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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閱讀 開啟智慧
第34屆香港書展7月
17日起一連7日在香港
會展中心舉行，今年書
展的主題為「影視文

學」，重點推介文學改編影視作品、
戲劇劇本、電影文化及影評作品等影
視相關文學作品及書籍。北京首次成
為香港書展主題城市，展示富有北京
歷史文化特色、新時代發展成就的各
類書籍及文創產品，亦帶點新意。
今屆香港書展同期舉行的香港運動
消閒博覽及零食世界，共吸引了760
間展商參與，所以會展中心特別熱
鬧。感覺主辦單位也特別聰明，趁改
編文學小說的影視作品成為社會熱點
之勢將書展主題定為「影視文學」，
重點推介改編成影視作品的相關文學
作品及書籍，是很貼地的做法，輕鬆
趣味性強，起碼能將害怕文字的人吸
引過來。同時又將香港運動消閒博覽
及零食世界巧妙聯接上，將經濟不景
下的書展拼湊得熱鬧些。其實這個概
念應該早就可以用，如果你有逛誠品
書店，和了解過誠品書店為什麼可以
在台灣、香港站穩陣腳就明白它不光
是賣書的書店。
事實上在網購大行其道的年代，實

體店已經被迫得奄奄一息，所以不能
再以傳統單一化模式經營，什麼體驗
式、產品多類型化等招數都要使出
來，否則書店就更加難做，因人人都
說年輕一代不愛看文字，再來個AI
潮，那誰會買書？出版業又怎樣生
存？為了吸引人買書就要想點法子，
雖然「曲線救出版業」當然未必能救
很久，但起碼給時間他們轉軌道向電

子書發展，哈哈！
聽搞展覽的人講，近年來各類展覽

會人流都比往年下降，包括上月旅遊
展人流都不復往年，書展、動漫展仍
是較旺場，所以若策略不靈活，人流
一樣會下滑。
談書展就少不了講到年輕人不愛閱
讀的問題。其實不讀書又怎能培養自
己的思考力和分析力，如果人沒有思
考力和分析力會是怎樣？是任人支配
的一種動物。儘管外界包括傳媒都視
青少年不愛文字為正常行為，但聰明
的父母一定會教導孩子愛閱讀，歌手
陳美齡（Agnes Chan）三子都是美國
史丹福大學畢業，她分享教子經驗，
其中一樣是她讓孩子出世就接觸書
本，很少買玩具，將書本當玩具般讓
兒子玩弄手中，慢慢書本就成為他們
喜愛的讀物，平日最愛和兒子一齊讀
書。反映了想子女成為優秀一族必須
要培養他們愛讀書的習慣，訓練孩子
多動腦筋，開啟智慧。科技器材只是
你學習或工作使用的工具，更何況它
都是靠人類聰明智慧研發出來的，不
要被人說你是「無腦」之人。

最美圖書館
很多香港文青都到過位
於深圳福田區市民中心的
深圳書城，或者是其它各

區的書城分店，那裏除了空間寬敞和
書種眾多，內部裝潢也別具巧思。不
知有多少人去過深圳的圖書館？
早前陪英國返港探親的女友遊深圳
多區，其中一次到東部鹽田區遊大、
小梅沙，本意在逛沙灘和觀海景，卻
無意中發現這區有多家設立於海邊、
湖邊、山邊和岸上的小巧圖書館，而
且名字也很特別，叫「聽海」、「觀
海」、「棲息」、「寶塔」等。
這些圖書館的面積都不大，大概只有
數千呎，顯然不以館藏豐富為招徠，而
以便利、舒適、接地氣而受人青睞。從
其所處的地理位置和命名可看出，這是
同時為居民和遊客開放的知識充電場。
館藏不多，很多熱門書籍和名家作品都
有，像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朱自清
的《歐遊雜記》、肖復興的《生命的平
衡》和林達的《帶一本書去巴黎》等，
還有不少時尚類和藝術品的精裝書。這
裏就像旅途中的「心靈驛站」，走累
了，可進來歇一歇，充充電。
那天，我們隨意走進位於大
梅沙附近湖心島的奧特萊斯購
物村，看到一座猶如小教堂般
的白色建築，很雅致。進去一
看，原來是被視為深圳最美的
圖書館──棲息圖書館。位於

