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網購大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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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21世紀這個網路世

界，一群前所未見的商人

—網商出現了。在短短

不到十年間，單在中國已

有超過6千萬人成為這個商

人群體的一分子，所有經

商者都被牽扯進這個巨大

的漩渦中。在將來，每間

公司都會是互聯網公司。

網商為何擁有強大的魅

力？他們又是如何崛起的？想知道在網上創業的竅

門？本書為您解構這個大時代中的商業新漩渦。書

中仔細描述了中國網商的經營狀況及規模，並用歷

史記敘的方法，細訴由互聯網出現至今，每個時段

的重大事件、網商模式的出現，加上成敗的分析，

助您全面掌握這個勢不可擋的全球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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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咖啡產地的急件

本書作者狄恩是一位咖

啡旅人，也是一位咖啡豆

進口商。多年來他走訪了

全球無數個咖啡產地，親

自去了解自己購入的咖啡

豆來源，在生產的第一現

場目擊各地農夫們的困

境，最終寫下書中九個產

地的故事，彷彿在向全球

消費者寄出一封封求救的

急件，希望大家正視這個長久存在，但卻不公不義

的貿易體系。狄恩在各地推動的公平貿易運動，不

只從進口商的角度，給農夫提供更優渥的保證收購

價格，也希望能透過一些回饋機制，幫助這些落後

地區建立起發展必需的公共建設和社會互助功能。

作者：狄恩．賽康
譯者：林詠心
出版：臉譜

定價：新台幣360元

我的死亡誰做主？

香港人口老齡化，由尋

找靈位到處理遺產，老人

如何安排身後事已成為了

社會議題。在睡夢中毫無

痛苦地溘然長逝，是人們

普遍的願望。然而，並不

是每個人都有幸擁有如秋

葉般靜美的死亡。假設親

人身患絕症，失去自主意

識，只能依靠呼吸器維持

生命，是否應該放棄搶救，讓他們安靜離去？本書

介紹了名為「生前預囑」（living will）的概念，香港法

例稱為「預前指示」，讓我們重新思考面對死亡的可

能性。

作者：選擇與尊嚴網站
出版：中和出版（香港）

定價：港幣78元

更快更好更有價值

世界上成長最快且獲利

最高的成衣公司之一Zara，

把工廠多半設在歐洲，而

且在每一季開始時，僅生

產少量多樣的各種款式。

這表示，該公司的生產成

本比同業高得多。但Zara密

切觀察哪些產品賣得好，

然後全力生產少數暢銷款

式，非暢銷品則完全不

做。如此一來，Zara的產品都是消費者想要的，等到

季末，出清品較少，不必清倉大拍賣。它的秘訣在

於：流程。本書並不是「SOP標準作業程序」之類乏

味的書，書中講的是全球數十家企業不為人知的流

程改造小故事，這些故事可能是你花再多的錢或時

間，都不一定能獲得的寶貴經營經驗。

作者：麥可．韓默、麗莎．赫許曼
譯者：羅耀宗、李芳齡、顧淑馨
出版：天下雜誌

定價：新台幣380元

平民老倌羅家寶

著名粵劇表演藝術家羅

家寶，人稱「蝦哥」，自小

受父輩薰陶，年輕時得到

一眾赫赫有名的老倌─

薛覺先、馬師曾、白玉

堂、桂名揚、白駒榮、馮

鏡華─的提點，加上自

己不斷摸索和努力，成就

了家傳戶曉的「蝦腔」。一

場「文革」，十年辛酸，折

磨了蝦哥的身心，卻又豐富了他的閱歷，讓他對人

生看得剔透，當重踏舞台時，演活了多個打動人心

的角色，唱出了多闕感人肺腑的曲調，以平民老倌

的姿態，與觀眾同悲共喜，讓「蝦腔」煥發新生。

本書談人、說藝、論腔，以不同的切入點折射出平

民老倌羅家寶的藝術人生。

作者：程美寶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定價：港幣17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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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檔開創浪漫懸疑風
鬼古女最新懸疑系列「罪檔案」規劃

之中共有七部作品，《鎖命湖》為此系
列的開篇之作。《鎖命湖》的故事依然
以當年《碎臉》中的江京城為背景，心
理學系學生那蘭無意間成為了人氣小說
家秦淮的新任助理，卻接二連三地目睹
了死亡的發生，陷入了被追殺逃亡的境
地。

