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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尉瑋）由香港中和出
版公司主辦的「學者講壇」叢書發布暨香港學
術出版研討會日前舉行，多位本地知名學者共
聚一堂，分享在前沿學術研究之外，如何面對
大眾打造系列叢書，吸引讀者共品文化之美。
據了解，香港中和出版公司自2024年開始推
出「學者講壇」系列叢書，旨在邀來港澳知名
院校優秀中青年學者，將各自專業研究領域以
適宜普及閱讀的圖書形式推出，呈現今日學術
研究的視野與特色。系列迄今已出版《微觀
〈漢書〉：史家筆下的西漢人和事》《魏晉的
哀愁：〈世說新語〉中知識階層的困惑與抉
擇》與《聲律之舞：詩詞聯創作八講》，新作
品亦將陸續推出。
發布會上，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潘銘

基、副教授陳煒舜，澳門城市大學人文及社
會科學院教授陳岸峰等叢書作者分享了各自
作品及研究體會；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助理
教授凌頌榮，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講師賴慶
芳，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助理教授唐
睿，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程中山分
享了不同領域研究心得；香港資深出版人、
歷史學家陳萬雄，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榮譽
教授何文匯，香港城市大學原中國文化中心
主任鄭培凱，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
周佳榮，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文學院教授黃坤
堯，香港都會大學榮譽教授李學銘則分享了
在各自領域研究精進的心得；聯合出版集團
副董事長兼總裁李濟平、董事都基才，香港
中和出版公司總經理兼總編輯陳鳴華等教育

出版界嘉賓以及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
學等在校學生代表出席了活動。

突出本地學者學術能力
研討會上，《微觀〈漢書〉》作者潘銘基用

「輕學術」點出自己對叢書的感受。認為這系
列作品既帶有學術性，但又並非專門的論文，
而是一種傳播學術的方法，將象牙塔內外聯結
到了一起。他也提及，在香港致力於發展留學
品牌的當下，這套叢書有助於向外展示香港大
專院校學者的特點。《聲律之舞》作者陳煒舜
亦贊同「輕學術」對於作者的價值。他表示，
學者們在研究、教學的過程中有一些自己的想
法，但是不一定馬上能以論文形式進行總結，
如果能夠通過論文以外的寫作形式把這些想法
先表達出來，然後進一步發展成熟，就別具意
義。《魏晉的哀愁》作者陳岸峰以書面致辭的
方式，稱讚叢書讓中青年學者將各擅之學科、
受歡迎之授課專題，以適宜普及閱讀的圖書形
式推出。他也表示香港學界前輩身體力行，令
人敬佩，值得新一代學人傳承接力。唐睿則認

為，學術並沒有那麼沉悶，反而可以非常有
趣。這系列叢書的出版以「輕學術」的意趣切
入，讓他想起早年讀書時透過入門書籍深入中
國語言及文化學科學習的快樂。在他看來，叢
書更突顯了本地學者的學術能力，切合了政府
發展學術中心的方向。香港科研領域人才輩
出，人文方面的學術成就亦值得被看見，這是
叢書出版的意義之一。
香港資深出版人、歷史學者陳萬雄則分享了
自己早年從事出版事業，以及嘗試進行學術研
究的經歷，他點出，在文明價值受到科技衝擊
的今天，出版可謂是守護文明的最後一道防
線。他回顧中國近現代最重要的出版社，皆通
過出版著作培養過眾多學者，為社會作出了重
要貢獻。他呼籲政府一定要重視出版對於城市
的重要作用，「但在香港，出版業地位很低。
儘管如此，出版人仍要有所擔當，肩負起文化
教育的重任。」他認為「學者講壇」叢書的出
版有重要作用，因其聚焦於中青年一代學者，
為這一批學者提供了成長為著名學者的平台，
「非常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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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故事之神恩田陸十年大作
作者：恩田陸
譯者：緋華璃
出版：圓神

萬春，他的名字代表
着萬千個春天，8歲邂逅
芭蕾，15歲出國深造，
遇見了跳舞的人、創作
的人、鑑賞的人、演奏
的人，與各種熱情碰撞
交錯，逐漸看到自己的
輪廓。他所追求的—芭
蕾之神—將如何待他
呢？這是一部前所未見
的小說，曾同時拿下直
木賞與本屋大賞的恩田

陸，耗費十年挑戰自我，將細膩文字化為影像，寫出
了震撼文壇的傑作。「至今寫過這麼多主角，這是最
讓我心動的。」恩田陸說。

三隻腳的食蟹獴與巨人
作者：吳明益
繪者：吳明益
出版：大塊文化

《三隻腳的食蟹獴
與巨人》、《海風酒
店》兩部作品，有人
先讀了圖畫故事書，
再去讀小說；有人先
讀了小說，爾後進入
圖畫故事書的世界。
無論次序，只要閱

讀，都能感受到作品之間彼此既獨立又相連，都是
各自完整的生命，是春夏秋冬之外的新季節。每當
甜根子草花開的季節來到，女孩就會想起通往巨人
之心的那條路。「我得畫一個故事來挑戰、抵抗他
們的故事，我得畫一個故事來挽回故事。」小說家
吳明益帶來首部圖畫故事書，一部由小說人物和小
說作者共同完成的圖畫故事書。

