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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設大歷史
作者：塔拉‧伊莎貝拉‧伯頓
出版：二十張

從文藝復興時代的貴族，
到下班後上健身房、經營社
群軟體的現代人，無論是政
治家、革命家、發明家、明
星名人、IG網紅——每個人
做的所有事情都在無形中建
立自己的人設！作者認為，
透過讓世界看到「我們自己
想成為的那個人」的自我塑
造，來向世人展現真正的自

我，就是人為與真實的交匯點——而這也是人類追
尋真實自我，不斷嘗試化理想為現實的歷程。因為
「人設」本身就是一個由人類自身提問、接着回
答、然後再提問的，關於最根本問題的故事——
我，究竟是誰？

港片隨意門
作者：廖宇成
出版：非凡出版

港片成了記憶載體、無形
的隨意門，令「打開」這個
動作，有了內容：看到熱
血、古怪、有趣、奇情的世
界。本書以散文式評論，聚
焦 於 1995 年 至 2024 年 之
間，30 年的港產片——不
一定票房登頂，卻無一不是
創意精品，值得被記載、更
值得被欣賞。在輿論聲音處

處質疑「港片已死」，但港片仍頑強堅持的當
下，讓書中文字淌過記憶地圖——你記憶中的
港片味道，是像熱血爆谷，還是一杯苦海？

瀨戶內國際藝術祭與地方創生
作者：狹間惠三子
譯者：周奕君
出版：馬可孛羅

2000年越後妻有大地藝術
祭取得成功之後，日本的地
方型藝術節百花齊放，大多
以居民已高齡化的農村或離
島為舞台，不僅透過當代藝
術來活化地方，也結合如自
然環境、住民職業、當地歷
史、飲食十罐等日本傳統文
化，充分展現地方悠久的魅
力。瀨戶內國際藝術祭是一

場以海之復權為主題，結合現代美術、當地文化、
自然風景的大型藝術展覽，於2010年首度舉辦即創
下九十三萬參觀人次的好成績，直到2019年已有來
自世界各地32個國家共230組藝術家參與，為日本
最大的藝術節，更是創下180億日圓驚人的經濟產
值。作者以其區域經濟與城市政策的專業背景，結
合歷年統計資料、真實問卷回饋與關係人訪談，實
事求是地披露成功的關鍵，其中更珍貴的是直視背
後的反對聲音，並以平實流暢的敘事方式呈現多元
觀點，讓人得以深入了解每屆藝術祭的幕後全貌。

殺手同盟
作者：蒂安娜．芮柏恩
譯者：吳宗璘
出版：春天出版

比莉、瑪麗艾莉絲、
海倫，以及娜塔莉，為
「博物館」這個菁英殺
手組織奉獻了 40 年之
久。現在，她們的本領
被眾人認定是老派風
格，在這個更加依賴科
技，而非人工技巧的年
代，再也沒有人對她們
的貢獻抱有感激之心。
這四人組被送去參加歡
慶退休的全額招待假

期，不料卻成為自己人的下手目標。只有「博物
館」的最高階成員「董事會」，才能夠下達對外勤
幹員的格殺令，這些女子驚覺她們已經成了人人得
而誅之的目標。現在，為了要生存，她們必須要對
抗自己的組織，仰賴經驗與彼此合作達成任務，她
們知道同心協力是她們能夠生存下去的秘密。她們
馬上要給這個「董事會」好好上一課，讓他們知道
在這黃金的歲數，什麼才是真正的女殺手！

南京味道
作者：余斌
出版：譯林出版社

這是一位南京「饞
人」的飲食札記。四十
餘篇妙趣文章，描摹金
陵名饌、市井風味，暢
談南京吃的個性、吃的
記憶，從鹽水鴨、烤
鴨，到吃鴨的副產物鴨
油燒餅、鴨血粉絲湯，
再到「馬鞍橋」、美齡
粥 、 十 樣 菜 、 梅 花
糕……將老南京舌尖和

心頭的味道匯於一編。本書英文版2023年榮獲
「美食界的奧斯卡獎」——世界美食家大獎圖書獎
（Gourmand World Cookbook Awar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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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瀚林