湖邊的建築分上下兩層，樓下一側附設
「小棲茶」，提供咖啡、茶飲和小吃。
整座建築內外環境都非常優美，富於

品味。室內設計也以純白為主，風格簡
約，燈飾、窗紗別致，除了中間放置長
桌和有背皮椅外，在靠窗處特別放置小
圓桌或柔軟的皮長櫈，供人們因應需要
而選坐。除周二休息日外，中午12時
至晚上7時，免費開放，無須預約。
不但附近居民可隨時來借書、看書，
甚至拿着手提電腦坐在一角工作，遊客
也可以自由進出，坐下休息或隨意在架
子上找本書看看。如果想外借，只需掃
描一下門口的二維碼登記資料辦手續。
那天，我們兩人都為這麼寫意的環境吸
引，在寶貴的行程中，室內外放空1個
多小時，不想離去。
圖書館是很多人的成長記憶，在求學
時代，它象徵知識寶庫，是我們搜尋歷
史和探索未來的地方，肅靜而莊重。但
鹽田區這些小而精的圖書館在肅靜之
餘，卻多了一點人文味道和關懷，不但
令閱讀成為生活情趣，也令旅客感到賓
至如歸般親切和充實。

無論走進圖書館裏
「聽海」、「觀海」，
還是走進「寶塔」中
「棲息」， 都是度假
或觀光的內容。它們不
是大自然景觀，卻成為
遊客心中最美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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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可說是史無前
例的兒童災難年，所以
今年筆者年頭談「十不

願」，第一不願就是希望兒童不幸的
新聞不要在2024年出現，去年以巴衝
突傷亡士兵及平民萬多人中，兒童竟
佔四成之多，這些消失的小生命，實
在太無辜了！
可是過去這大半年，有關兒童不幸

的新聞，還擴散到國際層面，不同國
家城市兒童受難的不同慘況，還是無
日無之。
多年來埃塞俄比亞飢餓兒童的無助已
教人心痛，今日西方戰火中隨同父母奔
波受苦甚至在醫院中接受傷殘治療呻
吟的孩子，當中還有在襁褓期間不懂
說話，連痛苦部位也無法表達的，比對
之下，埃塞俄比亞飢餓兒童已令人淡忘
到近乎麻木，可見今日兒
童普遍所受的災難已嚴
重至何等程度。
幾千里外戰地和資源不
足，像荒野少數國家不
說，香港還算民豐物阜，
僥幸沒有天災戰禍的太

平地，這兩年很多生活在不同家庭環境
的兒童，原來日子也不見得好過；有因
父母婚姻不和諧不開心難以向人傾訴而
無助的；有因家庭環境轉壞受到脾氣惡
劣父母無端責難家暴的；也有因讀書
成績不如理想未得家長諒解抵受不住壓
力，或過於自責而做出傻事的……就是
家庭環境良好，在人家眼中的幸福兒
童，也有無止境追求物慾的煩惱（因為
廣告鋪天蓋地物質的誘惑實在太大了，
連成年人也招架不來，何況孩子）！
也由於今日新生代幼童，普遍營養
豐富，比前幾代特別機靈早熟，容易
令到有些父母誤以為小小年紀可以照
顧自己，外出時便放手由他們單獨自
行走路，自己則低頭查看手機，（未
成熟的粗心父母和年輕外傭最常犯此
毛病）總沒想到司機看不到身高不過

車輪的小孩身影，隨時
都可能發生意外。
日前那宗嚴重的商場
擄孩案，父母就是過分
信賴小兒在安全地方單
獨遊戲，一時掉以輕心
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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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會上與舊友聚頭，唏噓中不乏底氣。
朋友是退休公務員，年輕時儲了錢就投資
物業，幾層樓在手，退休後有可觀「收
租」，保證了生活質素。在上世紀八九十

年代的一代香港人，碰上一個好機遇，有拚搏亦有回
報，樓價翻幾倍，正如電視劇《繁花》結局一句對白，
「唯有土地與明日同在」。
朋友的租金回報從沒停過，所以感受不到樓價下行的

