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玩童」鄧予立：

鄧予立在接受香港文匯報獨家專訪時表示，
《老玩童遊意大利三部曲》是其已出版20部

博文集中字數最多的一部。「在歷史長河中，作
為歐洲古國，意大利跟中國有很多相似之處。光
靠這本書的20多萬字，並不能表達出整個意大利
的歷史和文化藝術。」
《老玩童遊意大利三部曲》博文集的首部曲涵
蓋北意重鎮米蘭、威尼斯及其周邊地區；第二部
曲重點為中北意的都靈、羅馬、佛羅倫薩、波隆
那一帶；第三部曲則介紹亞洲人較少前往、但同
樣精彩好玩的南意大利與離島。鄧予立直言，這
本書並非旅遊攻略，而是借旅遊之形式，傳遞出
其對意大利歷史文化的感悟。
自2020年7月至2023年2月，在疫情陰霾不時

籠罩的三年間，鄧予立暢遊意大利累計超過100多
天。他不僅遊歷了意大利全國二十個大區裏的重
要代表城市，更包括許多鮮為遊客所知的城鎮。
「突如其來的疫情使我一度滯留在外地無法返
回香港，長達三百多天。但也『因禍得福』，讓
我趁機深度旅遊歐洲幾個國家，特別是瑞士、意
大利和英國。最大的感受，莫過於景色依舊，環
境卻截然不同。在疫情的無情肆虐下，各國、各

城市採取不同的封城封區等防疫措施，一時間，
平日熱鬧的大街小巷、擠滿旅客的熱門景點，變
成了寂靜無聲、旅客寥寥可數的淒涼景況。」
鄧予立笑言，自己「包場」過聖馬可廣場，也
曾是貢多拉上的唯一遊客。「像在小鎮阿爾巴，
我碰到當地一年一度的白松露節。以往全歐洲的
採購商都會湧入小鎮，但疫情之下，我能很從容
地和當地人攀談。」無意中享受到「疫行」之樂
趣，讓他有機會深度融入當地，看到一個不一樣
的意大利，成就了筆觸下的獨特視角。

心繫祖國的大好河山
縱覽大千世界，風景這邊獨好。遍遊海外的鄧
予立，心中始終對祖國的大好河山魂牽夢繞。
「如果說遊歷其他國家是一種新鮮感、探索感，
那遊歷祖國則是一種歸屬感、親切感。」在此前
出版的《老玩童西藏自駕遊》中，鄧予立向讀者
呈現出不一樣的雪域高原。儘管已74歲高齡，但
他仍計劃明年走一次墨脫公路和獨庫公路，彌補
西部高原行的遺憾。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鄧予立認為，讀書、旅
遊、寫作三者相輔相成。「旅遊首先要做準備，
了解目的地的歷史背景、特色景點，當地有什麼
故事可以挖掘，這些都需要讀書才能獲知。旅遊
時，可以訪問當地人，確認書中所寫。當然也可
能與現實不一致，或書中並無記載，此時你便可
探究其中緣由，寫作成書補充大家的認知。」鄧
予立舉例，法國南部各小鎮中心之所以都有水
池，原本是婦女洗衣場所，且附近常有烤麵包火
爐，久而久之成為小鎮居民聚集地，進而化身為
鎮中心。「像這些內容書上都沒有，需要在當地
問過才知道。」
至於寫作過程，鄧予立表示，首當其衝就是要
反覆查閱、核對史實。「像寫羅馬，我要用到
《羅馬假日》這部電影做藍本。結合影片中出現

的景點、建築，背後蘊含的歷史文化以及我置身
其中的感悟，方能最終構建出羅馬這一篇章。」
繼意大利三部曲出版後，鄧予立還向記者透露

出下一部新作訊息。「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
恰巧我離開香港，旅遊海外的第一個國家就是法
國。目前我正在寫遊歷法國的見聞感悟，已經完
成13萬字的創作。第一冊《情迷巴黎》（暫定
名）的繁體中文版，預計今年12月就將出版。」