宋朝來的信：用書信打開歷史
作者：仇春霞
譯者：一卷文化

這是一部以書信作為歷
史切入點的重磅宋史新
作。宋代群星閃耀，人才
輩出；本書圍繞范仲淹、
富弼、文彥博、歐陽修、
韓琦、蘇洵、蔡襄、司馬
光、蘇軾、黃庭堅、蔡
京、米芾、劉錡、趙構等
六十餘位宋人留存於世的
〈 邊 事 帖 〉 、 〈 安 道
帖〉、〈天聖帖〉、〈黃
樓帖〉、〈付岳飛書〉等

百餘帖親筆信札，依內容分為五卷：「請戰」、「為
官」、「治學」、「通人情」、「了生死」。其中蘇軾
的信札最多，計十九帖；其次是蔡襄，十八帖；米芾，
六帖；其餘宋人一至三帖不等。作者將簡短的書信與史
料糅合並加以延展，巧妙地鋪陳每封書信所涉及的人、
事、物及背景，還原大歷史，既生動、真實，又人性
化。既是讀人，也是讀史。

即使只是微弱的光芒
作者：崔恩榮
譯者：胡椒筒
出版：馬可孛羅

本書甫在韓國上市便打
敗《奧本海默》成為書籍銷
售榜首。韓國文化界評選
「新生代名作家」，青年作
家獎、大山文學獎得主崔恩
榮繼《朗夜》後帶來又一溫
柔之作。在收錄的七則短篇
中，崔恩榮以精確而有力的
文字描寫日常生活中的情感
波動，尤其擅長捕捉關係中
最細微的變化，無論是友
誼、家庭關係，還是職場中

的相處，她都能以極具洞察力的視角切入，展現這些
關係在不同情境下的變化與破裂。這是一部關於人際
關係與內心掙扎的作品，沒有煽情的表達，卻在平實
的敘述裏，帶來深刻的情感震盪。

與路共生：道路生態學如何改變地球命運
作者：班．戈德法布
譯者：鄧子衿
出版：天下文化

本書入選《紐約時報》年
度最受注目百大好書。人類
打造的道路長達6,400萬公
里 ， 足 足 可 繞 地 球 赤 道
1,600圈。這些道路「裁」
短了崖燕的翅膀、扭曲了美
洲獅的基因、阻擋黑尾鹿和
鮭魚的遷徙與繁殖，讓蛙類
和龜類遭到大屠殺，土石因
而滑動，就連人類社區也難
逃被夷平的命運。長年從事
環境報道的得獎記者戈德法

布，透過本書介紹道路生態如何成為一門學科，以諸
多鮮明的實例，帶領讀者切身感受道路設計對人類及
地球生態的影響，以及世界各地的科學家、環保人
士、一般公民，如何起而面對並處理這個新興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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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講壇」叢書發布「輕學術」吸引讀者品文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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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道立：

「我一周沒有手機都不會寂寞，因為我可以
閱讀、可以寫作。我的生活方式已經讓我不擔
心自己的孤獨是一種孤寂。我可以孤獨，而且
這種孤獨是自己找的。」楊道立說，出版這部
書，既是喚起老年人的回憶，也希望年輕人看

得懂，更多是尋求一種心靈上的溝通。面對當
前碎片化的信息時代，「一定要讀書」是楊道立
給青年人的五字寄語。「讀書可以讓你得志不猖
狂，失意不頹唐。」在她看來，很多知識短視頻
給不了你，只有讀書才能領悟。「當然現在流行

聽書這種方式我也很贊成，無論讀還是聽，一定
要選擇經典，只有經典的著作才是被時間淬煉過
的。」「世界這麼大，讀書可以在世界的縱橫當
中找到令你安身立命的地方。」楊道立說，當你
成功時，面對別人的恭維，曾經讀過的書中，那
些遠比你成就更加傑出的人，會令你得志不猖
狂；當你遭遇困境時，魯迅先生給你的「阿Q精
神」，會令你失意不頹唐。

得志不猖狂 失意不頹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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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一級導演國家一級導演、、作家作家、、
社會活動家楊道立接受香社會活動家楊道立接受香
港文匯報獨家專訪港文匯報獨家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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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心靈的踽踽獨行，與仰望星空一樣愜

意。」近日，作家楊道立新書《道法自然》首發儀

式在大連市新華書店舉行。作為一部隨筆集，《道

法自然》與楊道立之前出版的《道亦有道》《得道

則立》一脈相承，既是她對個人生活、社會活動的

體悟，也承載其大道至簡、回歸本真的處世哲學。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獨家專訪時，楊道立坦言，心安

