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足全球史研究
「我寫哪吒純屬偶然，在港澳看到哪吒廟香火旺盛，心中好奇南

方為何會有哪吒崇拜。」 帶着這份疑問，歷史學家楊斌開啟了一場

深入的學術探索。他跨越媽閣廟媽祖信仰、印度毗濕奴神話以及古

埃及奧西里斯崇拜等多元文化領域，以全球史的視角，細緻勾勒出

哪吒這一形象從外來文化傳播、演變，最終在中國扎根並成為本土

神話人物的全過程。今年，楊斌的新書《全球史的九炷香：哪吒、

龍涎香與坦博拉》推出之時，恰逢電影《哪吒 2》大熱，這使得這本

學術著作成了 「暢銷書」，備受關注。不過，楊斌至今都沒去看這

部電影，因為他的關注點始終聚焦在全球史研究上。正如這本書的

書名 —— 全球史的九炷香，他希望能以焚香恭迎全球史 「真人」

的降臨；至於這九炷香具體是什麼香，是沉香、金顏香、薔薇水，

還是龍涎香，其實並不重要。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河南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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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雨竹）日前，由香港文學
出版社與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聯合主辦的「香港與
世界：文學香港與《香港文學》」國際學術研討
會在香港大學舉行。多位知名學者齊聚一堂，藉
《香港文學》創刊40周年之際，進一步推動香港
文學與世界華文文學的交流與互動，並探討香港
文學在媒體融合時代的發展方向與趨勢。中國世
界華文文學學會會長白楊，《人民文學》雜誌副
主編陳濤，香港學者黃維樑、黃子平、何杏楓，
以及作家秦嶺雪、蔡益懷、邵棟、程皎暘等數十
位各地專家、學者、作家就不同議題，以線上及
線下形式展開交流。
《香港文學》總編輯游江在開幕致辭時點明，
中西文化交融的香港既是文學創作的沃土，也是
文化對話的橋樑。「今天我們相聚在這裏，圍繞
雜誌跟香港文學，以及世界華文文學的多元關係
展開深入研討。這不僅是對《香港文學》雜誌40
年的回望和對未來的展望，也是對香港文學和世
界華文文學歷史與現狀的一次梳理，更是對港澳

文學未來發展方向的一次智慧啟迪。」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主任林姵吟表示，香港是一

塊福地，處於多元文化交錯點。她提及許地山於
1935年出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主任，後於1939
年結識入讀文學院的張愛玲。張愛玲的部分文學
作品亦展現了其在港生活的影子。「香港雖小，
但它一直有一種文學創造的魔力。」
在首場報告會「香港作家研究」中，新竹清華

大學的陳國球以「香港文學中的余懷與林以亮：
論宋淇的文學生命之演化」為題，談及知名文藝
評論家兼譯者宋淇（原名宋奇）曾於1953年，以
「余懷」「林以亮」兩個筆名參與一場南來文人
在香港的論爭。其又名「宋悌芬」也由其英文名
Stephen Soong轉化而來。
福建師範大學的袁勇麟以「亦新亦舊與不老的

幽魂：程皎暘新港風小說的審美傳承」為題，賞
析了生於武漢、於港發展的「90後」作家程皎暘
的寫作。他說：「她在採訪中多次提到張愛玲、
李碧華、王家衛、張國榮、王菲，以及粵語片和

粵語歌等對她的影響，這些
都構成理解程皎暘小說敘事
的重要前提。也正是對香港
文化傳統的傳承，賦予了程
皎暘小說敘事復古而沉穩的
審美氣質。」程皎暘對此分
享表示感謝，並介紹自己的
很多寫作靈感都源於自己對
香港社會及商業社會的觀察。
江蘇社科院的李良則以「如何認領劉以鬯：兼

及中國新文學史的再書寫」為題，點明劉以鬯在
近百年的人生中，見證了現代中國的複雜豐富與
艱難前進，而文學史接納劉以鬯需要注意幾方
面：時間及空間的跨越、純文學與俗文學的兼
善、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兼善。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胡德才則以「劉以鬯對香

港文學的貢獻」為題展開分享，他強調，劉以鬯
對香港文學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豐富的創作實
績顯示了香港文學的高度；以獨樹一幟的創新實