寫作要從不自滿開始
「寫作要從不自滿開始，每一本書都是一個新

的開始。每一本書都要擺脫原來的固有模式，只
有改變風格實現自我突破，才能吸引讀者興
趣。」迄今已出版20本圖書的鄧予立，建議年輕
人要多閱讀。「只有先充實自己的頭腦，才有可
能寫得更好。」
儘管當前信息碎片化嚴重，短視頻產品衝擊加

劇，但鄧予立認為這並不會阻礙實體書市場的發
展。「實體書有實體書的功用。電子化雖然方便
年輕人閱讀，但對上年紀的人可能並不適合。」
「閱讀有百利無一害，有助於年輕人提高自己

對世界的認知。」鄧予立並不反對年輕人用不同
的方式閱讀，但他同時希望，能從諸如短視頻碎
片化、片面化的閱讀中擺脫出來，追求完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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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醫與殺人魔
作者：愛蓮娜．厄克特
譯者：蘇瑩文
出版：春天

專業法醫暨排名榜首的
Podcast《病態：真實犯
罪》主持人愛蓮娜．厄克
特首部小說，入選亞馬遜
年度選書。法醫病理學家
蘭恩下車走進悶熱的夜色
中。她眨着眼摒除睡意，
心想，如果罪犯能至少兩
三個月不要在半夜兩點犯
案就好了──這意味着她

可以最大限度地幫助解決犯罪，而不是放棄自己的
個人生活。但在路易斯安那州的高溫中工作多年
後，已經沒有她解決不了的問題了。然而這次蘭恩
遇上了對手──熱衷醫學實驗、手法一絲不苟的殺
人魔一再犯案，甚至刻意在被害者屍體留下一宗謀
殺案的預告線索。這是對蘭恩下的戰帖，法醫病理
學家與連續殺人魔的正面對決就此展開……

黑暗昭昭
作者：威廉．高汀
譯者：馮郁庭
出版：高寶

《蒼蠅王》諾貝爾文學
獎得主、《時代雜誌》評
選為最偉大50名英國作家
之一的威廉．高汀描寫人
性黑暗的極致之作，首次
推出繁體中文版。那年的
倫敦飽受戰火摧殘，街道
滿目瘡痍。在轟炸機的轟
鳴聲逐漸遠離之時，顫動
的火光中浮現一個嬌小的

人影—一個小男孩奇跡般倖存，然而他從此傷
殘。孿生姊妹蘇菲與托妮生活在衣食無缺的家
庭，然而蘇菲的內心深處卻彷彿住着另一個
人，渴望將黑暗帶入光明的世界，擾亂平靜。
她摒棄社會規範，恣意妄為，逐漸沉淪於性與
暴力。隨着一樁瘋狂陰謀的展開，另一場無情
的大火即將點燃，將他們的命運交織在一
起……

身體要你動
作者：凱利．史達雷、茱麗葉．史達雷
譯者：鄭勝得

出版：大家
本書不是關於運動，而是

幫助你發現，在人體的長遠
運作上，日常活動方式的影
響比健身還要根本。本書提
出的十項「生命徵象」檢測
環環相扣，讓你能掌握人體
完整的機能。當你的氣吸得
不夠深，很可能就導致肩頸

僵硬，導致你更不喜歡站立、走動，再導致髖部周
邊肌肉僵緊無力、身體左右側失衡，埋下日後上下
車都很吃力，甚至一連串扭傷、拉傷、骨折的伏
筆。反之，當你從本書的十項身體練習中任選其中
一項開始練習，例如，每天坐在客廳看電視時，利
用各種特殊坐姿做髖關節鬆動術，或搭配書中的呼
吸技巧走八千步，就能開始啟動一連串正向循環。

世界的詞彙是森林
作者：娥蘇拉．勒瑰恩
譯者：黃彥霖
出版：木馬

1973年雨果獎最佳中篇小
說，「地海六部曲」作者勒瑰
恩，獻給理想國度之作。人類
到來後，賽伏的星球不再是淨
土。在他的族語中，「森林」
等同於「世界」。森林被無情
砍伐，就像世界末日。他的族
群向來主張和平，然而，殺戮
的念頭像是突變在他體內滋
長。《世界的詞彙是森林》出