以「書香京城悅讀春天」為主題的2025北京書
市日前在朝陽公園開幕。據了解，本次書市的展期
延長至14天，將涵蓋整個「五一」小長假。朝陽
公園主展場設置有主題出版物展區、出版精品展銷
區、兒童精品閱讀區等十大展區，全國近200家知
名出版社攜精品出版物亮相，50餘萬種新書好書在
此集結。記者在現場看到，大批緊跟時代潮流的
AI相關書籍被擺上展台，市面上難得一見的古舊
書可在這裏「一站式」購齊，《哪吒之魔童鬧海》
《黑神話：悟空》等年輕人鍾愛的元素更是隨處可
見。
《DeepSeek新浪潮：搶佔AI時代》《豆包：人

人都能上手的AI工具》《DeepSeek 實用操作指
南》……人工智能如今已成為數字時代的「必修課」，今年書市最大的特
色之一，就是多家書店和出版社的展台上都匯聚了AI相關的書籍。中關村
圖書大廈展位負責人康先生介紹，他們特地使用了展位三分之二的區域對
常用的AI工具常識性讀物進行展示。他表示，如今AI已經不再是高不可
攀的技術，而是可以融入日常生活的實用工具，相關書籍也成為許多人學
習和了解AI的首選。
「我認為在未來，喜歡文學創作的人不會被AI取代，反而會有更多的發

揮空間。AI 的能力越強，你的創作實力就越強。」《長安的荔枝》《顯微
鏡下的大明》等暢銷書的作者馬伯庸在書市現場舉辦的作品分享會上談
到，只有使用者具備充分的文學底蘊，AI 才能更好地發揮作用， 「將來
最重要的是拓寬你的知識量，增加你的知識儲備，將人們所有的需求準確
地轉化成問題，才能更好地向 AI 提問。」

古舊書店集體亮相
現場可見，王府井書店以「ctrl+歷史的回聲」為主題，呈現了由北京出
版集團、中國出版集團、中華書局等百餘家出版社的3000多種新書和暢銷
書，如北京文化書系、北京中軸線系列圖書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則推
出了百年「諾貝爾文學獎」作家文集展，包含加繆、莫言、陀思妥耶夫斯

基等知名作家的作品。「為了本次書
市，我們還特意定製了陀翁印簽金句雙刷
版《地下室手記》，包含藏書票、明信片，
希望通過這個展覽向大家推薦更多的好書。」
工作人員表示。
繼去年之後，全國古舊書展銷年會再次亮相本

次書市，涵蓋北京、上海、天津、河北、廣東、
江蘇、吉林、山東等12個省市的古舊書店代表，
展銷品種達到10萬種。此次古舊書展的一大亮點
是不同於以往的玻璃展示櫃，曹禺《雷雨》
（1951 年版）、姚雪垠《李自成》（1976 年
版）、瓊瑤《窗外》（1986年版）等舊書都通過
「上牆」展示的方式，拉近了與讀者之間的距

離。中國書店副總經理劉易臣介紹，聞一多的《死水》最早在新中國成立前
出版，但該版本的書已經非常難得，198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該書時，對
該版本進行了複製，將聞一多親自設計的封面進行了完整重現。

《哪吒2》《黑神話：悟空》周邊圖書火爆
今年，北京書市的實體書店街區進一步擴容，邀請了中信書店等70多家

北京特色書店及南京先鋒書店、杭州南宋書房、成都熊貓書店等京外「網
紅」書店。值得一提的是，中信書店為讀者帶來了爆火的《哪吒》電影
《三界往事》官方繪本故事以及《藝術設定集》《敖丙傳》等，可以充分
滿足《哪吒2》廣大影迷的需求。書店負責人介紹，《哪吒．三界往事》
主要是電影的一些故事的補充，比如說石磯娘娘在她的小山上去養小貓，
申小豹是怎麼把自己修成人形的。《哪吒之魔童鬧海藝術設定集》則展示
了電影5年製作過程背後的故事。
「這本《黑神話：悟空》圖鑒系統《影神圖》由出品方授權，收集了遊
戲中的小妖90個、頭目55個、妖王26個、人物32個。書的典藏版目前已
經開啟預售，採用了收藏級裸脊裱布精裝設計，於細節處彰顯東方美學韻
味。」工作人員黃女士介紹，本次書市首次設立動漫電競區，專門展銷動
漫、遊戲周邊紀念品和主題IP文創產品，為動漫迷提供更多心愛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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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位學者，一位「90後」：今年2月度過90
大壽生日的知名社會學家、香港中文大學前

