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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玩意多多，願意手捧書卷閱讀的少之又少，要在閱讀人口減少這個大趨勢下堅持出版文學
雜誌，保持本地的文學創作的風氣無疑甚是艱難。來到第6個年頭，《字花》班底換血。高俊傑說，
「畢竟舊班底各有正職，兼負《字花》的工作亦感吃力。他們成為編委後減少編務，有多點時間專注
於他們喜歡的範疇，對雜誌和對他們自己都有好處。」

觀察現狀 介入社會
新舊交替可會帶來新方向，做出一本理想的文學雜誌？「其實《字花》的方向是編輯團隊一同討

論出來的，做完剛接手後的第一期，發覺其實有很多地方可作新嘗試，最近也有在facebook推專題徵
稿，也可視作網上宣傳，接觸不同層面的人。這本雜誌的新方向是希望能夠與讀者有更多的互動。」
新一批「文藝青年」補上，都各自有 從事傳媒和文化刊物的經驗，高俊傑說比以往更具機動

性。換血後出版的五月刊，內容上，方向變得更「入世」——觀察現狀，介入社會，輯錄了關於血
汗工場和中學通識的文章，專題徵稿上也與時事有緊密關係，如涉及日本福島核事故的徵詩欄目
「詩歌改變核世界」。「我們也加入一些人物訪問，如訪問雷競璇、歐陽應霽及他的父親，令內容上
多了一點人氣，吸引讀者。」而雜誌的設計上則一如以往，注重可讀性，封面設計、內頁插圖和版
面設計元素依舊豐富，迎合年青讀者口味。

顧及內容 找新贊助
除了在內容上加強了專題元素，《字花》也不時策劃活動和找新贊助，如《字花》在過去3年便與

何鴻毅家族基金合辦「筆可能」寫作班。畢竟發行量有限，高俊傑直言找商業廣告和資助不易。
「我們得到的廣告，大多與出版有關。」他拿出內地文學雜誌《天南》的4月創刊號一翻，不難看到
內裡有 多個名牌的廣告。「藝發局的資助沒有文學團體的資助，只有文學雜誌的資助。幸好審批
制度上已由逐年審批資助改為每兩年審批一次，以往很難策劃，現在算是好了一點。本地沒有大量
閱讀人口支持，得靠政府資助，大出版社又未必覺得售賣的作品有需要以出版文學雜誌來宣傳。」
他指內地辦刊物，面對龐大讀者群，出版刊物有企業和市場作支撐。「如《天南》便有『現代傳

播』作後盾，在推銷、策劃及包裝上都可以做得好。」而台灣的文學雜誌受到重視，但也有轉變。
「《聯合文學》也改版，變得青春，以年青人愛情作切入點談魯迅作品。」文學雜誌需要顧及讀者的
口味，在兩岸三地都是大勢所趨。

瞄準學生 培養寫作
吸引讀者甚至作者，從學生入手可說是至為關鍵。《字花》平均每月發行量約2,000本，由關夢

南、袁兆昌和李洛霞合編的另一後起之秀《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現時每月賣出超過4,000本，對本
地文學雜誌而言，算是辦得相當成功，高俊傑說從中得到啟發——瞄準中學生市場。
「當然這種成功模式難以複製，畢竟關夢南有多年教寫作班的經驗，跟學校校長、老師都很熟

絡，也有學生支持。而我們接觸的是學生，透過網站、facebook等聯絡，基本上維繫約400至500
人。」他指《字花》亦有採納中學生及以往參加寫作班的年青人的投稿，在五月刊更推出隨書附送
刊物《筆尖》，作為寫作班及文學營的總結之餘，讓更多人認識這批年青生力軍。

舉辦活動 凝聚力量
高俊傑指舉辦寫作班和文學營本身也有一定需求，特別是中學課程改革後。「在中學，文學創作

也需要較多支援，如中國文學的課程裡有創意寫作的項目，而老師未必在行或有充裕時間應付，所
以寫作班反應也挺踴躍。」他指早前的筆可能計劃在僅兩個月的宣傳
下，最終在500個名額中取錄了300人。
辦文學雜誌以外還得舉辦講座、寫作班等不同的活動，固然有助接觸

新生代，提升宣傳效果，也有助推廣文藝氛圍。《字花》在今年復活節
舉辦了三日兩夜的文學營，身為活動的導師，體驗到文學營的威力，又
與平時在學校舉行的寫作班不同，為了配合大自然的主題，營地選址在
嘉道理農場，一大班營友不像平日那樣坐在課室裡寫作，反而有多點時
間去打開感官，如跳舞、聽音樂等，既有助身體舒展，也可讓腦筋活動
一下。
「大家互相認識對方，一群人聚在一起，受到鼓舞，明白到自己不是

孤軍作戰，這種共同感受很重要。只有自己單獨在寫，有時候確實挺難
繼續寫下去。」
凝聚文學創作力量，從雜誌延伸到社區，《字花》的方向，或許給文

學雜誌帶來新的景象和啟發。

文學雜誌「扭計」
求存再前進 在香港辦雜誌很難，辦文學雜誌更難。內

地不斷有新的文學雜誌推出，雖然《獨唱團》

出了一期便落幕，但還有《大方》、《天南》

等陸續出場。本地文學雜誌《字花》經歷5年

時光，到了今年換血革新，搞寫作班和文學

營，最近還新出隨書附送的《筆尖》，推出贈

品。在艱難經營環境下求存，求變自是必

然，這次專訪《字花》主編高俊傑，分享他

的辦刊方向與跟兩岸三地文學雜誌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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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月面世，內容圍繞一個主題
展開，如孤獨、嫉妒等，刊登作品文
學性較強，題材以當下年輕女性生活
狀態和內心世界為主。