版於勒瑰恩的知名科幻作品《黑暗的左手》、《一
無所有》之間。呈現作者長期關懷的議題：反殖
民、反霸權。時值越戰，面對「人殺人」的痛苦與
質疑，都是書寫的契機。勒瑰恩也自陳，人類以經
濟為由，無止境剝削大自然，讓她懷着迫切的心情
寫下這個故事。

不可思議的貓妖生活曆
作者：石黑亞矢子
譯者：張克柔
出版：遠流

第一陣春風吹來了，新
的一年就從二月二十二日
的「貓又嘉年華」揭開序
幕。百花盛開的時節，要
不要出門去野餐呢？新年
的喜悅、祭典的樂趣、入
學與畢業的光彩時刻，還
有 季 節 遞 嬗 的 微 妙 變
化……日本知名畫家石黑

亞矢子，帶領我們用貓妖視角來看待人間歲時，彷
彿為每一個時序節慶注入了最深刻的儀式感。圖像
中還隱藏了各式各樣的小驚喜──老是掉東西的迷
糊小貓妖、在「情貓節」告白的貓少女、偶像等級
的「咪之山」相撲力士，你都找到了嗎？

司衛平長篇歷史小說《衣冠南渡》的深刻啟示
在洛陽市召開「第三十三屆世界客家人大
會」之際，洛陽市作家司衛平寫永嘉衣冠南渡
的歷史小說《衣冠南渡》出版了。小說在遵守
歷史史實基礎上，描寫了西晉末年的「永嘉之
亂」，以石勒為代表的北方少數民族武裝，肆
虐中原；同時，王導利用朝中族兄大司馬王衍
和大司徒司馬越的關係，籌謀運作，求得琅琊
王司馬睿的外封，然後攜琅琊王氏一族和司馬
睿王府的親族、門客、部曲近萬人，躲避戰亂
渡江進入南京；中原士族等臣民相隨南逃，王
導依賴南渡的北方士族，團結江東豪強，協助
司馬睿在南京定都，建立了東晉政權，中國歷
史進入南北朝時期。中原漢族的先進文化和生
產科技在江南得以推廣和發展，也形成了具有
鮮明傳統的客家族群。
作者常年居住河洛地區，深諳中原歷史，對
河洛文化也一往情深。此前的《洛陽鏟》《詩
鬼李賀》等多部長篇，以精彩的敘事、生動的
人物形象，抒寫了河洛大地上的歷史故事。
《衣冠南渡》繼往開來，描寫的歷史畫卷更加
宏闊，敘事主線明晰，錯綜複雜的歷史人物關
係梳理得一目了然，塑造的形象鮮明生動。
作者對歷史事件有深刻領悟，把握各條線索
高屋建瓴，敘事語言詼諧生動，河洛俗語和雅
俗共賞的比擬，親切且富有表現力。如描寫被
抓進鄴城、驚恐萬狀的司馬睿，在王導勸說他
南下時，「他知道，王導所做的一切，對當下
的自己來講，已經沒有虧不虧之說。乞得一塊
饃，哪還能計較好吃不好吃，頂飢就行。」想
着多人覬覦的江東，王導安慰司馬睿的語言：
「他們都帶着煮肉的一口鍋，我們卻帶着舀肉
的勺子，誰先吃到口裏還未可知。」司馬睿和
王導離開封國的場面描寫也很精彩：「這是他

們數代人摸爬滾打的熱土，早已經習慣了這裏
的氣息、寒暑、水土和人情世故。這裏埋葬着
自家的先人，這裏孕育着他們的希望，他們有
着難以言說的無奈、不忍和不捨。故土難離
呀，流離失所是他們內心的擔憂，背井離鄉是
眼下的惆悵，誰不為黑黢黢的前路黯然神
傷？」詩化語言表達深沉的情感。描寫南渡至
長江岸邊，卞壺、王曠、王導和司馬睿夜飲的
場面和初到建鄴城的情景也很精彩。
錯綜複雜的人物關係，在亂局中的各類人物

個性特徵，都得到了生動的表現。王導與司馬
睿多處對話把君臣之禮、髮小之情，表達得恰
到好處。王導的沉穩機智、思考縝密、真誠熱
心而又老謀深算，王曠的忠心耿耿但冒進不冷
靜，鮮明的個性形象無不躍然紙上。寫王導面
對王衍誤解他爭功討封，頓生厭惡王衍等處的
心理描寫，也惟妙深刻。
作者冷靜客觀的歷史敘事，蘊含着對時局混

