沒有血緣的羈絆，正如良嗣的形容就
如一所「簡易旅舍」。
家族成員盡可做自己喜歡的事，談戀愛、選對
象、不上班等等，皆沒有人干涉，底線是「自己
的爛攤子自己收拾」。這正是把有血緣關係的家
族成員作「去血緣化」的一種書寫策略，背後也
道出她對「血緣」本身所指的思考疑惑，令人耳
目一新回到《接棒家族》，實在令人尷尬——所
有角色均在為任性的梨花服務，而當中出現的人
物皆是善良正直之士，一本長篇小說竟然差不多
悉數為「扁平人物」的設定，稱之為「擬家族」
官方廣告式宣傳的文本，絕對並無誇飾。
更諷刺的，這已足夠暢銷風行，那代表什麼？

其實更值得深思。

古文熱？文旅熱？
過常寶：回到歷史現場 擴大生命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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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這年頭還在談擬家族的故事？
——《接棒家族》的「不合時宜」

《接棒家族》
作者：瀨尾麻衣子
譯者：王蘊潔
出版：尖端

文：湯禎兆

過常寶主要從事先秦文學及文獻研究，出版
有《原史文化及文獻研究》《制禮作樂與

西周文獻的生成》《先秦文體及話語方式研究》
等著作十餘部，並任教育部統編教材高中《語
文》分冊主編。在過常寶看來，對古文的學習不
能只是僅僅着力於文本自身的解讀，若只滿足於
從文章內部理解課文的思想內涵，其結論有時會
不夠全面，甚至是錯誤的；古文學習應該回到歷
史文化現場，回到特定時代的價值觀念、思維方
式和文化知識。
過常寶說：「語文應當指的是語言和文化，很
多大學中文系只培養出了『語言和文學』的老
師，缺少文化的內容，語文課本中應當有『文
化』的內涵，這是應當被大家所關注的問題。」
除了本職工作的研究，過常寶目前致力於推動中
小學語文教育方面的改革，希望能夠跳出文學思
維、語文思維，而真正學會用文化的思維去學
習、去了解中國的傳統與歷史。
「尤其是高考作文，好像除了考試，對平時的
寫作用處不大。」過常寶希望能跳出原來那種寫
文章的思維，更進一步深入到文化的層面上來。
文化能夠影響自我認知、社會認知、人和自然的
關係等等。

從故事和體驗入手
「沒有人會平白無故就對某樣學科或者某個知
識點產生興趣，一定是某個故事或者某個事件、
某種體驗觸發了他。」在過常寶看來，好的故事
或體驗可以觸發興趣，是入門的一種非常好的形
式。「但是，我有了興趣也不代表我非要成為一
個專業人員，我可以針對我所喜歡的部分進行深
入的研究和學習，而沒有必要非得按照一個知識
體系來規劃。」
過常寶強調，絕大部分人其實需要的並不是知
識本身，而是這個知識所帶來的一種體驗和觸
動。「而作為專業人士，我也期待我的這些知識
能夠給大眾帶來一些觸動，從而能夠引發大家對
古文化的熱愛與愛好，這就夠了。」
因此過常寶希望大家能夠從古文的學習中，感
悟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受到傳統文化精粹的
熏陶。古文的學習，離不開傳統文化背景，更不
能丟棄文化意蘊。

領悟傳統文化中的複雜語境
對於普通讀者來說，如何跨進古文學習的門檻

呢？過常寶多年研究古文的學習，在他看來，長
期以來，中學語文課對文章的理解，一般有這樣
的順序：思想觀念、文章形式、語言技能，也包
括一些文學性特徵。這些內容都有着歷史文化的
屬性，但在具體教學中，「往往將課文看作是從
歷史長河中飄出的浪花，是獨立在空中的作品，
只強調它對於學生的教育價值，而忽視了它的歷
史文化語境。」
他舉例說，當我們學習先秦典籍時，一般都是
選一些章節或是句段形成課文。而這些課文是屬
於原著的一部分，原著或作者構成了課文的小語
境，脫離這個小語境，很有可能形成理解的偏差
或不全面。比如，內地高中課本中有《齊桓晉文
之事》一課，原文選自《孟子》。講這課時，通
常會強調孟子的王道理想和游說技巧，但這是不
夠的。《孟子》的政治理想有其人性論基礎，他
強調人性善。「如果不能從孟子的性善論觀念來
理解，則這篇課文的內涵就會大大削弱。」
「由於脫離了歷史語境，就只能孤立地對待課
文，按我們自己的思路來理解課文的內容和思
想，這不但有可能削弱文章的文化內涵，也可能
誤解文章的意思。只有找到傳統文化的邏輯，才
能在課文中領略更多的文化景致。」
比如韓愈《師說》一文，通常理解這是一篇勸

