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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金庸（珍藏套裝）
作者：邱健恩
出版：中華書局(香港)

紀念金庸百歲誕辰限
量推出，一次收錄三冊
「何以金庸」系列，從
文本到衍生、從版本學
到影視文化、從人物情
節剖析，無論是入門抑
或進階「金迷」，皆有
所得。套裝更附送罕見
的上世紀六十年代金庸
武俠小說漫畫《射鵰英

雄傳》、《倚天屠龍記》及《天龍八部》，加上
三冊《何以金庸》本身自帶的漫畫《碧血劍》、
《武俠世界》及謝賢南紅版《神鵰俠侶》電影小
說，帶給「金迷」極致懷舊的視角享受。亦附送
多款新舊公仔紙，包括：Q版金庸群俠、雲君所
繪金庸小說場景，以及六十年代復刻漫畫金庸人
物，重執兒時樂趣，妙不可言。

亡命：梁啟超1898—1903
作者：許知遠
出版：香港中和出版

本卷講述走向世界的梁啟
超。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
超被迫流亡海外，也因此得
到了從世界視角反觀中國的
機會。創建《清議報》《新
民叢報》，馬不停蹄地拜訪
會晤、演講募捐，從日本、
夏威夷、新加坡到澳大利
亞、北美，塑就了一股值得
期待的政治力量。這期間他
的思想逐漸脫離康有為，獲

得智識上的獨立，走到了思想成熟的關鍵時刻。

薩哈林島：契訶夫旅行札記
作者：安東．契訶夫
譯者：鄢定嘉
出版：麥田

首部從俄文翻譯的繁
體中文版，完整呈現契
訶夫原著原貌。1890年7
月，契訶夫踏上薩哈林
島，在島上待了三個多
月。他每日早起造訪當
地苦役犯與流放犯，對
島上進行田野調查，共
計普查了上萬名居民和
犯人。他一一詳實記

錄，1895年結集出版《薩哈林島》。他不僅介紹
島嶼歷史、地理位置與氣候形態、少數民族的性
格特徵和生活方式；更運用社會學方法，記錄監
獄體制和囚犯居住、工作空間，以及親眼目睹的
鞭刑場景。契訶夫眼中的薩哈林是地獄般的黑暗
世界，充斥着暴力、貧困、性剝削。他以文學家
的犀利之眼，調查報道記者之筆，呈現了俄羅斯
帝國刑罰殖民歷程中令人震撼的一面。

如前所述：三島屋奇異百物語八
作者：宮部美幸
譯者：高詹燦
出版：獨步文化

宮部美幸「最接近創
作原點」的生涯寫作計
劃，「三島屋奇異百物
語」系列迎來轉折點。
江戶的人氣提袋店「三
島屋」，私下舉辦奇特
的百物語活動，邀請人
們來到「黑白之間」，
不點燃或吹熄蠟燭，一
次只說一個故事，並嚴

守「說完就忘，聽過就忘」的原則。如今擔任聆
聽者的是店主次子富次郎。吞下詛咒的少年、癡
戀人類的水神、死者復活的村子──不可思議的
三段經歷，凝鍊出生死夾縫中的動人故事。百物
語即將休止，宮部美幸送上的故事卻都離幸福很
遙遠，重啟人生會有所不同嗎？俯瞰故事的你，
或許會發現另一種可能……

「拜託你了，讓我工作吧。」
作者：手塚治虫、松谷孝征
譯者：嚴敏捷
出版：商周出版

擁有十萬馬力的少年
機 器 人 《 原 子 小 金
剛》、 第一部以醫生為
主角的兒童漫畫《怪醫
黑傑克》、史詩巨作
《火之鳥》、《森林大
帝》、《佛陀》、《三
眼神童》、《多羅羅》
……手塚治虫在漫畫界
有着無法撼動的地位。

他擁有把知識轉化為創作的能力，生活是他的題
材，人性是他的依歸，熱情是他的燃料，和平反
戰是他的使命，他深知繪畫具有「超越語言的表
現力量」，始終保持赤子之心，直到過世前都不
斷挑戰各種極限。本書集結手塚治虫的生活片段
與創作軌跡，包含與擔任他經紀人十六年的松谷
孝征之間的日常對話，呈現他的生命能量。