鬼古女心理懸疑的強烈衝擊並不是靠
具體的意象來獲得恐怖效果，而是通過
對事件氣氛的營造來震懾讀者。這樣標
誌性的寫作手法，曾經讓鬼古女獲得了

「中國斯蒂芬．金」的美譽，同樣也在
《鎖命湖》中一脈相承。

2005年，鬼古女以懸疑處女作《碎臉》
拉開了「中國懸疑小說元年」。這本由
發生在醫學院的恐怖事件作為起點，結
合了靈異與犯罪的超現實主義恐怖小
說，出版伊始銷量即刻達到20萬冊。此
後緊鑼密鼓推出的《傷心至死》懸疑系
列，又意料之中榮登2006年內地暢銷書
排行榜。有趣地是，《傷心至死．萬劫》
初上架時，居然屢受雅賊青睞，上海書
城架上之書兩日內就被竊走大半。

作為業界公認的本土懸疑創作領軍人
物，鬼古女異常低調，極少在媒體上曝
光。而事實上，鬼古女是一對夫妻作家
創作懸疑小說時所用的聯合筆名。這對
夫婦目前旅居美國硅谷，妻子余揚是一
名資深軟件工程師，丈夫易銘則是公共
衛生研究員。

雖然並非文科科班出生，夫婦兩人均
愛好舞文弄墨，寫作風格亦是靈活多
變，既有被稱作「硅谷圍城」的幽默文
人小說《冰川期的春天》享譽北美，又
有懸疑靈異小說《碎臉》與《傷心至死》
系列奠定「恐怖文學之領軍」地位，可
謂是從心所欲，游刃有餘。　

或許因為鬼古女是夫妻作家合體，所
以他們總能既嚴密理性地設置懸疑謎
局，又細膩自然地描摹情感，令情感元

素與故事整體完美融合，非但讓人覺得
感情線並非多餘或突兀，又為故事增加
了吸引人的亮點，在內地懸疑小說界開
創了「浪漫懸疑」的新境界。也正是因
為如此，鬼古女的小說受到了更多女性
的關注。

懸疑風催生本土作家
在國外，推理小說與懸疑小說有 嚴

格的區分，前者叫Detective Story，而懸
疑、恐怖、間諜等等是派生品，屬於
Mystery Story。但在中國內地，由於類
型文學發展尚且處於初級階段，往往又
將懸疑、推理、恐怖都統稱為懸疑小
說。

2009年起，以東野圭吾、島田莊司等
為代表的日系懸疑小說開始橫掃內地圖
書市場，諸多出版社加入爭奪大戰，令
版權引進價格迅速水漲船高。一位業內
人士透露，大牌作家東野圭吾一部作品
的版權費用目前已經炒到了200萬日
圓，而即便是名氣平平的日系作家作
品，版權也達到50萬日圓。而早幾年引
進島田莊司作品的時候，僅僅在10萬日
圓左右。

懸疑小說大熱，也催生了一批本土原
創作家。蔡駿、鬼古女早年分別以《地
獄的第19層》、《碎臉》開闢了本土暢
銷市場。除了鬼古女的浪漫懸疑，蔡駿
的心理懸疑、那多的靈異手記、成剛的
精神懸疑、雷米的推理懸疑、上官午夜
的迷幻懸疑均是可圈可點。不過，除卻
少數特例，絕大多數的本土原創懸疑作
品均是銷量平平，完全無法與國外同行
匹敵。

懸疑大師登場只欠東風？
《鎖命湖》出版方，上海世紀文睿公

司總經理、資深出版人邵敏認為，懸疑
驚悚類通俗文學作品在中國當下的閱讀
市場上有 巨大的需求，但眼下大量原
創作品頗為粗糙，往往缺乏高超的故事
佈局和嚴密的內在邏輯，只是通過「裝

神弄鬼」來營造一些膚淺的懸疑
效果，「內地缺乏好的作者，使
得許多出版社不得不斥重金從海
外引進大量的相關作品，這是一
種遺憾。」

連續七年保持中國懸疑小說最
高暢銷紀錄的蔡駿，在接受採訪
時就曾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國懸
疑小說與國外同類小說相比仍有
不小差距。「現在懸疑作品數量

