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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介
文：草　草

符號學大師 Umberto Eco

的重磅小說《布拉格墓

園》，終於呈現在讀者眼

前。已經79歲的Eco始終

對於知識含量極高的懸疑

小說情有獨鍾，也持續挑

戰讀者。場景在十九世

紀的歐洲，從都靈到布拉

格到巴黎，耶穌會與共濟

會之間的殘酷鬥爭，秘密

屠殺的背後，整個歐洲動盪不安的根源，究竟藏

真實的一個人，還是一份偽造的文件？這是Eco至今

情節最緊湊、節奏最明快，最騷動人心的傑作。書

中除了一位主要角色之外，其他的各種歷史、文件

以及那些讓人匪夷所思的神秘事件，都是真實的。

但是老實說，如果不是Eco自己向大家坦白書中那位

英雄主角是虛構的，讀者可能不會發現。附帶一

提，主角的祖父，那位撰寫神秘信件，引發現代反

猶太主義的老人，確有其人其事。由於小說是《傅

科擺》中一部分情節的延伸，先讀過《傅科擺》或

許更能進入書中世界。

作者：Umberto Eco
出版：HARVILL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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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啟事

定價：新台幣499元

《狼蛛》

這書是國際大導演阿莫

多瓦2011電影《切膚慾謀》

的原著小說，也是法國黑

色小說大師提爾希．容凱

最富爭議暢銷名作。蜘蛛

捕捉獵物，命運交織成

網，意想不到的結局撲

來，如此驚人的改變，徹

底顛覆感官極限。

夏娃是誰？那個挽夏

娃赴宴，會後將她囚禁在房裡的男人希沙．拉法各

又是誰？為何這個美麗女子嘴角經常掛一抹淡淡

的微笑？為何希沙滿佈皺紋的臉上經常露出難以抑

制的憤怒？如果這兩人互有深仇大恨，為何同住一

個屋簷下？好一對詭異的伴侶……

作者：提爾希．容凱
譯者：陳蓁美
出版：時報文化

定價：新台幣200元

《長崎》

2010年法蘭西學術院小

說大獎獲獎作品，改編自

2008年日本真實新聞事

件。志村先生獨自居住一

棟幽靜的房子，面眺長崎

造船廠。某天，他發現家

裡的食物似乎默默消失。

為了找出原因，他購置網

路攝影機，發現一名女子

的身影從鏡頭前晃過……

故事情節看似驚悚，但作者並不是要以此取悅讀

者，而是企圖藉由這個故事，探討現代人的孤獨。

短短一百多頁的小故事，簡單的結構，單純的情節

與人物，卻讓人想要細細品味再三。

作者：艾力克．菲耶
譯者：陳太乙
出版：衛城出版

定價：新台幣280元

《圖解中醫—基礎篇》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

中醫無處不在。但是，每

當說到中醫原理，我們都

為之卻步。與坊間的中醫

理論圖書不同，這書採用

圖解形式，配以詼諧生動

的漫畫，簡要介紹中醫發

展的基本脈絡與成就，深

入淺出地闡述了中醫陰陽

學說、五行學說、藏象學

說、病因學說、病機學說等重要理論的內容和具體

運用。

作者：羅大倫、于春華
出版：中和出版（香港）

定價：港幣78元

《中國房地產之厄》

這本書是來自草根階層

的一位知名女學者的專題

之書。作為一名「非體制

內」的民間獨立研究者，

十多年來，她埋頭於浩瀚

資料裡，奔走於城鄉之

間，1998年5月31日，她

的第一篇「涉房」文章引

起了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

基的注意及批示。此後，

她在網絡上發表許多專題文章，以大量數據及事實

解碼在宏觀經濟領域稱霸的房地產資金量是如何成

為中國的國家災難的，她的文章不僅引起有關方面

的注目，更為經濟界、社會學界的學者所推崇。

作者：王鍊利　
出版：天行健

定價：港幣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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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半年前《武道狂之詩》漫畫版準備出版之時，喬靖夫對我說，希望藉漫畫開
拓市場，讓更多沒有看過這套小說的人可以看到這個作品。如今漫畫版已出至第
4期，更於兩岸三地同步發行。