校長金耀基教授。金教授被公認為「中國現代化
研究第一人」，人人尊稱金公，在香港文化、學
術、教育界的德高望重地位，已毋須筆墨介紹，
有涵蓋學術、散文、政論、書法等多種書寫在內
的各類著作傳世。
一位「80後」，1945年出生的葛劍雄教授。葛
教授是當代中國歷史地理領域最優秀的學者之
一，1978年考入復旦大學歷史系，師從譚其驤院
士，1981年獲碩士學位，1983年獲得博士學位，
中國內地最早拿到文科博士的兩位之一（另一位
是周振鶴），長期從事歷史地理、中國史、人口
史、移民史等方面的研究。被時代耽擱，33歲才
踏入學術之門的葛教授，後來的人生不可謂不精
彩：「能寫《統一與分裂》這樣普及型的著作，
也能撰寫六卷本《中國移民史》這樣的皇皇巨
著；能讓復旦史地所保持頂級學術水平，也能在
政協參政議政、諍諫時事，還能做電視嘉賓和微
博大V……」葛教授曾任全國政協常委，以參政議
政盡責著稱。2024年3月被香港中文大學（深圳）
聘為圖書館館長，由此長居深圳。
一位「90後」，一位「80後」，年雖高但活力
猶在，不僅健步如常（葛教授當晚還遠飛非
洲），思想之深刻、濟世之情殷，更是愈老彌
堅。於是，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甘琦女士
的慧心巧思之下，4月24日上午，兩位教授來到上
環集古齋一間馨香素淨的雅室裏坐下，而一眾從
本港乃至深圳北京等聞訊而至的文人雅士，也以
掌聲和笑聲，恭聽智者的妙談高論。

讀書之樂
他們豐富的閱讀人生，當然是對話的重頭戲，
兩人都有滔滔不絕的話要講。「對我來講，閱讀
永遠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金公笑談自己的讀
書緣起：「我從小聽過一個說法：幾天不看書，
就會面目可憎，所以我盡可能地培養自己的讀書
習慣。」他有一個獨得之秘：「鼓勵大家買書，
根據閱讀興趣，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小圖書
館。」他開玩笑：「買書確實費錢，有的書很
貴，但買了書不看那才是最貴的。」金公少年時
代喜歡梁啟超和胡適文章，梁啟超的筆鋒常帶感
情，胡適則說理清澈，這兩位對他迄今仍有影
響。中學時期台灣著名現代派詩人紀弦為其國文
老師，更培養起對古典文學的濃厚興趣。在台大

法律系圖書館自修讀書的經歷，則為他後來的學
術之旅奠定根基。
葛劍雄也分享閱讀給自己帶來的快樂。「我的
老師（譚其驤先生）已經說了：我們真幸福啊，
有文化，老了肯定有看不完的書。讀書過程中我
確實取得了很大樂趣，如果一天完全脫離了知
識，失去了長期形成的人文情感滋養，我覺得這
一天恐怕就是白過了。」成長於內地那個特殊年
代，葛劍雄的閱讀經歷則特殊得多。當時圖書非
常匱乏，找不到書看，更沒錢買書，租書就成了
葛劍雄當時的閱讀來源之一。「上海有一種小書
攤可以租書，一分錢可以看一天，兩分錢可以晚
上帶回去，明天再還。」初中二年級偶然看到了
《牛虻》一書，他激動得一晚上都沒睡着：「那
時剛到青春期，對人生有點迷茫，突然看到了牛
虻這麼一個生動的人，他的人生故事，對我有很
深影響。」另一本則是《第三帝國興衰史》，文
革時期只在幹部內部發行的著名灰皮書系之一。
「不僅這一晚沒睡，第二天還是睡不着：原來這
些事都在破壞人類文明，都是喪失了理性。從此
我開始從新的角度看歷史和現實。」後來葛劍雄
寫過一篇文章—《這本書改變了我的人生》。
金公閱世深矣，對閱讀與時代、國家、民族的
關係，早有洞見：「我去過劍橋以後，感覺到閱
讀跟一個文明的水準很有關係。從有沒有閱讀習
慣，可以看出一個國家、民族的文明程度。現在
的問題是，有時一個民族有很多人、很些書是被
強迫去閱讀，這個民族就喪失了閱讀的快樂。而