壓力，正當大家對樓價起跌感嘆時，她卻雲淡風輕說，
樓價總是有起有落，如果買樓不為炒賣，買樓自住或收
租，都有穩定的收入，沒有必要對樓價傷神，我們年輕
時，都是一步一腳印走上階梯的。
這使我想起了王家衛的電視劇《繁花》結局一段「電
梯」與「樓梯」的對話，可堪細味。
劇情中，外灘27號上海外貿公司的小職員「梅萍」，因
為妒忌而背後出招，令同事汪小姐失了工作，從而得罪了
汪小姐的好友「寶總」。在等電梯時，「梅萍」回應「寶
總」的指責：「在27 號（上海外貿公司），我就是那麼
不起眼、不受人注意，我就是一個爬樓梯的人，電梯不是
我這種人坐的。」說完，就捨電梯而去，走她的樓梯。
「梅萍」是個有血有肉的配角，在職場上拚個你死我活，
背後出招逼走同事固然不光彩，但現實也可以理解。「寶
總」受到啟發，對扶他上位的「爺叔」說︰「我阿寶這個
人，電梯坐得，樓梯也爬得，我都可以的。」
「樓梯論」各有不同體會。在大企業裏，少數有點背景
的人，一出道就風風光光，眾人簇擁，電梯等候，但是一
出道就坐慣了電梯，就再也沒有爬樓梯的能力了；沒有背
景的大多數，那些不起眼的小職員，只能爬他們的樓梯，
以勤奮、努力、拚搏而贏得自己的席位。「我就是一個爬
樓梯的人，電梯不是我這種人坐的」，聽來似乎有點酸自
己，但也不難感受到一股自強不息的傲氣。
如果是「寶總」那般既享受電梯服務的禮遇，也在爬
樓梯的過程中，鍛煉了體能和毅力，正正是這種磨礪，
能上能下，能屈能伸，經得起繁華，耐得住寂寞，不是
走得更遠嗎？《繁花》一劇的藝術手法見仁見智，然而
該劇留下一大堆職場與人生的金句，讓你再三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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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踏入雙數
年，我們體育迷
就會特別繁忙，
又 是 歐 洲 國 家

盃，又是奧運會的，還有林林總
總大大小小的體育賽事，簡直令
人目不暇給。歐國盃決賽於7月
14日上演，大賽告一段落的11日
後，7月26日奧運就開幕，意味
着香港球迷又要捱更抵夜去觀賞
賽事了，不知道有沒有球迷睇足
51場波呢？如此「通頂」雖然辛
苦，但相信對球迷而言也是一種
樂趣。不過另邊廂有群體育傳媒
人就真的辛苦了，因為在轉播歐
國盃的同時，亦要如火如荼地準
備轉播巴黎奧運。是次歐國盃，
筆者沒有像以前工作時好好地收
看每一場，而是「選擇性收
睇」，當中當然包括決賽西班牙
對英格蘭，結果西班牙2比1擊敗
英格蘭奪冠，第4次捧起歐洲盃獎
盃，這次勝利也象徵了西班牙後
備兵源足夠，年輕球員冒起，奪
冠是「足球勝利」，並非「功利
足球」，贏得實而不華。
今屆歐國盃在德國舉行，為歐
洲疫情之後真真正正首個洲際性
大賽，也為大會帶來24億歐元收
入，收入分別來自：轉播權、贊
助商、門票、周邊產品及社交媒
體，其中轉播版權約佔收入
60%，上一屆轉播版權收入為
11.35億歐元，而今屆則為14.4億
歐元，有3億的增長。而歐國盃以
外，德國則從300萬球迷遊客交通

酒店餐飲中賺大錢，也難怪一些
國家煞費思量亦要主辦大型體育
活動，即使活動本身可能虧蝕，
其帶來的間接收益亦不容小覷。
以全球計算，這次共有130個廣播
機構為200國家和地區直播這51
場歐國盃賽事，估計電視觀眾人
數超過50億人次。
職業病使然，每一次大賽筆者
也很關注製作方面的部署，根據歐
國盃官方資料，每場比賽均配置46
部攝影機，比上屆增加了10部，其
中33部是在場內拍攝比賽，其他攝
影機則專門拍攝周邊花絮，例如
球隊離開酒店抵達球場、球迷入場
等等畫面。攝影機種類當然是全高
清，更有多部超高速、大倍數鏡頭
等攝影機，亦有筆者最希望能再
次使用一下的 Sky-Cam 3D「飛
貓」攝影機，筆者曾於2009年香港
東亞運動會使用過，畫面效果之
美，真希望明年2025年香港協辦全
國運動會時能大派用場。
每逢有大型活動，如奧運會、
冬季奧運、世界盃、亞運、全國
運動會，甚至演唱會等等，筆者
都希望有份參與觀摩，因為每次
大型活動都有新元素投入，能寓
工作於學習永遠是件賞心樂事。
幾天後筆者將再次踏上征途，遠
赴巴黎，見證首個創新於戶外舉
行的奧運開幕禮，和多個在古代
歷史文化建築物內外舉行的體育
比賽，屆時且看巴黎如何「浪
漫」地舉行這次令人引頸以待的
巴黎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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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掉別墅，應承新業主月底
搬走。然而我一向有着極嚴重的
拖延症，搬家也不例外，大半個

