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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書店黃書店謀謀「「軟對抗軟對抗」」借借「「讀書會讀書會」」滲校園滲校園
「一拳書館」書展被取消 訛稱受「打壓」圖挑反政府情緒

香港走向由治及興新階段，社會整體安定，不過， 仍有黑暴黃絲殘餘勢

力以各種方式在暗中進行「軟對抗」。一間名為「一拳書館」的黃絲書店

過去幾年劣跡斑斑，修例風波時期更千方百計滲透校園，多次到學校舉辦

所謂「讀書會」、推介會等，企圖以軟性方式取得青年學生信任。近日，該書店還想再到一間中學舉辦

「書展」，但校方在活動開始前接到市民舉報投訴後而宣布取消。該書店隨即以一貫伎倆大肆炒作，抹黑

校方甚至污衊特區政府「打壓」書店，企圖挑起社會反政府情緒。事件讓社會響起警號。教育界人士建議

特區政府教育局及學校，加強防範此等以「文化」包裝的組織在校園及社區散播危害國家安全訊息荼毒學

生（見另稿）。 ◆文 /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張得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金文博） 對於
如何防止此等以「文化」包裝的組織在
校園及社區散播危害國家安全訊息荼毒
學生，多位香港教育界人士日前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認為，特區政府教育局
應透過改善機制，包括建立「白名單」
制度及作出專業培訓等，藉以提升教師
及學校對於國家安全風險的專業敏感
度，杜絕反中亂港訊息滲透校園。
教聯會副會長鄧飛指出，要保障青年
學生不受有毒組織的偽裝所害，讓學校
更有效作好把關工作，「機制最緊
要！」他認為，教育局可透過一直與之
合作關係緊密的包括香港學校圖書館主
任協會等專業組織，給予一些專業指
引，以及提供專業培訓課程，增強會員
判斷不同「圖書」會否危害國家安全的
專業能力，從而無論是在採購抑或與外
間團體合作時，都可以為維護國家安全

把關，「這是最直接的方法。」
此外，他提出，教育局亦可向其他關

係密切的學科專業團體提供國家安全相
關培訓，例如是中文科和英文科主任
等，培養和提升他們的專業敏感度，
「如此才可以徹底杜絕有關問題。」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
建議，教育局可以考慮為部分團體例如
針對書館、書局等建立「白名單」制度
供參考，讓學校及老師更清楚合作對象
是否妥當安全。不過他亦提到，與學校
合作的團體不止書館，「白名單」制度
未必能涵蓋所有與學校接觸的領域，因
此學校及老師等本身亦責無旁貸，在邀
請團體進入校園或讓學生接受服務前，
應該先作好基本資料搜集，清楚了解協
作對象的背景，而學校之間亦應多互通
消息，時刻提高警覺，才能更好地保護
學生。

香港文匯報記
者近日來到「一
拳書館」位於深
水埗大南街某大
廈3樓全層現場暗
訪，發現走出電
梯即見書館外貼
滿海報，需要通
過一段狹小的空
間 才 能 進 入 室
內。室內放有中
文、英文、日文
等不同類別的書
籍，其中中文書
籍以台灣出版社的書籍為主，內
容包括推理、戰爭、寵物等相關
內容。儘管館內不再售賣反中亂
港書籍，但渲染黑暴的暗示性文
宣及銷售品仍充斥在室內不顯眼
的角落之中，同時館內張貼「請
勿攝影」要求，似是為了防止自
己掛羊頭賣狗肉的行徑被曝光。
收銀處旁則安置一個秤，些許
生薑放在上面，旁邊的書架則儲
存部分小包疑似不同農作物的物
件，提供消費者兌換。
據了解，店內不提供買書折扣
優惠，但會在購物滿指定金額後
獲贈本地和台灣生產的農作物，
如有機蔬菜、茶葉等，而部分蔬
菜則由職員到附近街市購入。

靠賣書送菜作招徠
據觀察，室內面積約一千呎，
當中分隔開兩間房作為雜物間，
另外有約200呎面積被劃出一個空
間，作為包括讀書會等活動之
用，當日現場所見，約有十餘人
參加分享會，其餘人等則在附近
駐足旁聽或自行閱讀。
「被政府查牌幾次之後，書館內
已冇再看見售賣黑暴書籍。現在靠
賣書送菜作招徠，今次是送
『薑』。」有讀者日前表示，「一
拳書館」買書沒有折扣，但是購入
指定價格後，會有特定農作物作為
回贈，有部分消費者因此好奇而
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

「一拳書館」暗助黑暴劣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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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庫