閱讀的快樂沒了，思想會變得貧乏。對個人來
講，成長過程中如果能讀到各種書，長大後會比
較包容，與世事萬物都比較容易相處。」

禁書與英文閱讀
談到禁書這個話題，兩人都興致勃勃。「書籍最

怕的是被禁止，但是往往被禁止的書，是被人看得
最多的。一個民族如果什麼書都可以讀到，這個民
族的前途一定是好的。如果書籍能被自由出版，一
個社會必然會走上健康之路。」金耀基介紹了他成
長時期的禁書狀況：「台灣那個時候禁書很奇怪，
凡是大陸有名的就會被禁，像社會學家費孝通的書
就被禁了。但後來也印了出來，怎麼做到的呢？把
『孝』字拿掉，就『費通』好了。」
葛劍雄也補充了一則逸聞，是歷史學家、元史
專家蔡美彪告訴他的：「他的書台灣也印了，也
是把中間的『美』字拿掉，蔡先生還自己幽上一
默，這真是『掠人之美』啊。」講到這裏，聽眾
無不捧腹，特殊年代的苦澀之笑。
兩位都談到了英文閱讀的重要性。「英語不是

英國人的英語，也不是美國人的英語，是全世界
人的英語。」金耀基從青年時代留學開始到中大
教書育人30多年，「差不多80%以上書籍看的是
英文」，「中英文都已變成吸收知識的重要工
具」。
葛劍雄從特殊年代走來，更認識到外語的可

貴。他從小就有語言天賦，青年時代跟着上海的
官方廣播學習外語，至今仍能俄語、日語、法語
脫口而出，可見當時記憶之深刻。他能以大齡青
年身份考上研究生，跟他英語成績上佳不無關
係。不過對這段記憶，他一覺得幸運，「要不是
鄧小平的政策，我就沒機會了，算是趕上了最後
一趟班車」；亦覺得苦澀：一個人有無成就，天
賦和努力固然重要，時代機遇更重要—遇上一個
荒誕的時代，多少人的青春就那麼荒廢了。
時間過得真快，兩位智者的對話，從容坦蕩，
果然是珠玉四濺精彩紛呈，在他們或是輕描淡
寫，其間的睿思和妙語，則讓旁聽諸位應接不
暇，心神蕩漾。可惜更多話題未行展開即已曲終
奏雅，這樣的雅聚不知何日再啟。內地曾流傳一
個詞「兩頭真」，形容上一代知識精英，在逾越
了難以言說的中年時代後，青年和老年都保持了
真摯動人的生命歷程。這兩位「年輕」的80、90
後，如此真氣流露，酣暢淋漓，或讓習慣說「躺
平」的後輩們，看到了榜樣和希望。

當「80後」遇見「90後」！
對讀書人來說，世界上最快樂的事之一，無非是和心儀的

同道中人品茗對坐，縱論天下，共話桑麻。如果是兩位早已

聲聞天下的學者不期而遇，有緣坐在一起華山論劍，又會碰

撞出怎樣的思想火花？

日前，著名學者金耀基與葛劍雄聚首一堂，在《閱讀的力

量與大學之道：在數字時代重尋人文精神》講座中，以「閱

讀」為經，以「大學之道」為緯，帶來了精彩分享。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湖

金耀基 葛劍雄
華山論劍縱談閱讀人生

●●金耀基與葛劍雄教授與讀者互動。 蔣湖 攝

●●著名學者金耀基著名學者金耀基（（中中）、）、葛劍雄葛劍雄（（左左））
日前舉行對談日前舉行對談。。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供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