旺角系作家
「內地版偶爾會遲一點。」喬靖夫說，家中堆了一堆內地版、台灣版與香港版

的小說與漫畫，還有特別版，可見漫畫自推出以來，備受讀者歡迎。
畢業於翻譯系，曾經在報館做過翻譯，也曾經替盧巧音、陳奕迅等流行歌手填

過多首膾炙人口的歌詞，但從事得最久的，是寫小說。自在城大飯堂寫下《國土
無雙》，至今已十多年，《吸血鬼獵人日誌》、《殺禪》等作品在某個圈子裡，是
被熱烈討論的名字—說某個圈子，是因為這兩部作品當時的讀者，主要是被統
稱為「宅男」的人，作者則曾自稱是「旺角系」—作品也先後推出多集。

網上連載的《國土無雙》，是他22歲時的「習作」，作品以清末為背景，描寫那
個動盪時代武者的熱情。事隔15年，喬靖夫重修這個作品，盡量保持當年那個自
己所寫的稚嫩的作品的原貌。

當年的自己是一個真實存在過的實體，修改掉那些稚嫩與濫情，倒像抹去了當
年的自己的痕跡。如今寫《武道狂之詩》，從主角燕橫與童靜的成長經歷，我們
也看到那種稚嫩如何慢慢演變成一種成熟，將兩個作品對看，不免令人感動。

《武道狂之詩》出現前，喬靖夫備受矚目的作品是《殺禪》，他曾有「香港第
一慢筆」、「喬年鑑」的外號，便是因《殺禪》一年才出一本，叫讀者等得心
焦，他也曾在個人網誌自嘲「臭名昭著、幾乎給讀者追殺的『最壞作家』」。

「喬慢」變成「喬大」
如今一切都是過去，以前被稱為

「喬慢」—指他慢筆，現在被尊為
「喬大」，「旺角系」作家殺出旺
角，在兩岸三地開出果實，喬靖夫
的野心，絕對不止於此。

他將《武道狂之詩》漫畫版交給
夢馬工作室負責，心目中的營銷模
式，是以小說打頭陣，其後漫畫、
遊戲、3G動畫大軍殺到，形成產業
鏈。即使有看過小說版的讀者對漫

畫版不感冒，他仍期待 新市場的
開拓。

「在漫畫版裡已經不停考慮怎樣
可以與小說版不同，例如新增何自
聖少年時期的經歷，以外傳形式推
出。」喬靖夫說。何自聖是青城派
的掌門，號稱百年難得一見的奇
才。其在武當派的高手面前尚保持
一股一派之長的威勢，並幾乎摧毀
武當派稱霸武林的野心。

幾乎，是因為負責攻下青城派的武當副掌門葉辰淵，在何自聖的雌雄龍虎劍佔
不了上風，眼看落敗之際，以計謀擊殺患有眼疾的何自聖，自此，青城派在江湖
上除名。

親身演繹動作招式
讀者評論喬靖夫的作品，少不免談他的筆下細節詳盡，極具實感。寫《武道狂

之詩》，他參考各種相關的武術書籍；作品變成漫畫，他親自演繹書中角色的招
式，讓畫者參考。

喬靖夫15歲起習空手道，2009年開始學習菲律賓魔杖(Philippine Kali)，如今仍然
習武不綴，閒時到師兄開設的武館練功。在他家中的客廳，放 各款常練習的武
器，有魔杖、刀等。

來自東瀛的虎玲蘭，刀招如何？雌雄龍虎劍的招式「穹蒼破」是甚麼模樣的？
何自聖與葉辰淵對戰時的雙劍攻防動作是怎樣的？「武當行劍」的斜走蛇步，

「武當勢劍」的硬劈硬架又是如何？燕橫快速拔劍，以「星追月」直刺取敵的姿
勢是怎樣的？書中所描述過的種種招式，他都有鮮明的形象在腦海裡，更一一化
為真實。目前我們在漫畫裡看到的動作場面，那些招式都是參考喬靖夫親身演繹
的動作。

昔日我們看武俠小說，金庸早已自言不懂武術，古龍是以玄制勝，取敵不過一
招，我們更不會知道他的作品裡刀如何去，劍如何來。「逍遙遊」怎樣姿態曼
妙，「降龍十八拳」如何威力強橫，「六脈神劍」如何凌虛傷敵，「小李飛刀」
怎樣例不虛發，我們的想像替這些招式虛構了浪漫的存在，相較之下，《武道狂
之詩》倒是樸素得很實用。