「一拳學堂」辦興趣班，聘請涉暴分子
或釋囚為導師，招人付費報讀或贊助名
額，聲稱收入是幫助「手足」

辦朗讀會，讓「佔中三丑」之一的陳健
民向視障讀者朗讀自己的監獄生活

辦「閱讀監獄文學及寫信給在囚者」課
程，聲稱收取的費用在扣除「導師」費
及成本後，餘下費用全數捐助黑暴釋囚
組織「石牆花」

展示陳健民的插畫，所得收入部分資助
所謂「有心人」為囚犯贈送書籍

借場地給「言語治療師總工會」，辦
《羊村守衛者》讀書會

借場地給攬炒派釋囚邵家臻及前區議員
朱江瑋搞《坐監情緒學》新書分享會

◆店內擺放捐款箱，呼籲黃絲捐助台灣「手足」。

教育界倡設「白名單」
增學校國安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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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拳書館」社交平台聲稱原計劃在一間中學舉
辦以推理小說為主題的小型書展，惟活動被市民投訴

而取消。之後，書店方面則倒打一耙，反指事件是「對人不
對事」，暗示是受校方及政府的不公平對待，企圖挑起市民
的反政府情緒；而部分黃媒及海外黃絲KOL也藉機大肆炒
作，宣稱獨立書店被政府「打壓」。

聞「黃店」劣跡 學校紛割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調查發現，「一拳書館」自身過去「不乾
淨」，長期以各種名義博取知名度，積極滲透校園，多次以
推介書籍、讀書會、書展為名到多個學校舉辦所謂「活
動」，由於其偽裝有術，不少學校是在事後才得知該書店的
黃絲劣跡，紛紛與其割席。
據悉，曾任職教育界的店主龐一鳴是「一拳書館」創辦
人，他曾發起「一年唔幫襯大地產商」行動而獲得一定的社
會知名度。
2020年6月30日香港國安法實施，不少涉及違反國安法的
出版物紛紛從圖書館及書店下架。龐一鳴則宣稱該行為影響
所謂「言論自由」及「出版自由」，於是在深水埗開設「一
拳書館」。試業半月後，於同年10月1日正式開業。
龐在開業後接受黃絲網媒訪問時聲稱「要在賣書之外做更
多的事」，同時推薦《Blue VS. Yellow》（藍黃）一書，表
示「很多顏色的衝突，好多想像」，同時「對應返香港同世
界」，有意無意將自己的亂港思想以含蓄的方式向外界傳
達。

曾為「獨書」辦親子讀書會
龐聲稱自己參與農業的推廣，「社會應當整存去看生活，
文字是精神世界的糧食，農產是身體世界的糧食，不能只關
心一方面，為什麼不能兩邊一齊關心呢？兩個部分都值得連
接」云云，顯而易見其開設書店動機不純，別有用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資料，發現煽暴組織「言語治療師

總工會」於2020至2021年間曾印製三本分別
名為《羊村守衛者》、《羊村12勇士》
及《羊村清道夫》的兒童「繪本」，
大肆灌輸反中亂港思維以荼毒香港
兒童，系列書籍一度擺放在包括
「一拳書館」在內的18間黃絲店舖
供人免費領取。在2021年6月20日，
該「工會」亦借用「一拳書館」場地舉
辦《羊村守衛者》親子讀書會。工會5
名成員於 2021 年 7 月被警方國安處以
「涉嫌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為由拘捕，
最終罪名成立，判監19個月。該總工
會亦被政府撤銷工會登記。
2022年「一拳書館」在疫情依舊盛
行的社會環境下，罔顧市民的安危，

舉辦「清酒共飲，太宰治共讀」
活動，雖列明為私人活
動，但須繳納入場
費。警方事先收到投
訴，並派兩名警員喬

裝顧客交付共700元參與
活動。8月 26日警員到場發

現，店內沒有「安心出行」的相
關海報，亦沒有職員要求二人掃描

相關QR Code。活動由龐一鳴致辭，
隨後有職員將3支清酒倒入12個杯內提

供參加者飲用。在場共17人，包括龐一鳴、職員及參加者
等，警方在活動結束後將其拘捕，並確認該書店無申領酒
牌。
最終2023年3月29日，龐一鳴在西九龍法院承認無牌售賣

酒類及作為餐飲業務負責人沒有遵從醫務衞生局局長根據法
例第599F章第6（1）條發出的指示罪，被判罰款12,000港
元。

◆「一拳書館」送農作物招攬客
戶。

◆◆「「一拳書館一拳書館」」
東主龐一鳴東主龐一鳴

◆館內張貼「請勿攝影」要求，似為防掛羊頭賣狗
肉的行徑曝光。

◆書館內經常舉行所謂「讀書會」、推介會等。 ◆館內隨處可見一些具暗示性的文宣製品。◆書館內擺放了捐款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