月過去，才開始不緊不慢地收拾打包。
我自很小的時候就跟着父親隨他工作地
點的變動天南地北地到處搬家，到自己長
大成人後又隨生活的變化數次搬家，對搬
家已經習以為常，因為除了新家地址的改
變，每一次搬家的流程都是一樣。不一樣
的是，隨着年齡的增長，幾乎每一次搬家
的物品也都在增長，這一次增長得最多的
是滿屋的書。
最初買下對於我來說面積頗大的別墅
時，除了喜歡別墅的院子，亦是因為它能
放下我多年來陸續看過積累下來的書。因
此將客廳當作書房，做了一面大書牆，幾年
下來，除卻增加的新書，朋友也送了不少自
己收藏的書給我，書牆裝得滿滿當當，桌
面、地下亦是隨處擺放，以為此生就在此處

終老，便十分享受這滿室的書香味兒，也
滿足於在滿室書香中寫我自己的書。
直到決定日後出國與女兒同住，將別墅
賣出，往日在書海中一頁一頁徜徉的享受
便在如今一本一本地打包時變得有些許的
「難受」了。當然，對於讀書人來說，所謂
的「難受」亦是「痛並快樂着」︰在收拾的
過程裏，翻看和回味每一本書也成了另一種
享受。「痛並快樂着」的時候翻到張愛玲
的書，便想起張愛玲的搬家史。張愛玲是
歷代作家裏的「搬家狂魔」，她小時候從父
親家搬到母親家、從母親家搬到姑姑家、
從上海搬到香港、從香港搬到美國……晚年
張愛玲在給文學史家夏志清所寫的一封信裏
說：「我這幾年是上午忙着搬家，下午忙着
看病，晚上回來常常誤了公車……」有人因
此計算過，張愛玲一生搬家不少於200次。
古時的文人搬家大多也是「痛」的，
「苦」的。劉禹錫在官場潔身自好，不

願與人同流合污，被一貶再貶，半年內
搬了3次家，住房從3間減至僅能容下一
床一桌一椅的小屋時，他提筆寫下流傳
千古的《陋室銘》，表示︰「斯是陋
室，惟吾德馨。」將之刻在石碑上立於
門前以明志。陶淵明搬家後寫了《移居
二首》。」表明自身高潔的志趣。新搬
的陋室只是世俗人眼中的「苦」，於他
們而言，便是「孔子云：何陋之有？」
便是與志同道合的新鄰居間的「相思則
披衣，言笑無厭時」。
張愛玲也一樣，據夏志清回憶，她晚年

不斷搬家的過程中根本沒有傢具，只是拖
着一大堆紙袋不停地搬，到她去世時家徒
四壁，屋裏連一張寫字枱都沒有。
我亦是大屋搬小屋，所幸有許多前人做榜

樣，也不曾真的感覺「苦」，倒是覺得因此
要多讀幾遍前人的詩詞，未來能夠在愈來愈
小的屋子裏，讓自己的心變得愈來愈大。

搬家瑣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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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水青山似故鄉
看着弟弟的車子駛出社區門口，一
眨眼，匯入車流，我折身返回。我回
家只需3分鐘；而他，需要將近5小時
車程才能回家——800里之外的家：那
個地方，曾有我們共同的家。
不由得，思緒跟着回故鄉。
我們村北面有一片白樺林。初夏的