書名：《博士之路》
作者：蘇丹
出版：四川大學出版
社

由清華大學博士、
留美博士後蘇丹撰寫
的《博士之路》，近期
由四川大學出版社公
開出版，四川大學原
黨委副書記呂重九教
授為其作序。這本書
系統地闡述了一個博
士研究生從報考、考
試、錄取到入學、進
行科研選題、課題研
究、論文撰寫、論文
答辯和博士畢業的全
過程，是作者攻讀博
士研究生的親身體會
和經驗總結，對準備報考研究生的本科生和碩士研究生以及剛剛
開始攻讀博士研究生的同學，都有重要的啟示作用。全書分七個
部分：第一部分闡述報考流程和注意事項；第二部分闡述考試、
錄取程式及備考的經驗教訓；第三部分闡述入學後第一年的學習
和生活情況；第四部分闡述如何進行科研選題並完成開題報告；
第五部分闡述課題研究的全過程；第六部分闡述專業文章的發表
及畢業論文的撰寫；第七部分闡述畢業答辯。

這本書是有志於報考和攻讀博士研究生的行動指南。
（＊註：鐘鳴乃內地著名作家。）

家中大侄蘇丹，性格文弱內向好學，先進了醫科大學，進去，便成為最優異者，還是個學生
頭。畢業後，又讀了研究生，接 ，又奔北京清華最高學府去讀了博士。那年中國鬧SARS病
毒，傾城戴口罩，喝板藍根沖劑，他卻泡在實驗室，和院士一起做病毒蛋白的結構研究。中國
有億萬萬學子，能有此機遇一搏，是我家侄兒之福。然而，人但見其獨享，卻未必能見「我獨
亡」時。或許，也只有其親人，能知他的孤獨、辛苦。

後來，賢侄因與美國另一學者，幾乎同時攻下了SARS病毒中的某一蛋白結構，很快便為美
國梅奧醫學院（Mayo Clinic）錄取深造。人說士別三日，刮目相看，蘇丹到美國後，身在名
校，師從名師，學業精進自不必說，後更寫了本書，要我這鐘家的「文人」看看，讚美一下。

電子稿發過來後，竟是一百多頁的《博士之路》。徹夜讀來，悲喜相交：喜的是，通篇可
鑒。芸芸眾生，一個沒任何背景的男娃，憑一己之力，如何攻讀最高學府的博士學位，若放在
歐美，甚或亞洲發達國度，哪算得上一回事？而在中國，孔子所言禮崩樂毀之際，便別有況味
了。或正因「窮人的孩子」，所以，每一步驟都蘊含了精細的觀察，對現實的真切反應，對不
公與錯誤報以批評，或機智幽默的嘲諷。對紛亂複雜的環境、現象和生存技巧，曉以正道，攻
其奧妙，辯證而多知方位。使本枯燥乏味的學習路徑，讀來，竟像前些日子所看的關於馬克·
紮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電影《社交網路》（Facebook），讓人摸 每道關口的關鍵按鈕，
亦如影片曉以聰明交友，任意惡評，忽悠人生，或可娛樂之中創下私產。與其說是國人攻博士
之途，不如說是蘇丹的同情之書，因為他想與人分享的不是自己的成功，而是渴望更多學子的
成功。故可洞見其宅心仁厚。何況，在他背後又好像潛藏 一個精英團隊，此團隊可謂有志之
士。

而悲的是，像我這當舅舅的人讀來，便不由會想起上世紀末自己的讀書生涯，若當時僥倖有
這樣的書，這樣公開的體驗，許多人的仕途，便會大為改觀，而大學裡，也會充滿更多的真學
實才。現在，既然我等已錯失，何不也就寄希望於後人，而這也正是《博士之路》暗忖的玄
機，作者本人的關切所在。

至此，方明白，我家侄娃，後生可畏，豈還是當日的孩子。他雖已身在美國，前途無量，卻
通過此書，自我奮鬥的道路，深切地關注中國的教育。而此教育，就余所觀察，幾乎深陷窮
途，大家只希望能有所改變。而能做到這點，首先必出乎仁心。再則，出乎個人之恆心，因
為，我們個人必以成功，善果，才能敘及教育體制之頹敗，即孔子所言：「無恆不可以作巫
醫」。故中國病，必求大家，而大家，必求優秀之個人。

我家侄兒的博士之路 文：鐘鳴

喬靖夫
武俠小說家
野望

今年九月，漫畫《武道狂之詩》

在有「中國動漫第一獎」之稱的金

龍獎獲得「最佳成人漫畫」，小說

版亦屢次登上暢銷書榜，更曾入選

「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候選好書之

列。

自金庸、梁羽生之後，凋零的香

港武俠小說圈冒出一個喬靖夫，小

說、漫畫、遊戲等都是《武道狂之

詩》的進軍領域，或許，可替武俠

小說打出一片天。 文、攝：洪嘉

本 內容：副刊 文匯馬經