「2025年故宮日曆」系列發布

「故宮日曆」累計發行已近600萬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2025年故宮日曆」發布會日前在故宮博物院
舉行。今次發布的「2025年故宮日曆」系列充
分利用故宮博物院優秀專家資源，創新推出了
以生肖、百件精品文物、百年建院歷史為主題
的《故宮日曆．2025年》及《故宮日曆．漢英
對照版．2025年》，以書畫作品為主題的《故
宮日曆：書畫版．2025年》，以文物故事為特
色的《故宮日曆．2025年．童真版》，作為故
宮博物院建院100周年特別奉獻。
文化和旅遊部黨組成員、故宮博物院院長王
旭東表示，近年來，故宮獨具特色的公共文化
服務產品不斷走進大眾視野：如系列學術講
座、各類特色公益活動，以及故宮眾多優秀展
覽和各類優秀出版物……其中「故宮日曆」就
是傳承弘揚故宮承載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
要載體和鮮活案例。「故宮日曆」將持續守正
創新，讓日曆所展現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更好
走入大眾生活中。
據悉，「故宮日曆」已經成為故宮博物院的

一張文化名片，也是故宮出版社的代表出版
物，已連續出版16年，累計發行近600萬冊。

「金蛇騰萬里，百載正風華」
2025年，乙巳年，生肖蛇，適逢故宮博物院
建院100周年。故宮出版社社長果美俠介紹，
《故宮日曆．2025年》以生肖蛇、百件精品文
物、百年建院歷史為主題，展現「金蛇騰萬
里，百載正風華」的蓬勃氣象。日曆封面圖案
來自故宮欽安殿紙本神像畫局部，纏繞於馬天
君右手所持槍上的靈蛇，迎新納吉，富於活
力。封面顏色採用土黃色，呼應《故宮日曆．
2024年》使用的明黃色，表達祥龍舞紫禁、瑞
蛇騰萬里的延續之意。
《故宮日曆．2025年》共收錄31件蛇文物圖
片：如漢代的雙蛇紋方磚、唐代的伏羲女

媧像、清代的掐絲琺琅花卉紋甪端蛇形香薰
等，是了解故宮博物院所藏相關蛇文物的文化
手冊。
果美俠表示，作為故宮博物院建院100周年特

別奉獻，《故宮日曆．2025年》還聚焦了院藏
精品文物、院史等方面內容。一百年來，故宮
人悉心守護國寶，傳承五千年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這些在《故宮日曆．2025年》中都有生動
呈現。
日曆十二個月主題分別為：靈蛇獻瑞、上古

瑰寶、晉唐氣韻、盛唐氣象、大宋風雅、宋韻
流芳、元明珍賞、明清繁華、清代華章、篳路
藍縷、匠心守護、盛世琳琅。

融入科技元素 讓文物「活起來」
《故宮日曆．2025年》的另一大特色是與科
技手段相結合，把AR技術運用到日曆中，讓日
曆中的文物「活起來」，給讀者觀感帶來全新
體驗，閱讀紙質書的同時還可欣賞線上數字日
曆。
《故宮日曆：書畫版．2025年》從故宮博物
院珍藏的近16萬件（套）書畫藏品中，精選近
400件山水樓閣書畫作品，以「北地風光」「畫
裏樓台」「蘇吳勝景」「書齋逸興」作為四季
主題，每日展現的書畫作品，深入淺出而又全

面地解析與作品相關的歷史和文化知識。長卷
圖採用通欄設計，利於觀賞，留白處方便書寫
記事。這既是一本日曆，也是一張流動的畫
卷、一本微型的字帖，更是一部中國傳統書畫
小詞典。
書畫版日曆還採用了特殊印刷工藝，為四季

主題定製了獨特的主題香味，藏於特定的書頁
中，並參照中國傳統色中的茜紅、䌦色、黃栗
留、孔雀藍，分別與四季主題搭配，展現傳統
中國畫的獨特魅力。
《故宮日曆．2025年．童真版》則為喜愛故