驗小說引領了香港現代主義文學的發展；以持續
的文學評論推動了香港文學研究的深入；以個性
化的編輯實踐助力了香港文學的繁榮和發展。
在第二場報告會「《香港文學》：從香港到世
界」中，中國社科院及南昌大學的趙稀方、香港學
者黃維樑、南京大學的劉俊、華南師範大學的凌
逾，分別以「《香港文學》與香港文學」「香港：
中華文學交流的一個中心兼論《香港文學》在交
流上的貢獻」「開拓，深廣，內化，創新：論《香
港文學》的四種『特性』」「跨域與跨界：從香港
走向世界的《香港文學》」展開分享，各抒己見。

屈全繩走過的地方，漢朝的班超走過，唐
朝的岑參走過，到了近代，林則徐和左宗棠
也走過。那一年，他從西安出發，義無反顧
地走進了這天山南北的廣闊天地。一身戎
裝，滿腔熱血，他把大部分的青春年華留在
那風沙滿眼、冰雪覆蓋的大地。作為一名軍
人，他的主業是戍邊衛國，但他也寫詩，他
寫的是氣勢磅礡的邊塞詩。喀喇崑崙山，塔
什庫爾干，龜茲舊國，樓蘭古城，旌旗迎
風，刀光映雪。他的筆下留下了壯士雄心，
也留下了書生意氣。
這本詩集是他戎馬倥傯的間隙書寫的，他
有堅實的舊學基礎，五七律絕，諸體皆通，
煉辭用典，無不暢適。他寫的是傳統的古典
詩體，他自謙疏於平仄，但對我而言，堪稱
筆走龍蛇，名至實歸。打開這些帶着祁連霧
靄、戈壁蒼茫的篇頁，撲面而來的是壯士情
懷、將軍英武、鐵馬金戈的邊塞風情。開篇
便是「角聲吹月冷樓蘭」，一個金句，一個
「吹」字，又一個「冷」字，其煉字功力，
感人至深。再看結句：「一星如刃破重山」
更是奇崛。記得仲則有名句：「悄立市橋人

不識，一星如月看多
時。」（ 【清】 黃景仁
《癸巳除夕偶成》：「千
家笑語漏遲遲，憂患潛從
物外知。悄立市橋人不
識 ， 一 星 如 月 看 多
時。」）同樣是星，一曰
「如月」，一曰「如
刃」，都是奇想。在仲則
那裏，是文人孤高心境，
而在屈先生這裏，卻是滿
滿的壯懷激烈！
將軍自述，1955年投筆
從戎，2013年卸甲言歸，
其間兩進兩出新疆，歷時

29年。邊地出入，除了中亞腹地的戈壁綠洲，還有西藏阿里
的78個邊防站，祖國邊疆的古道哨所，留下了他的青春足
跡。行旅天涯，壯志雄心，悲歌慷慨。夜宿輪台，「輪台古
城卷塵埃」；冬日拉練，「朔風穿骨冷錐心」；訪高昌古
城，「千年未燼戍台燧，燒透陽關十二州。」他是英武的戍
邊將士，又是吟詠戰功的邊塞詩人。
我與將軍相識於燕園，那年他應秀芹之邀來訪，我們曾有愉
快的聚會。「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他儒雅俊逸，文質
彬彬，一見難忘，遂成知交。前年疫後，我壯遊巴蜀，將軍遠
在新疆，聞訊，特意縮短行程趕回蜀都，饗我以酒。回顧往日
交遊，詩酒年華，曼舞輕歌，歲月永好。我亦曾有軍旅經歷，
少年心志，故國神遊，也曾在東海之濱度過艱難時日。於是之
故，我與將軍湖光塔影下的相識相交，乃成人生樂事。《邊塞
詩一百首》，將軍錦心繡口之詠也，亦是我與詩家心靈交往之
窗也。 ●文：謝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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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斌現任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教授，同時也是西泠印社社
員，擁有美國波士頓東北大學博士學位，並且是美國歷史學會古