亂、百姓遭殃的深切同情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深
刻思考。如借王導南渡前在已經廢棄的金谷園
前感慨：「這裏的人，曾經窮奢極侈、暴佚淫
逸、醉生夢死；這座城，曾經人物豐茂、富麗
堂皇、君臨天下，可如今再無好模樣。」至於
「君昏臣劣，糊塗至此的晉王朝，怎不叫仇者
快親者痛呢？」更是直接的批評。小說描寫洛
陽城破，石勒抓到王衍，處死他前問道：「王
衍？ 你也是聞名天下呀。聽說你談經論道，有
一張好嘴皮和好腦瓜子。」王衍含糊道：「在
下只是喜歡清談罷了。」石勒微微一笑，道：
「你能否當面給我清談一番，讓我也長長見
識。」然後王衍真的清談起來，言語極盡諂媚
之能事，卑躬屈膝、毫無氣節的醜態畢露。
「看殺衛玠」一節，寫以清談聞名的衛玠，逃

到江南活命，但因清談時被圍觀而死，又是一
個對清談的極大嘲諷。
小說描寫叛軍殺人放火，如狼似虎，致使以

洛陽為中心的中原地區經濟崩潰，流民塞道；
洛陽城被攻陷後，皇帝被捉，皇宮后妃淪落為
奴，匈奴軍焚宮屠城；人相食，白骨露於野的
慘劇，讓讀者不禁也對歷史發出同樣的思考：
魏晉時期的思想變化為清談提供了土壤，而動
盪的社會和黑暗的政治則為清談創造了條件；
玄虛的清談，導致士風敗壞，內亂叢生，邊境
遊牧民族乘機入侵。身兼朝廷要職的王衍，
「高談莊老，說空終日」。當時的東晉士人，
已經將亡國之罪歸咎於清談，並對清談引發的
任誕放達進行檢討。王羲之就對魏晉時代風流
名士的清談風尚，稱之為「虛談廢務，浮文妨
要，恐非當今所宜」。東晉以後，歷代均有從
儒家立場出發對清談引發的浮華風氣加以指責
的文人學者。300多年前，顧炎武先生也批判兩
晉亡於清談。
《衣冠南渡》以生動的歷史畫面，描繪個性

鮮明的典型歷史人物，以真實再現的求真創作
心態，展現歷史痛點，把民族創傷揭開並引發
思考，給予讀者深刻的歷史啟示：空談誤國，
實幹興邦。

《衣冠南渡》
作者：司衛平
出版社：河南文藝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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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文：王文參

鄧予立，1950年出生於香港，著名的企業

家、金融家、收藏家、旅行家、作家，香港

亨達集團創辦人兼名譽主席。鄧予立曾於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時配合香港政府擊退海

外的量子基金，素有「外匯教父」之稱。鄧

予立對中國文化有濃厚興趣，酷愛寫作，目

前已到訪全球超過150個國家和地區，出版

20 本圖書，被譯成英文、日文等多國語言

在數個國家和地區發行。

「不管國內旅遊也好，到其他國家旅遊也

好，其實風景一直都在路上。」遍遊全球

151個國家和地區，在香港素有「外匯教

父」之稱的鄧予立，近日攜新作《老玩童遊

意大利三部曲》博文集及《定格．意大利》

攝影集開啟內地13個城市巡迴分享。在首站

大連站的新書分享會上，鄧予立和書迷回顧

了遊歷意大利的點滴故事。在他看來，人總

要走出去，看不同的風景，見識與了解不一

樣的人類歷史文明，見證世界的多姿多彩，

才能認識到自己的渺小，才會抱持更加謙

虛、更加開放的態度對待世界的異見。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宋偉

●鄧予立（右）攜新書開啟巡迴分享。

掃碼睇片

●鄧予立

●●《《老玩童遊意大利三部曲老玩童遊意大利三部曲》》博文集博文集
及及《《定格定格··意大利意大利》》攝影集攝影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