本地不少作家喜歡寫作，興趣都是植根於中學年代，在閱讀文學雜誌與書
寫之間不斷摸索，不放棄筆耕園地，發表自己的作品，成了本地文學的一
員。且看本地作家對文學雜誌的看法吧。

韓麗珠：
讀書時代不太清楚甚麼是文學，只

知道小說。讀中四時逛二樓書店，第
一次接觸的文學雜誌就是《素葉文
學》，內容刊有西西的文章，以及外國
文學作品，那時對文學雜誌的印象就
是覺得與日常生活有很大距離。

文學與雜誌有 微妙的關係，畢竟
雜誌這個載體，與報紙和書不同，報
紙需要不斷快速更新，書則是給人完
成了的感覺，而雜誌則是介乎兩者之
間，有其生命力。理想的雜誌，可以
感染讀者與作者，不斷推出新的東
西。

謝曉虹：
中學時少看文學雜誌，覺得不是很有

衝擊力的刊物。近年有新的文學雜誌出
現，而讀者往往也是作者，但我覺得這
樣的影響力很小，所以作為《字花》發
起人之一的我，贊成舉辦文學活動，擴
大影響力。一本文學雜誌建立讀者群很
重要，當中會使人關心某些事。

董啟章：
中學時代少有文學雜誌，《香港文學》比

較老派，我對《素葉文學》的感覺比較強烈
一點。以前我覺得文學雜誌感覺很神秘，像
是小圈子，外面的人不太清楚它的運作。由
於文學雜誌是月刊的關係，每當想看下一期
時，都有一種等待的感覺。試過投稿，對方
不會回應是否收到稿件，自己便會不停留意
每期內容。曾試過稿件寄出一年後獲刊登，
那份雜誌寄過來，我才知道自己的文章獲取
用。文學雜誌與讀者的關係，雜誌本身就像
是權威，而讀者像在崇拜，如《聯合文學》
便找到實力強勁的作家群，讓讀者去欣賞。

理想的文學雜誌，讓我們了解文學與世界的關係，文學是一種關注，關
注這個世界，即使是非主流，其實也與世界有關，在《字花》和《天南》
這兩本雜誌就能看到。

這邊廂《字花》班底換血革新，另一邊廂，
內地一本新的雙月刊文學雜誌《天南》創刊號
在4月面世。由邵忠作出版人、歐寧作主編，
雜誌背後有「現代傳播」支持。霎眼見封面與
一般人想像帶點優雅的文學雜誌不同，封面照
片帶寫實感，主題是「亞細亞故鄉」。內容既有
小說，也有由中文譯成英文的文本。主編所希
望開拓和包攬的，不能說不大。「現在的創刊
號共208頁，其實原本打算編400頁，但礙於成
本，價錢可能要提高至50多元人民幣，所以才
減至現在的頁數。」
歐寧如是說。

主 編 推 出 《 天
南》，無疑是懷 創
新和開闊的思想，
這在雜誌名稱可見
一 斑 ： 「《 天 南 》

（Chutzpah），「源
自意第緒語，原意
指 『 放 肆 』、

『拽』，傳入英語世界後又
發展出『肆無忌憚的勇
氣』、『挑戰成規的精神』
等意涵。」歐寧坦言受
到80年代獨立音樂雜誌
和電影雜誌的影響，其
後他又曾當過策展，而
這次辦《天南》的動機則是回到文學本身，加
上近年多了80後辦文學雜誌，他說這局勢間接
幫助了這本雜誌的誕生。

翻開內頁的引言部分，確實像展覽導言，簡
介各個分類的內容，猶如帶領你進入展覽。內
裡文章反映如內地及台灣等不同地方的面貌，
內容呈現的地域性不強，不容易猜得出出版地
方，不像《字花》那樣有 強烈的本土味道。
即使如此，歐寧說會要求作者的作品要有文學
性，加上內容加插翻譯作品，更添國際氣息。

新文學雜誌的面世，不單刺激作者和吸引讀
者，也豐富了文學創作，相信文學雜誌熱潮將
會走上另一高峰。

新文學雜誌《天南》面向國際

作家看文學雜誌與寫作

內地文學雜誌
內地年輕作家相繼辦文學雜

誌，韓寒籌備第一期《獨唱團》
時已鬧得熱烘烘，引起各界注
目。雖然最終只出了一期便結
束，但已令內地文壇興起一股作
家辦文學雜誌的熱潮，致使大眾
對於以往不被看好的文學雜誌另
眼相看，文學風再現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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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月刊《文藝風賞》宣傳詞是「高
端純文學年輕態先鋒刊物」，針對年青
讀者，同樣是主題先行，遊走於文學
與藝術之間。

■文學營學員隨雲門舞集導師律動身體（陳椎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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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坊培育書寫力量 （伊卡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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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創刊的《大方》，引人注目
的無疑是篇幅佔了一半的村上春樹訪
問，可見編者看重國際視野，不是以
往主編安妮寶貝成名的「私讀本」形
式。

內容上以校園為題材的青春小說為
主，當中還包含了主編最新的作品連
載，圖文豐富，嘗試兼顧文學性與娛
樂性，針對學生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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