登堡獎獲得者，師從美國歷史學會前任主席帕特里克．曼寧。他的研
究方向涵蓋中國史、全球史、科技醫療史以及海洋史等領域。其著作
《海貝與貝幣：鮮為人知的全球史》榮獲第 17 屆文津圖書獎推薦以
及 2012 年《新京報》年度圖書推薦榜。
《全球史的九炷香：哪吒、龍涎香與坦博拉》選取的九個研究主
題，涉及海洋史學、物質史、貿易史和藝術史等諸多領域，從哪吒的
神話形象到馬爾代夫的海貝貿易，從坦博拉火山爆發到清朝的興衰變
遷，跨越亞非歐大陸以及印度洋、太平洋，時間跨度長達上下五千
年，向普通讀者展現了一個全球史角度下的平行宇宙——中國。讀完
這本書，會感覺到全球史角度下的中國是如此地熟悉又陌生，和傳統
史學角度下的中國就像是孿生兄弟，但又完全不同。楊斌一直秉持着
用批判的眼光去審視區域史、國別史以及文明史，並致力於對其進行
糾正，進而構建起一個有着緊密聯繫、充滿互動，且體現人類共同經
歷的歷史研究體系。他尤為側重那些跨地區、跨國界、跨文化的研究
主題，同時採用與之相契合的研究方法。這既是全球史當前的發展方
向，也是楊斌矢志不渝所堅持的方向。

沉浸式探索完成學術追問
楊斌的學術日常，就是與文字和歷史為伴，進行沉浸式的探索。每
天清晨7點，當城市還沉浸在睡夢中時，他便已坐在書桌前，開啟一
天的學術之旅了。在那寧靜的晨光裏，他全身心地沉浸在歷史的長河
之中，要麼研讀文獻，努力探尋那些被時光掩埋的真相；要麼撰寫學
術著作。
他坦言：「我每天都會把自己的想法和靈感記錄下來，然後不斷地
去修改、完善。要是想到一句好的話，或者一個有意思的觀點，我就
得趕緊在手機或者電腦裏記下來，不然轉頭就忘了。」
在他的研究過程中，靈感常常源於生活的點滴。一次不經意的街頭
漫步，一個不起眼的歷史物件，都有可能成為他深入研究的起點。他
回憶道：「我之所以會對哪吒感興趣，是因為看到沿海地區哪吒的地
位僅次於天后和關公，這和內地，尤其是北方地區民眾心目中哪吒的
形象截然不同。在北方，哪吒更多是一個可愛又略帶反叛精神的小
孩。那麼哪吒原本的模樣是怎樣的呢？他是如何從佛教裏那個光屁股

小孩，輾轉『流傳』到了中國，最終在這
裏落地生根，形成自己獨有的形象，甚至
在中國不同地區還衍生出了各具象徵意
義的形象呢？」
一系列的追問引發了對哪吒前世今生的

研究與追溯。對於楊斌而言，文章畫下句
號的那一刻，關於哪吒的話題也便結束
了。他不會為了「熱點」而去追逐某些話
題。「電影至今沒看過，只聽說很好看。」
楊斌坦言，哪吒廟也沒有再去追訪過，「只
是路過時感覺比以往人多了些。」但楊斌非常樂見電影《哪吒》的熱映。
「首先要有興趣，才有可能引發更深入和專業的研究與探討。」

以小物件見大歷史
楊斌的學術研究往往從微觀之物切入，秉持以小見大的思路，以此
展現全球歷史的豐富與多元。就拿馬爾代夫的海貝來說，在他的研究
中，這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這些看似毫不起眼的貝殼，實則承載着
古代中國與馬爾代夫之間源遠流長的貿易歷史。楊斌介紹道：「馬爾
代夫的海貝早在殷商時期就已漂洋過海來到中國了。」 而且，「在元
明時期，鄭和下西洋更是帶回了大量海貝，使其成為當時財富與地位
的象徵。」 然而，對於海貝在中國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學界一直存
在爭議。傳統觀點認為海貝是古錢幣的雛形，對此楊斌提出了不同見
解：「僅憑貴族間的交易，海貝很難成為廣泛流通的貨幣。畢竟馬爾
代夫距離中國路途遙遠，海貝的運輸周期長、成本高，難以維持穩定
的供需平衡。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海貝更像是『貨幣候選
物』，更多地是作為財富與地位的象徵而存在。」
此外，他還深入探究了坦博拉火山爆發對清朝的影響。1815 年的坦