讓她愈發曉得「自己的斤両」，凡

安靜下來寫，就會進入「道法自

然」的享樂境界。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宋偉

《道法自然》以散文和詩歌的形式，記錄了楊道立多年來於社
會活動中的所見、所聞、所思，她以敏銳的洞察力和深厚

的文化底蘊對各種現象進行剖析，傳達出深刻的人生哲理。談及
新書創作的突破時，楊道立直言《道亦有道》《得道則立》兩部
前作多是專欄文章集錦，受限於報紙篇幅要求，且內容多是以導
演的角色來觀察劇目作品。但新作《道法自然》完全是第一人
稱，「更多講述的是我和世界的關係、我的某些回憶以及我的觀
點闡述。」《道法自然》的筆墨多聚焦於城市文化和生活的觀
察。楊道立坦言，書中的觀察和隱喻並非刻意而為，而是自身思
維和表述的下意識反應。「比如說對家庭的態度，我反對將家庭
按貧富劃分。在我眼中，家庭只能分愛與被愛。因此在表達家庭
關係上，我非常強調樸素的人倫關
係，也強調生和死、老和弱、小和大
的關係。」正如書名一樣，《道法自
然》沒有一篇文章是楊道立刻意為出
書而作。「我在陪我先生養病的過程
中，他為了提升我的情緒價值，常常
彈琴來告訴我他活得挺好。他在輪椅
上彈琴，我就在讀書和記錄自己的所
思所想，這本書也應運而生。」

放眼世界集百家所長
《道法自然》開篇即提到「捯飭」
（修飾、打扮之意）。在身兼國家一
級導演、社會活動家的楊道立看來，
「開放永遠是『捯飭』的sign」。作為大連國際服裝節總策劃、總
導演，她坦言國際服裝節的創意正是來自香港。「八九十年代的
香港，為解決兩極分化帶來的社會衝突，號召媒體抓住市民共同
熱點。這就啟發了一種思路，如何找到既能吸引最廣大老百姓參
與，又能和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方向相契合的題目。香港挑出
『選美』這個市民話題，說資本家和鴿子籠居民都能坐在電視機
前一起看。那咱們就抓住『服裝』這個大連特色。」用她的話
說，創造節日，只有對了人民的心思，才有社會主義優越性。楊
道立希望，年輕人能在這本書中感悟到尊重歷史、敬畏文化的思
想。她特別強調在文化面前不能玩票，包括創意學的是新加坡還是
香港，都要老老實實告訴別人。「像我提出把大連建在花園裏，其

實是『偷』新加坡的創意；利用服裝節抓住市民共同熱點，『偷』
的是香港的創意。但正是得益於國家的改革開放，給了我這個放眼
看世界的機會。」楊道立自詡是一個比較「立體」的人。「寫作練
習了我的筆頭功夫；導演需要各種文藝理論和藝術實踐的積累，以
及對美術、舞蹈、音樂『穩準狠』的綜合闡釋；社會活動讓我知道
怎樣用最精粹的內容在思想上點燃別人。落在書上，這些都是經驗
磨礪的結果。」

最美不過生生不息
先後出版過十餘本書的楊道立直言，文字壓力對自己來說並不

大，也沒有遇到過創作瓶頸。「我要解決的唯一問題，就是內容
能否經得起客觀世界的檢驗。」雖然
沒有華麗的辭藻，但楊道立在書中的
筆觸犀利，卻愈發引人深思。「當分
工與責任被絕對地系統化，生命和
愛，會成為抽絲剝繭的軀殼。實在沒
敢多議論，若說得太細，又未免『惡
毒』。其實，頭晚日記，我早已寫
了：這裏是中產階級以上的生命最後
一公里。有相當合理性，但我永遠不
會來。」這是受邀赴蘇州考察內地某
頂級康養機構後，楊道立在書中寫下
的一個片段。「這一節題目是『最美
不過生生不息』。在我看來，無論康
養環境多好，走到這裏就意味着已經

步入生命的最後一公里，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生命的不尊重。」在她
看來，任何死亡都要與生聯繫起來。「我當時開玩笑，如果我是這
裏的主人，一定要在園區裏設立幾個產房，讓這裏的老人感受到生
生不息。現在大家都在說康養好，但康養一定要從人性、人倫、人
格和民族發展的角度出發，不能僅僅從產業出發。康養不能變成奢
侈的『集中營』。」除了針砭時弊，楊道立也在書中為家人和朋友
着墨頗多。她坦言，以前從不說自己敬佩左宗棠「發上等願，結中
等緣，享下等福」的做人信條。「但固有的價值觀，讓我悠長的中
年，得到時代所需人才的平台紅利；退休後，隨着成眾的嫉妒消
退，我可以率性地、自在地，用『裸體』的精神讓自己站起來，騰
挪於多選擇、多施展、多維度的社會舞台，這是一種大福報。」

記錄心靈的踽踽獨行，與仰望星空一樣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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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道立在新書楊道立在新書《《道法自然道法自然》》首首
發儀式現場與觀眾互動發儀式現場與觀眾互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