宮、心懷童真的讀者準備了一個以「文物和色
彩」為主題的「時光寶盒」。寶盒內有可置於
書桌上的日曆書刊盒，還有一個「尋色寶
盒」。踐行環保節儉的理念，紅色的寶盒外殼
設計成了可再利用的「摺紙小遊戲」，讀者可
將外殼一步步地「變成」一條可愛的小萌蛇。
為幫助讀者將閱讀和實踐相結合，「尋色寶

盒」中配備了四大創作玩法，分別為：可探索
配色原理的「中國傳統色示意色輪」，200片可
黏貼「萌蛇綵衣」的日曆色片，可記錄日常觀
察色彩心得的「萌蛇手賬」，以及1,000片可用
於創作「童真色彩」中國傳統色畫卷的彩色貼
紙和配套已勾勒出故宮太和殿基礎線條的拼貼
畫底板。

●《故宮日曆．2025年》 ●《故宮日曆．2025年．童真版》 江鑫嫻攝

《建築倫理學》偏向於現實批判，由五篇小說
集合而成，主要人物都是女性，回鄉給母

親蓋房的萬紫，開夫妻店的老闆娘，保護低智女
兒的那位母親，善良的女司機，堅韌偉大的妹妹
薔薇。通過描寫一系列的矛盾衝突，反映當下社
會女性面臨的生存困境。《別人家的西瓜更甜》
屬於治癒系散文繪本，由多篇小散文和作者手繪
畫作構成，描繪已逝的故鄉和童年，直抒胸臆，
表達對童年與家鄉的懷念。

痛苦賦予創作靈感
盛可以的創作思路猶如一條蜿蜒流淌的河流，
源自生活的點滴感悟，匯聚成深刻的主題和豐富
的情節。她以自身的真實經歷為基石，將對鄉村
生活的觀察和對人性的思考融入作品之中。在
《建築倫理學》中，通過萬紫等多位女性角色的
遭遇，揭示社會現實中女性所面臨的種種困境，
展現了她對社會問題的敏銳洞察力和批判精神。
同時，她以細膩的情感和獨特的視角描繪故鄉的
變遷與童年的回憶，在《別人家的西瓜更甜》中
傳遞出對逝去美好事物的懷念與珍惜。這種從現
實生活中汲取靈感，通過文學藝術的形式進行表
達和升華的創作思路，使她的作品具有強烈的感
染力。
盛可以懷揣着一顆「糍粑心」，對親情、對家
鄉充滿着熱愛。與小說中的主人公萬紫一樣，當
聽到母親在電話中提及老房子漏雨以及別人家蓋
新房的事情後，她決定為母親在家鄉建造一棟新
房。這不僅是一段生活經歷，更是她《建築倫理
學》主篇的靈感來源。《別人家的西瓜更甜》的
創作則是源於盛可以對故鄉的傷感與絕望。當覺
得家鄉離自己記憶裏的樣子越來越遠時，她選擇
拿起畫筆，在紙上留下自己童年的美好。

建房子是痛苦的畫畫是治癒的
在小說《建築倫理學》主篇中，主人公萬紫的
經歷就是盛可以本人的經歷。她親歷親為，參與
鄉村建築，因為盛可以對建築有着獨特的見解，
她表示：「我無法忍受粗鄙的建築，不能容忍醜

陋的事物。」因此，她親自參與設計和監工每一
個環節。而據盛可以介紹，《別人家的西瓜更
甜》裏紮小辮、戴紅花，穿綠褲的小女孩就是她
自己，裏面的每個人物都是真實存在的。
返鄉建房這件事使盛可以陷入了鄉村倫理的困

境，她認為，對於女性而言，返鄉建房所面臨的
問題更為複雜，會遭受各種質疑和誤解。不出所
料，建築過程中施工隊的偷工減料和不講章法，
讓她在蓋房過程中遭遇諸多困難，建房子的過程
宛如一次「生死考驗」。盛可以坦言：「建築的
過程，就像回城的知識女性，像公牛闖進瓷器
店，掉進鄉村倫理的沼澤，碰撞衝突之後滿地狼
藉，各種情緒和悲傷鬱結在
心中。」對於作家來說，寫
作是梳理和釋放情緒的過
程，通過寫作，將建房過程
中的情緒和衝突盡情地發洩
出來。
如果說建房是痛苦的、壓