博拉火山爆發，是人類有文字記載以來最為劇烈的火山活動之一，這
場災難引發的氣候變化給全球經濟、社會都帶來了深遠影響。彼時的
清朝正處於內外交困的艱難時期，坦博拉火山爆發導致的氣候異常更
是讓情況雪上加霜。楊斌指出：「當時氣候變化致使中國農作物大面
積歉收，饑荒與社會動盪隨之而來。在傳統農業社會，糧食產量與社
會穩定息息相關。坦博拉火山引發的氣候劇變，不僅加劇了清朝的統
治危機，還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中國的種植業結構。」

楊斌撰寫關於哪吒的內容，旨在全球範圍內探尋文化的傳播脈絡以
及藝術形象的演變軌跡，因為這對於觀察某個區域或者某個國家在特
定時期的發展有着獨特且重要的意義。他經過最早設立的全球史博士
點的專業訓練，得以始終堅持運用全球史的研究方法去審視一個區
域、一個地方的發展狀況，比如針對中國的邊疆地區，又或是自己的
家鄉浙江。
楊斌的學術著作之所以能夠持續受到讀者青睞，保持暢銷態勢，與
他流暢的文筆以及極具可讀性的敘事方式息息相關。在《全球史的九
炷香》一書中，他提到部分篇章側重於展現專業的學術內容，而另有
一些篇章則有着很強的可讀性。在與記者交流時，楊斌還透露了自己
的一個愛好，那就是閱讀小說，尤其對在中國文學史中佔據重要地位
的白話小說集「三言二拍」鍾愛有加，或許這正是他文筆深受讀者歡
迎的關鍵緣由之一。

楊斌的研究宛如一座橋樑，一端連接着學術殿堂的高深莫測，一端
延伸向大眾文化的廣闊天地。他憑藉全球史的宏大視野，重新審視大
眾熟知的神話與物件，賦予它們全新的文化意義。在接受採訪的最
後，楊斌感慨說道，世界是互動的，跨文化的互動正是全球史的本
質，但這在現在這個逆全球化的當下面臨着很大的困難。但是正如他
書中結語所說，以全球史為遠景的學者也只能迎難而上，知難而進。
他展望道：「在全球化的時代浪潮中，我們既要保持對本土文化的

自信，也要以開放包容的心態接納外來文化的精華。全球史研究的意
義正在於此，它能讓我們清楚地認識到，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碰撞
與融合，才是推動人類文明不斷向前發展的動力源泉。」對於自己未
來的研究方向，他也有了新的規劃：「說不定哪一天，我會試着把自
己的研究成果以小說的形式呈現出來，好讓更多讀者能在輕鬆閱讀的
過程中感受全球史的魅力。」

受小說熏陶 學術著作寫成暢銷款

我寫哪吒純屬偶然

《香港文學》創刊40周年 眾學者暢談文學與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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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卜力即故事力
作者：李努海
譯者：郭岱軒
出版：好優文化

近來網絡上掀起了一股
風潮，許多網友紛紛以
ChatGPT 這樣的生成式 AI
工具，將自己的照片轉變
成「吉卜力風格」。這類
畫風給人濃濃的懷舊與溫
馨的氣息，讓人一眼就能
聯想到宮崎駿的經典動畫
世界。但你是否曾經思考
過，為什麼這樣的圖片會
令人感受到這是「吉卜力

風格」？究竟是哪些元素，使得一張圖片能喚起人
們心中對吉卜力的聯想？本書的內容正是圍繞這個
主題展開，從宮崎駿歷年執導的經典作品出發，深
入分析其故事背後的創作脈絡與敘事技巧。透過目
錄與章節安排，我們可以清楚地掌握到：若想創作
出一個具備「吉卜力風」的故事，應該要從哪些面
向切入，該如何塑造角色、設定衝突、建構世界
觀，甚至連節奏與情感的鋪陳都不容忽視。

楊
斌
：

●●多地學者共聚港大探討香港文學與多地學者共聚港大探討香港文學與
世界華文文學發展世界華文文學發展。。 記者雨竹記者雨竹 攝攝

●●《《全球史的九炷香全球史的九炷香：：哪哪
吒吒、、龍涎香與坦博拉龍涎香與坦博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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