很多，但大多數還只停留在網絡發帖的
水平，真正能既有故事性，又帶有一定
文學性的好作品還是非常少的。」他認
為，中國當下的懸疑小說最普遍的問題
就是人物塑造不成功，形象比較蒼白且
扁平，人物關係也比較單調，是中國的
類型小說跟歐美、日本的類型小說最大
差距所在。亦有文學評論家指出，內地
懸疑作家的創作仍然處於嬰兒學步階
段，作者對主題、構思、邏輯，包括文
字表達都缺乏一流的駕馭能力。

不過，資深出版人邵敏認為，隨 閱
讀市場的成熟和日益細分化，醞釀懸疑
大師的「土壤」已經形成，中國有條件
產生本土的「斯蒂芬．金」或者「東野
圭吾」，「有社會責任感的出版社應該
培養和發掘出更多有潛質的懸疑小說原
創作者，來改變現狀。」他介紹說，

「鬼古女」的「罪檔案系列」是一個雄
心勃勃的創作計劃，目前第二部作品

《斷指弦》已經動筆。內地主流文壇視
純文學為正統，雖然以懸疑小說為代表
的類型小說並不受待見，但並不妨礙新
興作家們決意將此發揚光大。目前，內
地懸疑推理寫手抱團以MOOK（雜誌
書）為基地，如蔡駿監製《謎小說》、
天下霸唱主編《謎中迷》、韋一聯合天
涯作者蓮蓬策劃《蓮蓬鬼話》，在力推
新人作家的同時，亦將此作為發展中國
原創懸疑力量聯盟的土壤，培養本土懸
疑作家的忠實擁躉。

被譽為「台灣全方位創意人」的吳念真，又多了個
名稱—「全台灣最會說故事的作家」，這意味 吳念
真一直無法被定位。作為台灣知名編劇，他把初戀故
事給了《戀戀風塵》；作為導演，他把《悲情城市》
給了侯孝賢、《多桑》給了父親；作為演員，你會憶
起楊德昌《一一》裡的「NJ」；作為舞台劇導演，他
把《人間條件》給了人間；作為一個主持，他有〈台
灣念真情〉；作為一個廣告人，他有令人印象深刻的
國語廣告；作為作家，2010年出版的《這些人，那些
事》（圓神出版社），2011年旋即有了內地簡體版《這
些人，那些事》（譯林出版社），令讀者驚艷。

吳念真暌違12年的半自傳回憶集子《這些人，那些
事》，告訴你無論是用銀幕講故事還是用文字講故
事，吳念真都是個「有故事的人」，都是個「講故事
的高手」。他像「靈媒」把散失在台灣民間角落，早
已天隔一方、荒塚遍野、真假難辨、生死未卜的「老
靈魂」輕輕喚回。《這些人，那些事》讓你憶起故鄉
和童年，那些曾深深觸動你的久違人事；令你體會人
生的高低起伏，學會豁達與包容、內疚與感恩。吳念
真的文字平淡，寥寥數筆，已畫龍點睛，令你讀完短
小故事餘韻無窮。只是吳念真那「閒聽花落無言，靜
看風起雲湧」的情懷，你未到這般年紀，未抵這般境
界，讀 未免有點隔閡和傷感。

《這些人，那些事》共分五輯—第一輯「心底最
掛念的人」、第二輯「日夜惦記的地方」、第三輯「博
真情的朋友們」、第四輯「一封情書的重量」及第五
輯「這些人，那些事」。吳念真以「說書人」身份，
向你娓娓道來那些在台灣知名導演侯孝賢和楊德昌電
影裡的影像記憶—台灣鄉下街道、黑暗礦井，寂寞
枯樹，在樹下乘涼、說「台語」的鄰里鄉親⋯⋯他讓
屬於台灣新浪潮電影的影像魅影、台灣人的日常生
活、歷史及心境和台灣鄉土文學重疊在一起。

吳念真說：「知識分子跟你講
故事一定不好聽，因為不是網路
上的就是別人書裡的。」這話也
許過於偏頗，但從小在台灣鄉下
礦工家庭長大的吳念真，雖因此
有一口不純正的普通話，也無疑
使他更體驗到台灣民間鄉土氣息
和人情冷暖。聽故事真的可找吳
念真，但抱 追小說的心態看