抑的，那麼畫畫就是一種療
癒。盛可以表示，自己完全
沒有進行過系統學習，她第
一次拿起畫筆時，就感覺到
手裏的線條能夠契合腦海中

的想像，這讓她既訝異又欣喜。她更是直言：
「當畫家比當作家要幸福，因為很快就能看到創
作成果，畫完放在家裏，隨時瞄上一眼，便能立
刻感受到色彩繪畫帶來的快樂。」《別人家的西
瓜更甜》這本書最初只有小畫，2013年，故鄉的
古橋被挖重修，小黑狗奧巴馬被毒死，村裏不斷
有癌症患者死去，這些事情讓她內心痛苦不堪。
於是，她無意間拿起畫筆，描繪出小狗奧巴馬與
故鄉的畫面，從而找到了創作的主題，即繪畫遠
去的故鄉與童年，以及那些逝去的美好事物。後
來因其繪畫情感真摯天真，獲得了朋友們的喜愛
和鼓勵，她為小畫配文連載，逐漸積累成一本
書，充滿了治癒的力量。

現實無法改變只有文字留下美好
《建築倫理學》中萬紫的結局戛然而止，盛可
以認為這是現實和文學的理想結果，能給讀者留
下想像空間。對她自己而言，這樣的結局也意味
着停止精神損耗，結束現實中的困擾。
現在的鄉村生活與《別人家的西瓜更甜》中描

繪的記憶中的鄉村生活大相徑庭，「到處是無人
居住的空房子、爛房子，很少看到年輕人，也沒
有成群結隊放學的小孩嘰嘰喳喳路過屋門口。很
難看見有人在村裏走來走去。」盛可以說，現實
無法改變，只能用畫作來留下美好，是最好的結
果。
盛可以告訴記者，兩本小說的題目都有經過後

期修改。從《建築》到《建築倫
理學》，更加貼近文章內容，重
點突出在倫理，包括家庭倫理、
親情關係，修改的題目都是更加
契合內容的。盛可以說：「小說
題目應該不是為讀者取的，如果
標題與小說內容契合，在一部作
品的完成度上加分，那麼似乎就
沒什麼可擔心的了。」從《懷鄉
書》到《別人家的西瓜更甜》，
童趣感增強，與以往作品相比，
更加治癒。

文學創作的過程，讓盛可以不斷地回憶
當初的痛苦經歷，感覺會陷入其中。她說：「作
品完成之後，每次打開書，隨便從哪個節點開
始，我都能看得熱淚盈眶，也看到許多讀者讀到
氣憤與『淚奔』。當更多的讀者為這本書感到心
靈顫抖時，我覺得一切都獲得了回報，這是文學
的饋贈。」
透過這兩部作品，她用文字構建了一個豐富多

彩的中國式家庭、中國式鄉村，讓讀者在閱讀中
感受到生活的酸甜苦辣和人性的溫暖與複雜。
盛可以的寫作風格多樣，她的很多小說關注女

性生存和精神困境，女主人公具有強烈的女性意
識和豐富的內心世界。她希望通過對這些人物的
描寫，展現女性的不屈、寬容和悲憫，同時反映
出社會中女性價值被抹殺和被忽視的現狀。
針對當下融媒體時代文學的發展，盛可以認為

自己的寫作更專注於文學傳統和內心表
達，不太受科技影響。她測試過AI的小說寫作
水平，並直言：「看到AI的寫作結果，我會露
出人類自信的微笑。」
她堅信文學的內核不會改變，寫作是個人的，
是面向內心的表達。她就像口渴之人伏在水潭
邊，掠去水中浮物，掬上一口清水，按照自己的
想法進行創作。

盛可以：
作家盛可以憑藉《建築倫理學》與《別人家的西瓜更甜》兩部作品吸引了眾多讀者的目

光。這兩部作品宛如兩面鏡子，一面映照出鄉村現實的冷峻，一面折射出童年故鄉的溫

暖，共同展現了盛可以對鄉村生活的深刻洞察和對人性的獨特理解。盛可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記者專訪表示，書中的主人公原型就是自己，「每一個毛孔都是真實的，寫作是自己梳

理和釋放情緒的過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 實習生楊玉涵

文學是饋贈 值得永遠熱愛

●《建築倫理學》與《別人家的西瓜更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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