學文章，將課文的主題限定在不恥下問上，但如
果回到韓愈的時代，我們就會有三個問題：一是
當時真有所謂「恥學於師」的風氣嗎？二是所謂
「恥學於師」意味着教師的地位低嗎？三是文章
似乎講的只是成人的學習，這是為什麼？這三個
問題關係到課文的理解，關係到《師說》的意
義。
過常寶希望大家不要為了學習古文而學習，而

是能夠通過自己的思考，更好地領悟中國傳統文
化中複雜而又富有內涵的歷史觀。

近年來近年來，，文旅市場熱度不斷攀升文旅市場熱度不斷攀升，，對於傳統文化的學對於傳統文化的學

習亦掀起熱潮習亦掀起熱潮，，國風國風、、國潮成為年輕人間的討論熱話國潮成為年輕人間的討論熱話。。

對此對此，，深耕古典文學多年的著名學者過常寶表示深耕古典文學多年的著名學者過常寶表示：「：「文文

旅是文旅旅是文旅，，教育是教育教育是教育。。我並不期待我所有的聽眾都會我並不期待我所有的聽眾都會

成為專業的從業人員或者專家成為專業的從業人員或者專家，，但是我期待他們能夠從但是我期待他們能夠從

中獲得對世界的認知中獲得對世界的認知，，對自我的認知對自我的認知，，從這點來說從這點來說，，旅旅

遊和學習都是在擴大生命的寬度遊和學習都是在擴大生命的寬度。」。」日前日前，，過常寶做客過常寶做客

鄭州鄭州「「天一文化講壇天一文化講壇」，」，並針對如何學習古文等問題接並針對如何學習古文等問題接

受了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受了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他表示他表示，，不論是不論是「「古文熱古文熱」」

還是還是「「文旅熱文旅熱」，」，都是人們想要提升人生體驗感的一種都是人們想要提升人生體驗感的一種

方式方式，，因此學古文就要回到歷史文化現場因此學古文就要回到歷史文化現場，，而去旅遊就而去旅遊就

要增強互動體驗要增強互動體驗。。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劉蕊河南報道河南報道

從哈爾濱「文旅熱」這個現象來看，文化旅遊融合在一起，已經成為了很突出的現象。遊客所
期待的文化旅遊產品無外乎兩種，一種是貼合我們自身現代化的互動場景，另外一個就是讓人感
到奇異的情景，遊客們希望能夠看到一個不同於現實的世界。在這兩個世界中，遊客們要麼是期
待互動多一點，要麼就是期待得到的震撼多一點。
文旅工作就好比語文學習，如何真正從文化出發，並回歸到文化本身，仍需要經過意識自覺、理

論探索、反覆實踐的過程。在過常寶看
來，有些文旅宣傳的內容只有知識，以有
多少知識的形式來呈現。但過常寶覺得，
知識並不是唯一的價值。「人們來這裏遊
玩是為了體驗，而不是為了聽教。」
「所以我很期待有大量的藝術家能夠

加入到文旅融合的隊伍裏面來，而不僅
僅是文化專家在講文化講教育。教育是
教育，文旅是文旅。文旅它不是一個知
識教育活動，而是一種體驗性質的活
動。」

文旅熱是對深度生命體驗的期待

◆過常寶著《先秦文
體及話語方式研究》

◆過常寶著《依然舊
時明月：唐詩宋詞中
的生命和情感》

◆過常寶接受記者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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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徒百景：十六組傳技也傳心的匠人傳承故事

作者：井上理津子
譯者：劉淳
出版：大塊文化

「人生最大的幸福莫過於
能做自己喜歡的工作。」由
於工作方式多元化，現代人
受到「鑽研自己喜歡的事
物」「不當社畜」等概念吸
引，以「職人」做為人生的
職業，再次受到矚目。但
是，年輕的學徒如何進入傳

統手工藝的世界呢？本書打破過往「傳子不傳
賢」、技藝封閉不外傳的舊式工匠職人思想，收
錄十六組「非一脈單傳」的日本傳統技藝師徒故
事，不僅為您展示匠人手藝和風骨，更帶領現代
人重新思考工作的意義。

野性之境

作者：羅伯特．麥克法倫
譯者：Nakao Eki Pacidal
出版：大家

作者麥克法倫走出閉塞的劍
橋，去探尋尚存的荒野。他往
極北走，前往兇險的激流之
島，昔日僧侶隱居懺悔冥想的
地方。他露宿荒原，午夜時分
被水中石頭滾動的隆隆聲喚
醒，看到一群鹿循獸徑穿越石
楠荒原。他前往偏遠石灰岩山

谷，發現山谷已為水所淹沒，「數十株樹與自身
倒影上下相依，彷彿紙牌上的國王。」本書和
《心向群山》《故道》一同構成羅伯特．麥克法
倫的生涯代表作「地景與人心三部曲」，他施展
全套的文學本領，讓讀者跟着他打開視覺、聽
覺、觸覺，從難以言喻的荒野地景中，一一指認
出自然的神奇及神秘性，並召喚出我們面對荒野
時生出的種種——希望、喜悅、驚奇、慈悲、寧
靜、安穩——我們統稱為幸福的情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