《這些人，那些事》，吳念真未必
是你的「那杯茶」。但《這些人，
那些事》真的會令你發掘「吳腔」
獨特的說故事方式，也令你發現

「故事」與「小說」的異曲同工之
妙。「小說」有更多的描寫、鋪
墊和懸念，更 重事件和人物。
而《這些人，那些事》的「故事」
以短小精緻見長，更口語化，更 重事件的發展，餘
味更悠長。

〈只想和你接近〉、〈心意〉和〈寂寞〉重現電影
《多桑》關於父親的種種。《多桑》英文名叫「A
Borrowed Life」，那是個借來的日治時光。滲透日式情
懷的父親，16歲就從台灣嘉義縣民雄來到瑞芳侯硐大
粗坑，年紀輕輕就讓身子在礦井裡埋了一半。艱難繁
重的礦工生活，易借難還，生命常危在旦夕。吳念真
常和朋友講父親當年的笑話，別人說把故事拍下來
吧，他仍遲遲未決定，直到後來父親去世了，他才下
決心拍《多桑》。

〈老山高麗足五兩〉和〈他不重，他是我兄弟〉，
如電影《戀戀風塵》，可見吳念真人生格局的遷移，
他從故鄉礦區到了金門當兵，最後又重回台北。〈小
小起義〉和〈琵琶鼠〉，見到吳念真對年少一起成長

的同窗和朋友的情誼和懷念。〈母難月〉和
〈母親們〉寫母輩的母愛和深情。前言〈四個
相命師〉和〈魔幻記憶〉又帶有宿命感和傳
奇色彩。〈美滿〉和〈遺照〉對生命的曲折
無奈給予幽默沉 的觀照。那些都是吳念真
在經歷人生跌蕩和風風雨雨，痛失至親後，
珍藏心底最美的時光、最動心的人事、最濃
厚的鄉情。

曾因父親墜樓、弟妹相繼燒炭自殺，陷於
負面情緒的吳念真，在《這些人，那些事》
裡特別收錄了他近年的小說創作〈遺書〉，配
以作家雷驤繪製的插畫，圖文並茂，激盪出
淡筆濃情，抒寫他對弟弟離開人間的依依不
捨與真情。吳念真說：「〈遺書〉用第三人
稱，這樣會較客觀，情緒也不會那麼重，寫
完後，我反而覺得輕鬆一點。」

《這些人，那些事》在台灣出版時，吳念
真曾帶讀者回了一次故鄉。那時煙雨迷了他的眼，他
對讀者說：「如果沒有你們陪伴我，我還是沒有勇氣
回來。」如今事移境遷，吳念真出生地「大山里」也
從台灣行政版圖上消失了，這與吳念真履歷上寫 生
於「台北縣瑞芳鎮」，都詮釋了吳念真心有所屬的故
鄉，只是都回不去了。「大山里」只是個名存實亡的
名字，吳念真只是個沒有故鄉的人，那裡只剩廢墟殘
骸和空谷回音。

「生命裡某些當時充滿怨懟的曲折，在後來好像都
成了一種能量和養分，因為若非這些曲折，好像就不
會在人生的岔路上遇見別人可能求之亦不得見的人與
事；而這些人、那些事在經過時間的篩濾之後，幾乎
都只剩下笑與淚與感動和溫暖，曾經的怨與恨與屈辱
和不滿彷彿都已雲消霧散。」配以〈記憶．吳念真別
冊〉，都是吳念真的人間真情告白。

有故事的人
─吳念真《這些人，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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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斯蒂芬．金」回歸
本土懸疑文學 路在何方？

「秋日斜陽，略顯蒼黃，踟躕墜向天際。昭陽古道，單馬輕車，絕塵而去。遠望已見湖濱，波

光隱隱，在淡淡霞暉下微泛淺橙。那傳說中的湖心島也許是被枯黃的蘆葦遮擋，從官道上看不得

見，即便如此，這一片恬淡湖景已足以讓奔走天涯的旅人駐足。車放慢，錦簾挑，佳人素顏，卻

明艷如畫中仙，那一份國色，奔波風塵也掩不住。只不過，仔細看，她眉目間有一絲淡淡隱憂，

迷離目光望向茫茫湖水，輕聲問：『龍郎，莫非到了？』」

蟄伏三年後，有「中國斯蒂芬．金」之稱的鬼古女，又攜新作《鎖命湖》回歸懸疑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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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檔作者「鬼古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