早上，我常和小夥伴們去那裏玩耍，
空氣裏瀰漫的香草味讓身體的每一
個毛孔都舒張得要呼喊。晨曦匯在一
瞬間，突然穿進樹林，亮亮地照在
樹幹上、樹葉和草葉上，光影瞬息變
換的魔術裏，多姿多彩的自然界讓我
們滿腦子驚奇。有啄木鳥「噴噴噴」
地在鵮樹，我們打跟前路過，牠看看
我們，停一下，並不飛走，繼續和樹
對話。遠處有幾隻喜鵲在激情地喳
喳大叫，我們能清楚地看到牠高高
翹起的尾羽在上下躍動。樹林西邊臨
近一條村路，瓷實逶迤的土路上，有
農民伯伯一手牽耕牛，一手背身後，
哼着梆子戲，晃悠悠去自家地裏幹農
活。輕風吹拂，莊稼一片綠海，高高
低低起舞。田邊上，高處有人家，是
玩伴二明家。他家院子裏，幾棵有年
頭的樹，杏樹、蘋果樹、桃樹、梨
樹；還有一架茂密的葡萄。井沿旁，
一大叢開蘭花花的馬蹄蓮。簡直讓人
羨慕！二明的爺爺奶奶真是有情趣，
懂得用幾株樹和幾叢花，把塞北苦
寒之地的清貧日子，妝點得有了些詩
情畫意。怎麼我爺爺奶奶不給我們留
下一些可以攀爬和摘果子的樹，樹上
綻放一些像小仙女一樣美麗的花？我

家院裏有棵杏樹，是後來我父親種
的，樹長了好幾年，沒等到它結下杏
子時，我已經出嫁了。
……時光如飛，我離開故鄉已20
多年。
弟弟這次是去忻州送他女兒返

校。放下閨女，他又駕車1小時，來
看我。我們已經走在奔五的路上，不
再年輕。說起來讓人唏噓。我們的父
母像土地上的莊稼，一生辛勞，終究
也化身為莊稼，被土地收割，滋養着
我家位於村南的那幾畝玉米地。曾
經，我們一家人在這片養育我們生命
的熱土上春種秋收，跌落的瓣瓣汗珠
融入土地。親親的土地，一定能分清
哪一滴是大人的，哪一滴是孩子的。
幾十年後，當我們在自家地裏的那兩
座墳前，點上香燭祭拜時，天地依
然，田野依然，春花秋月依然。只
是，站在地上的人再也沒有機會和睡
在地下的親人對話。土地上有我們親
人的體溫，太想俯身擁抱。土地面
前，似乎怎樣多情都不為過。故土是
慈母，會包容和接受遊子情感的濃
度。
見到弟弟，我內心歡喜得浪潮洶湧。
在這個世上，我們彼此溫暖着，多好！
他帶了一堆東西來：糖餅，小米，苦
蕎；苦菜，嫩楊葉，灰灰菜——這些都
是我故鄉的特產。楊葉是楊樹初芽時爬
上樹捋的；灰灰菜羊吃，人也能吃。弟
弟一樣一樣拿出來，擺開，像是給姐姐
把她想念的村莊一起搬來。
我們 一起去太原食品街逛。明清

建築，青灰色石板路，一代代走過了
無數人；飛樑斗拱，酒肆飯館，見證
着世間繁華。全國各地特色小吃匯聚
於此，老老少少男男女女聞着食物的
名氣和味道蜂擁而至。食色性也，自
古皆然。
食品街一家銀匠老店，傳承百年，
遊人一撥一撥進入。古色古香的陳
設，櫃櫥裏各式銀飾銀具，每件都獨
一無二，是店裏的老銀匠，叮叮噹噹
打磨，一筆一筆刻花雕出。每件，都
代表和傳遞愛。弟弟在一款雕有魚兒
的手鐲跟前停下，細細端詳。突然，
他手機響，是他妻。他對着手機溫柔
低語：「已平安到太原，在和姐姐逛
街。」隨後，掛電話。他果斷買下那
個魚兒形狀的銀鐲，讓銀匠在背面刻
字「萍萍平安」，他要給他妻一個驚
喜。想到他妻收到禮物的那一刻，一
定會覺得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
我莫名有些感動：在匆忙的生活中，
總可劈開一方寧靜，讓我們找到自
己，與靈魂對話，並可在細微的行動
中，感悟出誰是我們生命中重要的
人。歲月經年，我們也能夠在收穫和
付出中活得更通透，珍惜眼前，珍惜
擁有。
昨夜，他在我家住了一夜，只為養

足精神，開好今天回家這5小時的車
程。匆匆忙忙，如風從故鄉來。卻足
夠我和故鄉於身心間、唇齒間，溫存
許久。咬一口糖大餅，就着一口嫩楊
葉，喝下一碗小米粥，故鄉的氣息暖
暖，在全身開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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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的場面！ 作者供圖

◆棲息圖書館。作者供圖

◆一名觀眾在北京主題展區體驗拓
印技藝。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